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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

全权代表奕匡力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在最后协定书上签字

，签下了将中华民族推入苦难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

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

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

损失费等款项本息合计982238150两白银，由1902年起至1940

年止，分39年还清，以海关、常关及盐政各进款作抵押，按

照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是为“庚子赔

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

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

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庚子赔款，超过以前所有

赔款之总和，至此，中国财政、经济全面破产。近代中国向

帝国主义国家总共支付的战争“赔款”为16亿多两白银。在

所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中，日本掠夺中国的财产最

多。 1901年签定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

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

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白

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赔款”在

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

下，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赞助中国教育的谘文，1908年5

月25日由国会通过。 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

”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为了开展派遣留美学生工作，清朝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开

设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 1924

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

“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

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

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

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

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

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

。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

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

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

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⑷这种观点虽

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

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

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

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

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

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

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

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

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

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

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

维持的尴尬局面。 “ 磨洋工”一词，一般指干活磨磨蹭蹭，



或消极怠工。其实，最初人们说“磨洋工”并不包括这种意

思。它本是建筑工程中的一道工序。原来，我国旧式房屋建

筑，其考究者要求“磨砖对缝”。磨工，就是对砖墙的表面

进行打磨，使之平整、光滑、美观。1917年至1921年，美国

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北京建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其建

筑质量要求很高，外观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磨砖对缝”。 

即磨工技术。由于这项工程是由外国人出资、设计、监督建

造，中国人称为“洋工”。协和医院主楼14座，又是高层建

筑，“磨工”工作浩繁而缓慢。当时参加建筑工程的许多工

人就把这一工序改称为“磨洋工”，久之便演变成今天的这

种意思。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

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

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

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

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

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

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

考古行动。 美国用腐朽的清王朝的“庚子赔款”的一小部分

用来建造协和医院，以显示对中国人的“仁慈和恩惠”。协

和医院的原址本是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一个皇亲国戚的宅

邸，后来成为清王朝的一个帅府。 未曾想到，当美国殖民者

用先进的施工设备破土动工时，却意外地从地下几米处发现

了大批的金银财宝。这些金银财宝的价值，足可以盖好几个

“协和”呢。美国人又发了一笔横财！但是，由于房地产权

已划归美国人所有，旧中国的官员只能捶胸顿足，眼看着大

量的黄金白银外流！后来，美国政府由于战争，经济一度拮



据，便把这个医院转手处理给了美国的石油大王罗克菲尔石

油财团。从此，“协和”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外国私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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