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绪 34 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发放的修业文凭”

现身咸阳(图)

大前身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发放的修业文凭正面

一张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的修业文凭，见证了清末学生陈永垣在邮传部上海

高等实业学堂的学习经历。文凭上每一科成绩记录清楚，这位同学竟因旷课被扣去了 9分 5

厘。昨日，咸阳收藏爱好者王先生展示了这个“宝贝”。

成绩：该生旷课被扣 9分 5厘

王先生从事毕业证收藏多年，这张修业文凭是他去年在西安古玩城买的，有趣的是，同

时淘到的还有同一人的另外一张文凭。

修业文凭的主人叫陈永垣，他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取得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

学堂五年级第九学期的修业文凭，距今已过去 100 多年，而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就是上

海交大及西安交大的前身。这要追溯到 1896 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1905 年其划归商部，

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 年改隶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这张证书保存完好，长、宽约为 37 厘米。泛黄的纸面上，深绿色图案装饰四周，网状

浅红色的底面套印白色隶书“修业文凭”四字，套色精美，具 有一定的防伪性。正面印有

学堂名称、所修课程分数等；背面印有《学部通咨学生转学章程》。证书上写道：“陈永垣

本学期总平均分数 51 分 2 毫，列为下等，相 应给发修业文凭。”

看起来，陈永垣不是个“好学生”，12 门课程近一半不及格，物理 20 分、地理 31 分；

相较之下，国文、法文成绩较好，都在 85 分以上。因为该生旷课，扣除 9分 5 厘，足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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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治学之严谨。

特点：祖孙四代姓名上证

收藏者王先生说，陈永垣上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是高等学堂，但因为当时“废科

举，兴学堂”只是摸索阶段，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小学、中学、大学的概念。

记者昨日在西安交大档案室查阅发现，在《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的记载中，

确有“陈永垣”这个名字。据该年谱记载，那届学生共毕业 51 人，发给毕业文凭，并经江

苏提学使复试后，分别授予拔贡、优贡等功名。

有趣的是，文凭上还写有学生家族三代长辈的姓名。时年 25 岁的陈永垣，浙江余姚县

人，曾祖荣清、祖父志衡、父亲余绮，一一填写清楚，体现了封建时代重视家族荣誉和“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社会观念。

作用：修业文凭是转学必需手续

该修业文凭背面印的《学部通咨学生转学章程》显示，修业文凭是转学必需的手续。章

程第四款规定转学者“应将原先肄业之学堂所给修业文凭呈请所转入学堂查验”。

据陕西省收藏家协会有关专家称，为避免学生随意转学、插班，修业文凭举足轻重，

说明主管部门考核和验证权威的严肃性。

陈永垣同学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离开后去了哪里呢？

从王先生收藏的陈永垣同学另一张文凭中可见一斑：黄帝纪元 4609 年（公元 1912 年），

陈永垣又从南洋法政学堂修业。

虽然南洋法政学堂已无从考证，但此文凭上监督“钱恂”的名字引人注目。钱恂是清末

著名外交官，担任过驻荷兰、意大利大使，后致力于创办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