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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钧先生在金陵大学及中学的学习情况

———基于学籍档案等材料的解读

□顾烨青∗

　　摘要　通过对刘国钧金陵大学时期和留学时期相关学籍档案等材料的解读,获知刘国钧

１９１６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成绩为一等,可能免试升入金陵大学.刘国钧没有就读金陵

大学预科,他本科就读金陵大学的时间是从１９１７年春季学期至１９２０年春季学期,１９２０年６月获

文学士学位.刘国钧在中学已经发表习作,大学期间文理兼修,成绩优良,哲学与外语成绩尤为

突出.
关键词　刘国钧　金陵大学　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　学习成绩

分类号　G２５９．２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５

　　在对我国现代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作出开创

性卓越贡献的第一代留学海外的图书馆学家中,除
杜定友和马宗荣分别是在菲律宾和日本接受的大学

教育(其中杜定友的大学教育包括图书馆学专业和

教育学专业[１],马宗荣在接受教育学专业之余参加

了大学的图书馆学讲座[２])以外,其余如沈祖荣、徐
燮元、胡庆生、戴志骞、洪有丰、李小缘、杨昭悊、李燕

亭、袁同礼、刘国钧等人均是在国内已经完成了非图

书馆学专业的大学高等教育基础上,再赴海外研修

图书馆学.他们在国内所学形成的专业知识结构不

可避免地会对新学的第二专业图书馆学在接受和理

解上产生影响,甚至形成独特的研究风格.例如,毕
业于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杨昭

悊,他在学习图书馆学以后,就在图书馆法制化管理

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对促发国人图书馆权利

意识的觉醒和推进我国图书馆法制化管理作出了积

极贡献[３].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学一代宗师的刘国

钧先生,在赴美攻读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和系

统学习图书馆学专业前,已经完成了在金陵大学文

科的学习,并在大学毕业前就发表了多篇哲学、宗
教、教育学等方面的著、译文章和一篇图书馆学处女

作———«近代图书馆之性质»[４].刘国钧先生在大学

期间就展露学术才华且涉猎广泛,是接受了怎样的

高等教育? 学习了哪些课程? 学习成绩如何? 这些

都有赖于对学籍档案等一手材料的挖掘.南京大学

档案馆收藏的刘国钧就读金陵大学的学生记录单

(STUDENTSRECORD)[５]这一学籍档案为我们

解读先生在金陵大学的学习情况提供了确凿的依

据,还为我们了解先生的中学就读情况提供了线索.
通过 辅 以 «金 陵 大 学 公 报»(TheUniversityof
NankingBulletin)、先生在威斯康星大学学籍档案

中的入学申请和硕博士学年注册信息等材料,以及

对相关背景信息的分析,笔者进一步勾勒了刘国钧

先生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经历,希望能对学界从刘国

钧先生人生发展的轨迹角度更深入地研究其学术思

想的源流与演进有所帮助.谨以此文纪念刘国钧先

生诞辰１２０周年!

１　金陵大学学生记录单的构成和刘国钧的个人基

本信息

刘国钧在金陵大学的学生记录单(见图１)大致

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姓名、家庭住址、出生年等个

人基本信息,二为其中学与大学入学情况的信息,三
是其在金陵大学期间的学习情况(即大学成绩单),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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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其奖惩与毕业信息.记录单上,除中文姓名

和家庭地址是中文外,其余都是英文,且所有填写内

容均为手写.

图１　刘国钧在金陵大学的学生记录单扫描件

在学生记录单姓名(Name)栏的罗马字母拼写

(原件 印 为 “In Remanization”)处 所 填 的 是 “Liu
KwohChuin”,这与多期«金陵大学公报»中,金陵大

学文科(CollegeofArts)在读学生名单里的“Liu
KwohＧChuin”相一致,也与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度的«金
陵 大 学 公 报 »中 作 为 图 书 馆 助 理 (Assistant
UniversityLibrarian)的“LIU KWOHＧCHUIN”[６]

相吻合,足可确定此学生记录单的对象“LiuKwoh
Chuin”就是日后成为图书馆学家的“刘国钧”.不

过,中文拼写处(InChinese)填写的是“劉國榮均”.
“榮”字上打有“x”号,涂改之意,“榮”后是“均”非

“钧”,这可能是笔误.刘国钧先生的长子刘家祜向

笔者确认,刘国钧有一个亲弟弟叫“刘国荣”,而在

«金陵大学公报»中的文科在读学生名单里与“Liu
KwohＧChuin”紧 挨 在 一 起 的 就 是 “Liu KwohＧ
yung”,兄弟俩同班就读.在姓名中文拼写处右边的

编号(No．)栏里填的是“nonＧChris”,这可能表达的

是刘国钧为非基督教徒的意思.
在记录单居中印刷的“REGISTRARSOFFICE

UNIVERSITYOFNANKING”上方,有一行手写的

出生年信息为“Born１８９８”,这与我们所公知的先生

出生于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差了一年.先生于１９８０
年６月２７日在北京逝世后,«图书馆学通讯»«图书

情报工作»«情报科学»等刊物都报道了他逝世的消

息,报道中全部都称其出生于“１８９９年”.北京大学

副校长王竹溪在刘国钧先生追悼会上所宣读的悼词

中也称“刘国钧先生,一八九九年生于南京”[７],此后

«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等权威工具书也采用此

说.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

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中,先生的生年也大都是

“１８９９年”,唯一例外的是吴慰慈、肖东发、纪丽斌执

笔的«刘国钧先生生平简介»中记为“１８９８年１１月

１５日”[８].先生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０日所填的威斯康星

大学图书馆学校入学申请单中,年龄(Age)旁写的

是“２３”[９].如此倒推,如果填的是虚岁,则先生生于

１９００年;如果是实岁,则生于１８９９年.随后在１９２２
年９月１９日,先生为攻读硕士学位所填的威斯康星

大学研究生院注册单上,出生日期(Dateofbirth)一
栏写的是“October２３,１８９９”[１０].由于当时中国人

的生日都使用农历来记,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２３日换算为

公历为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先生在１９２３年９月２１
日为攻读博士学位所填的研究生院注册单上,出生

日期又被改写为“October１３,１８９８”[１１],换算为公

历为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２６日.次年,先生在再次填写的

注册 单 上 又 将 出 生 日 期 改 为 “October １３,

１８９９”[１２],即公历的“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刘国钧几

次填写的出生日期都不一样,唯有最后一次所填与目

前普遍采用的日期完全吻合.不知“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１５
日”是否是先生生前经反复核实后确定的日期,亦或

是当年北京大学人事部门最终确定的日期,这有待进

一步查证北京大学的刘国钧先生的人事档案.
在出生年旁还有手写的地址信息“南京城北老

王府五十四號 √”(手写的“√”为何意暂不知晓),
这可能是刘国钧先生的家庭住址,但与徐雁教授所

称的刘国钧出生于“冶城北故宅(老王府街４６号)”
[１３]并不一致.在搜集有２．５万余条老地名的工具书

«南京地名大全»中,“老王府”的说明为:“居民区

(废).位于洪武路北段,原土街口南至卢妃巷一段.

１９２９年,拓建洪武路时拆除”[１４].笔者又比对了

１９１０年版的南京老地图[１５]和现在的地图,老地图上

标识的“老王府”确实在今南京洪武北路附近.

２　刘国钧在金陵大学期间的学习情况

学生记录单的主体是“在金陵大学期间的学习

情况”(RECORDOFWORKDONEINTHEUNIＧ
VERSITYOFNANKING),向我们披露了刘国钧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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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金陵大学期间,从１９１７年春季学期至１９２０年

春季学期,共７个学期所修各科的成绩.这是了解

刘国钧先生大学时期所修科目、知识结构及来源、学
习成绩的第一手真实记录.金陵大学早期入学的学

生有春季入学和秋季入学两种,根据«金陵大学公

报»中的校历,１９１７年春季学期是１９１７年２月１日

正式开学(１月３０日和３１日分别进行入学考试和

注册)[１６],１９２０年春季学期在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８日举

行毕业典礼[１７].７个学期共计不到三年半的时间,
这与先生在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入学申请单中

所填的在高校学习年数“３⅟年”[１８]是相符的,而学

界曾一度认为先生于 １９１５ 年入读金陵大学 (预
科)[１９－２０],显然不符合事实.

刘国钧的成绩记录上总共手写填报了十九门科

目(SUBJECTS),经过各方请教,几经辨认,科目名

已全部得以识别.每个科目都有四个属项:课程号

(CourseNo．)、周学时(Hrs．Wk．)、学期成绩(Sem．
Grd．)、重考成绩(ReＧEx．Grd．),但并非每个属性上

都会填写,重考成绩一项就都是空白,说明先生每次

考试都是一次过关.每个科目下都有多门内容有关

联但并不完全相同的课程,分别对应相应的课程编

号(不同科目下的课程编号会有相同的,但教学内容

完全无关).刘国钧成绩记录上的十九个科目中的

音乐(Music)、生理学(Physiology)科目未见填写成

绩,其余十七个都填有成绩.从填写的成绩分值上

看,１９１９年春季学期及以前都是百分数制,１９１９年

秋季和 １９２０ 年春季学期科目的学期成绩 (Sem．
Grd．)中填写的为１或２,已采用等级制.在百分数

制中,７０分是及格线,６０分以下的课程必须重修,６０
~７０分之间的需要补考[２１].等级制中,１ 为“极
好”,是 第 一 或 最 高 等 的 (Excellent,thefirstor
highestgroup),２ 是 “优 秀 ”,仅 次 于 最 高 等

(Superior,thenexthighest)[２２].刘国钧的成绩记

录中另有翻译(Translation)科目的成绩记为 P,应
该是Pass的意思,合格.整理翻译后的刘国钧先生

三年半本科学习记录见表１.
从表１可见,刘国钧不仅修习了国文、经济学、

教育学、历史、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史、社会学

等社会科学诸门类,还涉足自然科学中的天文学、生
物学、化学、地质学、数学等,同时由于修习过英语、
日语,还具备一定的第二外语能力.刘国钧先生修

习课程文理并举,源自金陵大学早期发展的特点.

表１　刘国钧在金陵大学的成绩单

科目 课程项
１９１７年

春季学期

１９１７年

秋季学期

１９１８年

春季学期

１９１８年

秋季学期

１９１９年

春季学期

１９１９年

秋季学期

１９２０年

春季学期

天
文
学

课程号 １４１

周学时 ６

学期成绩 １

生
物
学

课程号 １２６

周学时 ４

学期成绩 ８４

化

学

课程号 １

周学时 ５

学期成绩 ８５

国

文

课程号 ２ １２１ １２６ １６６

周学时 ５ ５ ５ ２

学期成绩 ９１ ９１ ９０ ８５

国

文

课程号 １４１ １４６

周学时 ５ ５

学期成绩 ９２ ８９

经
济
学

课程号 １３６

周学时 ４

学期成绩 ９０

教
育
学

课程号 １５１

周学时 ３⅟

学期成绩 １

英
语

课程号 １ １４１ １６１ １４６

周学时 ５ ５ ２⅟ ６

学期成绩 ８２ ９７ １ １

英
语

课程号 ２ １５６

周学时 ５ ６

学期成绩 ８４ １

地
质
学

课程号 １６６

周学时 ６

学期成绩 １

历
史

课程号 １２６

周学时 ５

学期成绩 ８８

日
语

课程号 １３２ １４１

周学时 ５ ５

学期成绩 ８８ １００

数
学

课程号 １３６

周学时 ５

学期成绩 ９４

音乐 未填

哲
学

课程号 １５６ １５１

周学时 ５ ６

学期成绩 ９４ １

哲
学

课程号 １４６ １６１ １６６

周学时 ５ ６ ６

学期成绩 ９４ １ １

生理

学
未填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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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课程项
１９１７年

春季学期

１９１７年

秋季学期

１９１８年

春季学期

１９１８年

秋季学期

１９１９年

春季学期

１９１９年

秋季学期

１９２０年

春季学期

政
治
学

课程号 １４１

周学时 ５

学期成绩 ８０

心
理
学

课程号 １４１ １４６

周学时 ５ ５⅟

学期成绩 ９１ ２

宗
教
史

课程号 １３６

周学时 ２

学期成绩 ８７

社
会
学

课程号 １４１

周学时 ５

学期成绩 ８８

翻
译

课程号

周学时 ５

学期成绩 P

合
计

周学时 ２０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０ ２９ ２９⅟

学期成绩 ８６ ８９ ９０ ９４ ８９

等
级

４０ ６２ ８２ １０２ １３１ １６０⅟

SⅠ SⅡ

　　注:原件中“国文”秋季１９１７年的课程号有两行数据“１２１”和

“１４１”,“１４１”上有铅笔删除线,本表即采用“１２１”.该表最后第二行

的“合计”中,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对应为“周学时”的数值是周学时

合计;后一部分对应为“学期成绩”的数值是该学期各科科目成绩的

平均分(１９１８年春季学期计算有一点误差,也有可能表中有成绩漏

登或有成绩的字迹已经消褪);最后一行“等级”的数据来源与计算方

法不明,待考.出于排版考虑,本表较原表格式有所调整,因原表“重

考成绩”均为空白,本表不再显示此项.

金陵大学自１９１５年起由原先的规定科目制改为主

修、选修科目制,而先生当时所就读的文科内附属有

理科(金陵大学早期理科实力很薄弱,尚不能独立建

制),直到刘国钧毕业后的１９２１年,鉴于文科附设的

数理科目日臻充实,才开设理科,与文科并称文理

科.在刘国钧本科就读的三年半时间里,金陵大学

的理科课程教学充斥于文科内.刘国钧先生１９１７
年春季入学时,文科的课程被分为三组,每个学生在

大二开始时需要选定一组课程,毕业需要１５０个学

分,１学分包括每学期每周５５分钟的诵读授课或一

周两次的实验课.毕业生将被推荐到纽约州立大学

的董事会,以被授予常规的学士学位[２３].１９１７年秋

季开始,文科的选课制度有所变化,所有学生都需要

修读天文学或地质学、生物学或生理学、国文、教育

学、英语、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

科目５５个学分的必修课程,另外还需要修满６０个

学分的选修科目.选修科目被分成四组,第一组为

语言类,包括国文、英语、德语、希腊语等科目;第二

组为社会科学类,包括教育学、历史和政治学、哲学

和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科目;第三组为

科学和数学类,包括天文学和地质学、生物学、数学、
物理学等科目;第四组为神学院预科.６０个选修学

分中,３０个学分必须选择前三组中任何一组的两个

科目,另３０个学分可以自由组配[２４].１９１９年秋季

开始,修课制度又有所调整,必修为６０个学分,较原

来增加５个学分,必修科目的内容基本没变,选修学

分降至５５学分,分组内容也基本没变[２５].正是在

这样的科目修读制度下,刘国钧修读了一些自然科

学的科目.以下表２为根据多期«金陵大学公报»
(１９１５~１９２０年度)记载的科目课程内容介绍所整

理出的刘国钧先生修读的各门课程内容,大致按刘

国钧先生修读顺序排列,“日语１３２”“翻译”等个别

成绩单上的科目课程编号未能在相应年度的«金陵

大学公报»中找到课程名称和内容简介.表３为简

化后的成绩单,只记科目名称和成绩数,科目顺序编

排也作了一些调整,文理类分列,并计算了平均分,
可以一目了然地快速了解刘国钧先生的学习成绩.

表２　刘国钧在金陵大学所学课程的内容

科目及课程号 课程名 课程内容简介

化学(Chemistry)Ⅰ
高 级 普 通 化 学 (Advanced

GeneralChemistry)

涉及非金属元素的化学,教材使用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Smith)的«大学

化学»(ChemistryforColleges)或同等著作.

国文(Chinese)Ⅱ 说文(Hsiohwen) 汉语发展史上的一门高级课程.

英语(English)Ⅰ
写作与修辞学(Compositionand

Rhetoric)

与修辞学原理研究相结合的课程,在写作和朗读方面有相当多的实践.教材使用

默克利(Merkley)的«现代修辞学»(ModernRhetoric)和麦考利(Macaulay)关于

克莱夫勋爵(LordClive)和沃伦黑斯廷斯(WarrenHastings)的散文.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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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及课程号 课程名 课程内容简介

英语(English)Ⅱ
写作与修辞学(Compositionand

Rhetoric)

英语I的 续 篇,教 材 使 用 默 克 利 (Merkley)的 «现 代 修 辞 学»和 史 蒂 文 森

(Stevenson)的«内陆航行»(InlandVoyage)、«驴子旅行»(TravelswithaDonＧ

key)、«金银岛»(TreasureIsland).

国文(Chinese)１２１
中国文学史(HistoryofChinese

Literature)

系统地论述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着重论述各个时期文学与文化环境的关系.高

级作文,偶尔练习英译汉.

数学

(Mathematics)１３６
平面三角(PlaneTrigonomelry)

教材使用格兰维尔(Granville)的«平面和球面三角学»(PlaneandSpherical

Trigonometry).

政 治 学 (Political

Science)１４１
(政治学)导论(Introduction)

普通的入门课程.基础教材为盖特尔(Gettell)的«政治学导论»(Introductionto

PoliticalScience),也用其他教材.

国文(Chinese)１２６
中国文学史(HistoryofChinese

Literature)
“国文１２１”的续篇,另含«写作与修辞学»(CompositionandRhetoric).

国文(Chinese)１４６
中国思想史(HistoryafChinese

Though)
对中国科学、政治和社会思想发展的系统研究.

历史(History)１２６ 美国史(UnitedStatesHistory)
综合课程,包括课外阅读和书面报告.教材使用穆齐(Muzzey)的«美国史»

(AmericanHistory).

宗教史

(Rel．hist)１３６①

«圣 经»在 现 代 生 活 中 的 运 用

(TheUseoftheBibleinmodern

Life).

陈述«圣经»的价值,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教材包括吉尔伯特(G．H．Gilbert)的

«圣经解释»(InterpretationoftheBible)和一些精选的书籍中的阅读材料.

英语(English)１４１
英国文学史(HistoryofEnglish

Literature)

考察英国文学从其起源到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的整个过程.龙(Long)的«英美文

学论纲»(OntlinesofEnglishandAmericanLiterature)是作为历史考察基础的

教科书.

日语(Japanese)１４１ 阅读(Reading) 日语初级课程,从简单的单词学习到简单的散文阅读.

心理学

(Psychology)１４１

普通 心 理 学 (GeneralpsycholＧ

ogy)

旨在让学生了解感觉、知觉、记忆、推理、本能、感觉等过程在人类体验中的作用.

教材包括皮尔斯伯里(Pillsbury)的«心理学基础»(EssentialsofPsychology)和安

吉尔(Angell)、詹姆斯(James)、贾德(Judd)等人的阅读材料.

社会学

(Sociology)１４１
普通社会学(GeneralSociology)

旨在向学生介绍社会学的领域和问题.教材使用海耶斯(Hayes)的«社会学研究

导论»(IntroductiontotheStudyofSociology),并附带有大量阅读资料,特别是

德雷(Dealey)、埃尔伍德(Ellwood,)、托马斯(Thomas)、库利(Cooley)和罗斯

(Ross)的.

生物学(Biology)１２６ 普通生物学(GeneralBiology)
包括研究典型动植物组织的形式、结构和功能,以及它们与有机世界的相互关系,

并概述了更重要的生物学理论,并概述了一些重要的生物学理论.

国 文 (Chinese)１６６
(１?)②

«子 部 »研 究 选 编 (Selected

StudiesoftheTszPu)
对部分哲学体系的批判性比较研究,旨在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经济学

(Economics)１３６
经济学③ 入门性课程,结合了对日常观察到的经济现象的研究和对基本经济规律的思考.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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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金陵大学公报»上的科目名为“宗教教育”(ReligiousEducation),课程号１３６对应的课程名为“圣经在现代生活中的运用”(TheUseofthe
BibleinModernLife)
原件编号很像“１６６”,但其中的“６”为笔直的“１”连带右下角一个很小的“０”.对应年度的«金陵大学公报»“国文”科目中只有编号１６１,无

１６６.
«金陵大学公报»中未对编号１３６的经济学科目给出课程名,这里暂仍用“经济学”课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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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及课程号 课程名 课程内容简介

哲学

(Philosophy)１５６

西方哲学史(Historyofwestern

philosophy)

包括研 究 西 方 思 想 在 地 理、文 学 和 政 治 史 方 面 的 发 展.教 材 包 括 库 什 曼

(Cushman)的«哲学入门史»(BeginnersHistoryofPhilosophy)和罗杰斯(RogＧ

ers)的«学生哲学史»(StudentsHistoryofPhilosophy),另有精选哲学经典的附

带读物.

哲学

(Philosophy)１４６

科学方法论(TheTheoryofSciＧ

entificMethod)

科学程序逻辑的课程.教材包括杜威(Dewey)的«我们如何思考»(How we

Think)和琼斯(Jones)的«逻辑»(logic).还有一些精选的科学经典作为附带

读物.

天文学

(Astronomy)１４１

普通 天 文 学 (GeneralAstronoＧ

my)

基础课程,旨在提供天文学、现代天文方法以及星座中的行星和恒星的一般知识.

教材包 括 杨 (Young)的 «天 文 学 要 素»(Elementsof Astronomy),莫 尔 顿

(Moulton)的«天文学导论»(introductiontoAstronomy).

教育学

(Education)１５１

教 育 中 的 民 主 (Democracyin

Education)

对教育史提供社会解释的课程,教材为约瑟夫金蒙特哈特(JosephKinmont

Hart)的«教育中的民主»(DemocracyinEducation).

英语

(English)１６１

戏剧

(Drama)

包括阅读六部莎士比亚戏剧,一部谢里丹(Sheridan)或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

戏剧,以及几个近期戏剧的例子.通过阅读,可以对英语戏剧进行简单的总体研

究,讨论英语和中国戏剧的当代问题,并就选定的主题准备论文.

哲学

(Philosophy)１５１
伦理学(Ethics)

首先是对道德起源的研究,然后是对道德意识和某些社会道德问题的分析.教材

为杜威(Dewey)和塔夫茨(Tufts)的«伦理学»(ethics)

哲学

(Philosophy)１６１

西方哲学史(Historyofwestern

philosophy)
同“哲学１５６”.

英语(English)１４６
英美文学史(Historyofenglish

andAmericanLiterature)

对英国文学的概述,并对美国文学从１９世纪初到１９世纪末进行简要的研究.教

材同“英语１４１”.

英语(English)１５６ 小说(Novel)

一门阅读课,通过回顾英语小说的历史来介绍.包括选读哥尔德斯密斯(GoldＧ

smith)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VicarofWakefield)、萨克雷(Thackeray)的«亨利

埃斯蒙德»(HenryEsmond)、狄更斯(Dickens)的«壁炉上的蟋蟀»(Cricketon

theHearth)、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的«塞拉斯马纳»(SilasMarner)和史

蒂文森(Stevenson)的«巴兰特拉少爷»(MasterofBallantrae)等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

的小说.

地 质 学 (Geology)

１６６(１３１?)①
普通地质学(GeneralGeology)

讲述地质学的主要 事 实 和 原 理,以 及 地 质 史 上 重 要 的 事 件.教 材 使 用 盖 基

(Geikie)的«地质学»(Geology).

哲学

(Philosophy)１６６

哲学问题(TheProblemsofPhiＧ

losophy)

课程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世界和人类生活的意义.所选阅读材料与所考虑的主题

相关.特别注意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进化论的概念.

心理学

(Psychology)１４６

高级心理学(AdvancedPsycholＧ

ogy)

旨在使学生熟悉现代心理学思想中一些更重要的特殊领域.特别关注变态心理

学和社会心理 学.教 材 包 括 贾 内 (Janet)的 «歇 斯 底 里 的 主 要 症 状»(Major

SymptomsofHysteria),麦克杜格尔(McDougal)的«社会心理学»(SocialPsyＧ

chology)和 明 斯 特 伯 格 (Munsterberg)的 «一 般 心 理 学 和 应 用 心 理 学 »

(Psychology,GeneralandApplied).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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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刘国钧在金陵大学的学习成绩(简明版)

科目

成　绩

百分制 等级记分

平均分 历次分数 历次等级

文

科

类

国文 ８９．７ ９１ ９１ ９２ ９０ ８９ ８５

英语 ８７．７ ８２ ８４ ９７ １ １ １

日语 ９４ ８８ １００

翻译 P

历史 ８８ ８８

哲学 ９４ ９４ ９４ １ １ １

政治学 ８０ ８０

宗教史 ８７ ８７

社会学 ８８ ８８

心理学 ９１ ９１ ２

经济学 ９０ ９０

教育学 １

理

科

类

数学 ９４ ９４

生物学 ８４ ８４

化学 ８５ ８５

地质学 １

天文学 １

合计

总均

分

８８．６

可见,刘国钧的学习成绩优异.百分制的科目

成绩中没有低于８０分的,最低为政治学８０分,最高

分为拿了一次１００分的日语,所有百分制成绩的总

均分达８８．６分.在等级分制成绩中,只有一次心理

学科目为２等,其余都是１等,包括化学、地质学、天
文学这三个自然科学科目.在各门科目成绩平均分

中,哲学、数学、日语课程的均分最高,为９４分,其哲

学的三次等级分又都是１等.哲学与数学这两大互

相联系的具有逻辑思辨与推理特性的方法论学科,
刘国钧都下了功夫认真学习,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从表２的课程内容来看,刘国钧在所学的哲学科目

里,系统学习了西方哲学史,也学习了伦理学,并接

受了科学方法论的逻辑思维训练.日后刘国钧先生

能在哲学上具备深厚造诣,且在转入图书馆学领域

后又一贯体现出敏锐洞察力、较强的逻辑分析与推

理能力,已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他在大学时期已经

打下了坚实基础.由于在相关课程中还使用了美国

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著作作为教材,这也使得刘国

钧对杜威的学术思想相当熟悉,这也为他翻译多部

杜威著述埋下了伏笔.
除了政治学成绩稍偏低外,刘国钧先生的历史、

宗教、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其他社会科

学类科目的成绩也都不错,这也与其早年论著以哲

学为主、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多面开花的特点相符,
可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刘国

钧外语类课程的成绩提升很大,英语从最初的８２分

大幅提高到９７分及以后连续三次的１等,日语也从

开始的８８分,提升到１００分.刘国钧先生充分认识

到了外语学习的重要性,语言学习能力也很强,英语

和日语成绩的进步幅度都很大.尽管所学的日语内

容还属于初级教程,但也打下了一定的日语基础.
先生在５０多岁时,还在继续学习日语和俄语,并且

达到了熟练阅读和笔译俄、日文资料的水平,翻译了

一批苏联的图书馆学著作[２６].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刘
国钧与日本图书馆学家松见弘道有过多次书信来

往,笔者所见松见弘道的信均为日文①.
文理兼备的课程体系造就了刘国钧上知天文地

理、下通人文社科这样非常全面的知识结构.优秀

的成绩更表明他已经打下了文理交融、中西汇通的

学术根底.刘国钧先生日后能编制那部新旧兼顾、
中西包容、具有空前影响、自成体系、长久不衰的«中
国图书分类法»,绝非偶然,其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

备早已为他成为一名宗师级的图书馆学大家奠定了

坚实基础.
名师出高徒,授课老师也是影响青年刘国钧思

想认识和个人成长的重要因素.刘国钧就读期间的

师资中有一大半是外籍教师,如讲授英语和英国文

学的 金 陵 大 学 校 长 (一 度 兼 任 文 科 科 长)包 文

(ArthurJohnBowen)和后任图书馆馆长的克乃文

(HarryClemons),讲授宗教的副校长文怀恩(John
EliasWilliams)和恒谟 (William Frederick HumＧ
mel),讲授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夏伟师(也作夏伟思,

GuyWalterSarvis),讲授哲学和心理学的韩穆敦

(又译汉密尔顿,Clarence HerbertHamilton)等.
其中包文、克乃文和韩穆敦后来都为刘国钧赴美留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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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笔者截图存档的数年前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的刘国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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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寄去了评价甚好的推荐信①,克乃文更是对刘国

钧的图书馆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韩穆敦在

金陵大学执掌哲学心理学系主任长达 １４ 年[２７],

１９２７年因北伐军进南京城时的兵乱而返回美国继

续在大学任教,是美国知名哲学家.刘国钧很崇敬

老师韩穆敦,毕业后专门翻译了韩穆敦的«哲学与人

生»[２８].师资中较有代表性的中方教员有讲授教育

学的胡天濬(也作胡天浚),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文科硕士,曾与陶行知一起受教于美国哲学家杜威,
与杜威有合影;讲授教育学和社会学的王长平,他是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时的老师,首批庚款留美生,
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对刘国钧影响最为显著

的是刘经庶(伯明),他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前身

汇文书院,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入美国西

北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教育学,１９１３年以«华人

心性论»获硕士学位,１９１５年以«老子哲学»获得博

士学位,博士论文被美国哲学界誉为杰作.他是中

国西洋哲学的奠基人,回国后,将西洋哲学系统引入

中国,先后出版«西洋古代中世纪哲学史大纲»«近代

西洋哲学史大纲»等著作.刘伯明英年早逝数年后,
刘国钧专门撰写了对老师的纪念兼评述性文章«学
风 为纪念刘伯明先生作»[２９].刘国钧先生早年对西

方哲学的专注远胜于图书馆学,他以后对老子的研

究很可能源自刘伯明课堂教学的影响.
学生记录单右下角末尾处的“DEGREE”(学位)

栏填的是“Ba”(BachelorofArts,文学士),时间注明

为“June１９２０”(１９２０年６月).又据«申报»记载,金
陵大学庚申年级毕业生于五月二十五日举行话别

会,五月二十六日举行毕业游艺会,二十八日举行授

学位式,文科毕业生名单共计１８人,其中就有刘国

钧[３０].虽然«申报»所载的当年文科毕业生数１８人

与金陵大学相关史料[３１]所载的１９人存在一人的误

差,但档案和报刊史料这双重证据足可证明刘国钧

于１９２０年毕业并获文学士无误.刘国钧学生记录

单最后的奖励与荣誉(PRIZESAND HONORS)、
休学(SUSPENSIONS)、退学(DISMISSEDTO)等
栏目内都是空白.

３　刘国钧就读中学的线索和相关情况

中学是一个人思想、性格和社会认知形成的重

要阶段,了解刘国钧的中学就读情况也是研究其早

期生平和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一环.刘国钧金陵大

学学生记录单的第二部分是其中学与大学入学情况

的信息:“ENTRANCESTANDING”(入学身份)部
分中的“CREDITSFROM”处填的是“１stProvincial
middleschool,nanking”成绩为“ClassificationⅠ”,
这为进一步探求其中学学习生涯提供了线索.该部

分中的“SUBJECTS”(科目)与“GRD”(成绩)栏中全

部空着,只有一行斜向手写的“noconditions”字样,
我们判断这可能是“自动升学”或“免试入学”的意

思,所以其入学成绩都未有填写.在前述刘国钧

１９２２年所填的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校入学申请

单中的学历部分,他所填写的中学名称是 “First
ProvincialMiddleSchool,Nanking”、毕业的年份为

“１９１６年”,在中学学习的年数为“４ 年”[３２].“１st
Provincialmiddleschool,nanking”即“FirstProvinＧ
cialMiddleSchool,Nanking”,由此两件档案可以

确定刘国钧就读的中学为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他

的中学就读时间为１９１２~１９１６年,四年制,这也是

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教育部公布的学校系统令中

规定的“中学校四年毕业,毕业后得入大学或专门学

校或高等师范学校”[３３]相一致的.这也再次证实刘

国钧１９１５年就读金陵大学预科之说是有误的.
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 的 历 史 最 早 可 追 溯 到

１８９０年由张謇在江宁创立的文正书院,１９０３年改为

江宁府中学堂,１９１２年民国成立后改称江宁府学

堂,后又改称江宁中学堂,至１９１３年７月,改归省

立,定名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３４],校址位于南京中

正街八府塘[３５](今白下路和长白街路口附近[３６]).

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先后名为第四中山大

学区立南京中学、江苏大学区立南京中学(第一中

学)、中央大学区立南京中学(第一中学)、江苏省立

南京中学等.１９３６年迁往镇江,定名为江苏省立镇

江中学[３７].抗战期间曾被毁,抗战胜利后复校,成
为现在的江苏省镇江中学[３８].另一方面,１９３３年起

停招新生的原省立南京中学师范科,几经演变成为

今天的南京市宁海中学[３９].所以,刘国钧的中学母

校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的继承者为今天的江苏省立

镇江中学和南京市宁海中学.民国时期,江苏省立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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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２２年８月,克乃文和韩穆敦都将推荐信寄给了威斯康星大学

图书馆学校的教学校长赫泽尔苔,包文则寄给了图书馆学校的

行政校长马修S达吉恩,有关刘国钧赴美留学前后的经历,
笔者将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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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学校及其后身省立南京中学都是名校,后来

的南京中学更是位列江苏省立四大名校之首(另外

三所是省立扬州中学、省立苏州中学、省立上海中

学)[４０].考察刘国钧先生就读前后的江苏省立第一

中学校,教学质量也很高,１９１３年８月教育部在视

察各学区中学教育学务情况后撰写的报告中就曾对

该校有过赞誉,“苏省中学计视察七所,属省立者二,
曰第一中学,设立江宁,‘教科完密,训练勤恳’”[４１].
已知可考的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知名校友有版本目

录学家夏定域[４２],杰出的电机工程专家褚应璜[４３],
古典文学家、中国文学史家、杜甫研究权威萧涤

非[４４]等.汪道涵、熊向晖、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及十

多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则是南京中学时期的知名

校友[４５].
囿于史料和档案,我们对刘国钧就读时期的江

苏省立第一中学校相关情况的了解极为有限,笔者

也未找到刘国钧的中学成绩单.但是我们从现存的

该校１９１５年的学生刊物«学生杂志»的创刊号上发

现了时为中学三年级学生的刘国钧的五篇作文习

作,其中三篇是中文,两篇是英文.三篇中文和一篇

英文都属于议论文,分别论述了生命和名誉的轻重

问题[４６],武汉和东西沙群岛在地理上的重要战略地

位[４７－４８],以及国旗背后所蕴含的每个公民都应牢记

的崇高思想[４９],另一篇英文是游记散文,记述了他

和同学游玩明孝陵的经历[５０].这是目前发现的刘

国钧先生最早的文字著述.五篇文章都不长,但条

理清晰,特别是四篇议论文的论述已经具有一定的

逻辑性,能自圆其说,令人信服.英文的行文也已经

非常流畅,所以其入读对英语要求极为严格的金陵

大学并不存在困难.
此外,通过查看该校１９１７年的相关规章,我们

可以大致了解刘国钧所接受的中学教育情况.据

１９１７年６月改订的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学则[５１],该
校开设的课程包括:修身、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
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
操.清末民国时期,中学的课程在文理分不分科教

学方面,曾几经反复,其中１９１２~１９２２年施行“壬
戌”新学制期间,不分段的四年中学制里并不按文理

科分组教学,这又造就了刘国钧中学教育文理兼得

的机缘.时至今天,有关中学教育及高考是否要文

理分科仍是一个热议话题,民国时期即有学者指出: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学文组的人,不见得学

文特著成绩,在实科上也不见得就不堪深造;许多学

实组或理组的,不见得学理特著成绩,在文科上也不

见得就不堪深造.”[５２]另据该校１９１７版的«各级教

科用书及教师一览表»[５３]显示,科目所用教材大部

分是由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出版,不少英语教科

书也是外国原著的引进版,教材质量能有很好保证.
该校对学生的教育与成绩考查除了学业知识

外,还有操行方面的考查.据１９１７年制订的«操行

考查规程»[５４],操行考查分心性和行为两大方面,其
中心性又分气质、智力、感情、意志等项,行为则分仪

容、动作、言语、才干、交际等项.每一项下又再分六

个子项,每个子项按表现程度以甲、乙、丙、丁四个等

级考查评分.可见,该校极为重视学生的情商素质.
很明显,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刘国钧能受到良好的

中学基础教育,其大学学生记录单上显示的中学成

绩 “ClassificationⅠ”(一等)已表明他的智商和情商

应当都很出众.也正因为这样的成绩,刘国钧得以

成功升入金陵大学深造.１９１７年的一张江苏省立

第一中学校毕业学生出校后状况比较图显示[５５],当
年毕业的六十五名学生中,除一人出洋外,在国内的

六十四人中只有三人升入金陵大学,比例相当低(当
然也不排除金陵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学费较高的因

素).

４　结语

列宁曾说过:“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

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

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

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

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

事物现在是怎样的.”[５６]就人物研究而言,要研究人

物的全部思想,窥全貌必先究其初衷,如此才能对人

物研究对象思想体系的脉络演变理解得更清楚,认
识更深刻.图书馆学史中的人物研究也是如此,作
为“北刘南杜”之一的中国图书馆学一代宗师,刘国

钧先生早在大学毕业前夕到留美之前,就在哲学、宗
教、教育、文化、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开展研究,论译著

丰富.研究他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不仅对全面认识刘国钧的学术思想,特别是

探究其前后图书馆学思想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对
丰富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早期思想史研究也是大有裨

益的.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教育经历往往很大程度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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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响其此后的发展,个性、性格等成年后很难改变

的情商方面更塑造形成于这一阶段.刘国钧的早期

思想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所揭示的刘国

钧大学与中学受教内容及优异成绩背后的认真学

习,正是其早期思想产生的重要源泉.

致谢:衷心感谢南京大学图书馆陈远焕先生、荣

方超先生和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李刚教授为本文

提供的档案史料支持! 感谢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郑

锦怀先生和无锡青山高级中学已故英语特级教师丁

克威先生为识别刘国钧先生成绩单所做的贡献! 刘

国钧先生的长子刘家祜先生和长孙刘书田先生已同

意公开披露刘国钧先生的成绩单,并补充提供了部

分刘国钧先生的家庭信息,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１　郑锦怀．杜定友留学菲律宾时期史料考辨[J]．大学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８,３６(３):１１９－１２８．

２　范凡．马宗荣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的时间和专业考[J]．图书馆杂

志,２０１５,３４(５):１０７－１１１．

３　王小会．杨昭悊图书馆法制化管理思想与实践考[J]．图书馆,２０１８
(１２):４２－４５,１０３．

４　顾烨青,吴稌年,刘宇．刘国钧处女作«近代图书馆之性质»首刊版

的阅读[J]．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３,３２(５):２３－２８．

５　RegistrarsOfficeUniversityofNanking．Studentsrecord(Liu

KwohChuin)[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７．０１２４．

６　TheUniversityofNanking．UniversityofNankingbulletincataＧ

logue１９１９－１９２０[M/OL]．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Press,１９２０:２７[２０１９－１１－１５]．http://divinityＧadhoc．liＧ

brary．yale．edu/UnitedBoard/University_ of_ Nanking/Box％

２０１９７/RG０１１－１９７－３３８６．pdf．

７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教授逝世[J]．图书

情报工作,１９８０(５):３８．

８　吴慰慈,肖东发,纪丽斌．刘国钧先生生平简介[G]//北京大学信

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甘肃省图书馆．一代宗师纪念刘

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１５．

９　LiuKwohＧchuin．Applicationforadmissionlibraryschoolofthe

UniversityofWisconsin[A]．Madison:LibrarySchooloftheUniＧ

versityofWisconsin,１９２２．

１０　同９．

１１　LiuKwohＧchuin．TheUniversityofWisconsinGraduateSchool

registered[A]．Madison:TheUniversityofWisconsinGraduate

SchoolRegistarsOffice,１９２３．

１２　LiuKwohＧchuin．TheUniversityofWisconsinGraduateSchool

registered[A]．Madison:TheUniversityofWisconsinGraduate

SchoolRegistarsOffice,１９２４．

１３　徐雁．开卷余怀[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２３．

１４　«南京地名大全»编委会．南京地名大全[M]．南京: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２:３６３．

１５　南京旧影老地图(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１９１０年左右)

[M]．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６　TheUniversityofNanking．TheUniversityofNankingbulletin

１９１５－１９１６cataloguenumber[M/OL]．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MissionPress,１９１６:１[２０１９－１１－１５]．http://diＧ

vinity－adhoc．library．yale．edu/UnitedBoard/University_of_

Nanking/Box％２０１９７/RG０１１－１９７－３３８５．pdf．

１７　同６:１．

１８　同９．

１９　同８．

２０　魏成刚．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D]．北京:北京大学信息管理

系,２００８:９４．

２１　同１６:１８－１９．

２２　TheUniversityofNanking．Suggestionsandregulationsforthe

guidanceofstudents[M/OL]．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an

MissionPress,１９１９:３[２０１９－１１－１５]．http://divinityＧadhoc．

library．yale．edu/UnitedBoard/University_of_ Nanking/Box％

２０１９７/RG０１１－１９７－３３８６．pdf．

２３　同１６:２４－２５．

２４　TheUniversityofNanking．TheUniversityofNankingbulletin

１９１７cataloguenumber[M/OL]．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an

MissionPress,１９１７:２５－２６[２０１９－１１－１５]．http://divinityＧ

adhoc．library．yale．edu/UnitedBoard/University_of_Nanking/Box％

２０１９７/RG０１１－１９７－３３８５．pdf．

２５　同６:３６．

２６　李万健．学习刘国钧先生的治学精神[G]//北京大学信息管理

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甘肃省图书馆．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

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２１．

２７　金陵大学．金陵大学 六 十 周 年 纪 念 册 [M]．南 京:金 陵 大 学,

１９４８:２３．

２８　韩穆敦．哲学与人生[J]．刘衡如,译．金陵光,１９２２,１２(１):３－６．

２９　刘国钧．学风 为纪念刘伯明先生作[J]．国风,１９３２(９):３３－３８．

３０　金陵大学庚申年级毕业名单[N]．申报,１９２０－０６－２５(７)．

３１　历年毕业生数目统计表(光绪２２年至民国２３年)[G]//南京大

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９:２１０．

３２　同９．

３３　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中华民国元年九月初三日部令第七号)

[G]//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６６１－６６２．

３４　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沿革[G]//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３
辑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９８．

３５　江苏省立第一中学[M]//王焕镳．民国丛书第５编 ７６历史地

理类首都志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６:７４３．

３６　照片中的南京八府塘和香林寺遗址现在什么地方? [EB/OL]．
(２０１３－０２－１５)[２０１４－０２－０４]．http://www．xici．net/

d１８３７９７０９６．htm．

５３

刘国钧先生在金陵大学及中学的学习情况———基于学籍档案等材料的解读/顾烨青

LiuKwohＧChuinsStudyinUniversityofNankingandMiddleSchool—BasedontheInterpretationofStudentRecordsandOtherMaterials/GuYeqing　　　　



2
0

1
9

年
第6

期

３７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民国江苏省会镇江研究[M]．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３．

３８　韩煜．南泠书院、文正书院与镇江师范、镇江中学、宁海中学[EB/

OL]．[２０１４－０２－０４]．http://jszjzxxq．zje．net．cn/shownews．

asp?id＝１７８．

３９　同３８．

４０　郭其俊．“文正”精神的追索———南京宁海中学百年文脉述胜[J]．
基础教育参考,２０１０(２):８２－８４．

４１　视察各学区学务总报告(关于中学教育)(１９１３年８月)之视察

第三学区学务总报告(节选)(１９１３年８月):江苏省学校教育状

况[G]//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

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８７２．

４２　陈锡岳,林基鸿．名人与图书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３６８．

４３　何明．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数学物理学化学部技术科学

部[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７５．

４４　萧涤非．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M]．萧光乾,整理．哈尔滨:黑

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１．

４５　宁静致远海纳百川———百年艺术名校宁海中学[J]．画刊(学校

艺术教育),２０１２(１):６０．

４６　刘国钧．生命名誉轻重说[J]．学生杂志(南京),１９１５,１(１):２８

－２９．

４７　刘国钧．武汉论[J]．学生杂志(南京),１９１５,１(１):７１－７２．

４８　刘国钧．东沙岛及西沙群岛之今昔观[J]．学生杂志(南京),１９１５,

１(１):７２－７３．

４９　K．C．Liu．Ournationalflag[J]．学生杂志(南京),１９１５,１(１):１４４

－１４６．

５０　K．C．Liu．AvisittotheMingTomb[J]．学生杂志(南京),１９１５,１
(１):１４６－１４７．

５１　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学则(１９１７年６月改订)[G]//朱有瓛．中

国近代学制史料第３辑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９９－４０１．

５２　王文新．中学课程改造之我见[J]．教育通讯(汉口)．１９４７,复刊３
(４):１－５．

５３　各科教科用书及教师一览表(１９１７年)[G]//朱有瓛．中国近代

学制史料第３辑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４０４－４０７．

５４　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学生操行考查规程(１９１７)[G]//朱有瓛．中

国近代学制史料第３辑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４０１－４０４．

５５　毕业学生出校后状况比较图(１９１７)[G]//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

史料第３辑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４０７．

５６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４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４３．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图书馆,江苏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

(责任编辑:王波)

LiuKwohＧChuinsStudyinUniversityofNankingandMiddleSchool
—BasedontheInterpretationofStudentRecordsandOtherMaterials

GuYeqing

Abstract:BasedontheinterpretationoftherelevantstudentrecordsandothermaterialsofLiuKwohＧ
ChuinduringtheperiodofUniversityofNankingandtheperiodofstudyingabroad,weknowthatLiu
KwohＧChuingraduatedfromFirstProvincialMiddleSchool,Nankingin１９１６withafirstＧclassscoreand
possiblywithexemptionofadmissiontoUniversityofNanking．LiuKwohＧChuindidnotstudyinthepreＧ
paratorycourseofUniversityofNanking．HestudiedinUniversityofNankingfromthespringsemesterof
１９１７tothespringsemesterof１９２０．InJune１９２０,hereceivedaBachelorofArtsdegree．LiuKwohＧChuin
haspublishedhisworksinmiddleschool．Hemajoredandwasexcellentinbothliteratureandscience,esＧ
peciallyinphilosophyandforeignlanguagesduringhisstudyinuniversity．

Keywords:LiuKwohＧChuin;LiuGuojun;UniversityofNanking;FirstProvincialMiddleSchoolof
Nanking;School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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