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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馆藏晚清历史档案的整理与著录研究 

霍有光 

（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是我国近代举办最早

的高等教育学府之一，留下了大批与这一办学历程相辉映的历史文献。通过对这批晚清档案

——83 个卷宗、1800 多个文件进行系统地识别、判读和详细著录，梳理出各种文本的基本

类型与相关术语，希望对后人整理、阅读、编研和开发利用这批档案，有所裨益。 

[关键词]  西安交通大学；晚清；历史档案 

 

    众所周知，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是我国近代举办最早

的、向西方学习的新式高等教育学府之一，尤其是留下了大批与这一办学历程相辉映的历史

文献，在国内可谓凤毛麟角。然而，由于整理这批晚清档案，需要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与顽

强的毅力，加之它们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手写文本，辨认释读颇难，所以长期以来，藏于石

室，秘而不宣，也就影响了开发与利用。 

    近来，在建立数字化、信息化档案馆的历史责任鞭策下，笔者在前人初步著录工作的基

础上，对这批晚清档案——82个卷宗、1700 多个文件（文件的附件未计入），诸如折、呈、

咨、移、申、照会、札、禀、信函、清册、合同、电报以及各类公文稿本等文本形式，进行

了系统的识别判读和详细著录，并全部输入“南大之星”数据库，为下一步建立全文图片（JPEG

格式）数据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兹将初步心得，加以总结疏理，希望对后人整理、阅读、

编研和开发利用这批晚清档案，有所裨益。 

    一、奏折或折片 

    奏折，是明清两代官吏向皇帝奏事的一种文书，因用折本缮写，故名“奏折”，也称“折

子”，载体为折叠而成的纸册。 

    奏折的文字为竖写，多为手写体，页数﹑行数﹑每行字数，皆有固定格式。兹以光绪三

十一年二月，商部给清廷的奏折为例。该折是商部照会本校监督杨士琦，“抄录原奏，照会

贵监督钦遵办理可也”的“粘抄件”。该折的具体内容是：商部于本年二月十一日“具奏南

洋商务学堂改为高等实业学堂”，并请派充商部右参议杨士琦为该学堂监督，“奉旨依议”，

现“拟请刊刻木质关防一颗，文曰‘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关防’，发给该监督，以资应用。”

（注：晚清文献均无标点符号，下同） 

    （1）首页，即封面。 

    （2）正文，共有 3页，每页有 6行。其格式是： 

    正文第一行：谨 

    正文第二行：奏（注：抬头、出格）为设立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请发给监督关防，以昭

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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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第三行：恭折仰祈 

    正文第四行：圣鉴（注：抬头、出格）事。窃臣部本年二月十一日，具奏筹办上海高等

实业学堂 

    正文倒数第四行：请发给监督关防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 

    正文倒数第三行：皇太后（注：抬头、出格） 

    正文倒数第二行：皇上（注：抬头、出格）圣鉴训示，谨 

    正文倒数第一行：奏（注：抬头、出格） 

    （3）空页（若干）与封底。空页上加盖有商部的关防。 

    南洋公学创立时著名的奏折有：1896年 9月，盛宣怀奏呈《条陈自强大计折》，内附《请

设学堂片》。《请设学堂片》奏明：“臣上年在津海关任内，筹款设立学堂，招选生徒，延订

华洋教习，分教天算、舆地、格致、制造、化矿诸学，禀经直隶督臣王文绍奏明开办。本年

春间，又在上海捐购基地，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

俟筹办就绪，再当陈奏。”同年 12 月，盛宣怀谨奏《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片》，对筹办南

洋公学进展情况，专门加以禀明。 

    奏折常见的术语有：（1）具折：备拟奏折。（2）进折：进呈奏折。（3）清折：指奏折。

（4）专折：专就某事所上之奏折。（5）会折：会衔写奏章。例如：1901 年 10 月，盛宣怀

与南洋大臣刘坤一会奏《请将何嗣焜学行宣付史馆立传折》，就是一例会折。 

    奏折里常用的术语有：（1）条陈：①分条逐一陈述：臣谨条陈所闻。②下级向上级分条

陈述的文件：上呈了一道条陈。（2）敷陈：详细叙述。（3）附陈：附带告知。（4）具陈：备

陈；详述。（5）历陈：一条一条地陈述。（6）奏陈（陈奏）：向帝王陈述意见﹑事宜。（7）

陈请：陈述理由以请求。（8）陈报：陈述报告。 

    奏折也称为“折片”，一般清代称奏文为折片。“折片”可以有“附片”。所谓“附片”：

即附在奏折中兼奏其他简单事项的单片。附片不再具官衔，开头用一“再”字标识。一个奏

折，最多只能夹三个附片。例如：1902年 9月，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

有两个附片，即：《资送学生出洋游学片》与《奏留奏派南洋公学总办提调片》。又如：1903

年 8月，盛宣怀谨奏《开办高等商务学堂折》，亦有两个附片，即：《陈明南洋公学士习端正

片》与《请给洋员福开森宝星片》。 

    奏折或折片往往有皇帝的批复，因此一件完整的奏折，署有上奏的日期和批复的日期。

常见的皇帝批复有：“本月××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本月××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本月××日奉朱批：著照所请，外务部知道。钦此。”“本月××日

奉朱批：管学大臣议奏。钦此。”等等。 

    二、呈文以及相关的文献术语 

    呈文，是南洋公学晚清档案最常见的一种公文形式。所谓“呈文”，是旧时公文的一种，

用于下级对上级，或同级官署（同级官阶）之间。文本类似折子，为折叠而成的纸册。 

    南洋公学文献中常见的呈文有两类：一类是南洋公学总理致盛宣怀、招商总局、电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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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或电报局）等的呈文；一类是江苏提学使司、招商总局、电报总局（或电报局）等致南

洋公学的呈文。 

    呈文有固定的格式，文字为竖写，多为手写体，也有印刷体。兹以宣统三年九月电政局

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呈文为例。 

    （1）首页，标明“呈（文）”字样（居中，偏上），加盖“邮传部电政总局之关防（右

半部分为满文）”大印（公章，红色）。 

    （2）正文，有 5页。末尾倒数第二行文字是：“附上海交通银行支票二纸，计规银一万

二千二百十二两”，倒数第一行文字是：“右呈”。 

    （3）倒数第二页，说明“须至呈者”，即：“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唐”（居中竖写），独占

一行。 

    （4）末页，落款为“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  二品顶戴四品卿衔电政总局局长周万鹏”

（居中竖写），独占一行，其上加盖行文者的官印：“邮传部电政总局之关防（右半部分为满

文）”。 

    呈文中常见所谓“副呈”，它与“呈（文）”相对应，类似于现今的“转发”，即同样内

容的呈文，需要送达几个单位（或个人）时，相对次要的称之“副呈”。有的呈文内容结束

后，往往预留若干空白页（或钤有“遵用空白”字样），是供收文者批复（答复）用的。例

如：1898年 3月 10日，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为“师范学堂学长张在新，拟请咨明江苏学院

准缓岁试”一事，致盛宣怀“副呈”；3月 13日，盛宣怀对“副呈”便作了批复。有的官员，

还常在批文前加盖专用的条形章（私章，黑色），如：盛宣怀在批文前、所盖黑色条形章常

有：“钦差大臣会办商务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工部左堂盛”、“钦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

品顶戴大理寺少堂盛”、“钦差会办商务大臣头品顶戴宗人府丞堂盛”等。两江总督的批文前，

则盖有“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务头品顶戴兵部尚书两江总督部堂硕勇巴圆鲁刘”条形章。唐

文治的条形私章是：“学堂监督前农工商部左堂唐”。 

    与呈文相关的常用术语有：（1）呈案：谓呈送归案。（2）呈报：呈文上报。（3）呈请：

犹申请。（4）报呈：用公文向上级报告，报送上级备案。（5）附呈：附带恭敬地送上。（6）

咨呈：具文呈报。用于下级对上级或平行机关之间。（7）奏呈：向皇帝报告情况。（8）呈送：

报送有关公文。如 1910 年 6月，江苏提学使司向南洋公学“呈送”学部奏定章程，包括《州

县停选请奖高等实业学堂奖励章程变通改定折》、《增订实业学堂实习算法折》、《实业教育宜

择定外国语文并拟修改课程折》、《厘定实业学堂毕业年限分别办理折》、《拟裁高等农业商业

学堂预科片》等 5个折片。 

    三、咨文以及相关的文献术语 

    咨文，旧时公文的一种，多用于同级官署或同级官阶之间。文本类似折子，为折叠而成

的纸册。交大馆藏南洋公学文献中，常见的咨文多是南洋公学、招商总局、电报总局（或电

报局）、江苏提学使司相互之间的来往公文。 

    咨文的格式，与呈文的格式基本相同。具体形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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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首页，标明行文的种类：“咨”（居中，偏上），并钤盖行文者的官印（公章），如：

“邮传部章（右半部分为满文）”，印文颜色为紫色或红色。 

    （2）正文，可以有若干页。有的官员在行文前，常加盖自己专用的条形章（私章），然

后接着说明所咨之事。如：1908 年 7月 21 日，直隶总督部堂致南洋公学咨，加盖的条形章

是“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宜头品顶戴陆军部尚书都察院御使直隶总督部堂杨”，印文颜

色为黑色。正文倒数第一行的文字是：“右咨”。 

    （3）倒数第二页，说明“须至咨者”，即：“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唐侍郎”（居中竖写），

独占一行。 

    （4）末页，标明行文的年、月、日（或署行文者的具体官职与名字），加盖行文者的官

印，如：“邮传部章（右半部分为满文）”，印文颜色为紫色或红色。有的文本末尾，还钤有

监印官专用的条形章，如“监印官候补知县明恩”等，但字体比正文要小许多。 

    对上级主管单位，也可以行咨文。如 1907 年 9月，唐文治致邮传部咨文，请求将铁道

班改为铁路专科。咨文说：“路政利商利民，尤为实业之基础。”“本监督接收实业学堂以后，

详考该堂上院专门设有铁道一班„„惟其规制简略，必须大加扩充。”并拟将“工程班学生

孙同祺等十九名”全部改习铁路科。“兹查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道天佑，精通轨政，现已函

商该道，嘱其详加考核，选举铁道专门教员一名，来堂主讲。” 

    与咨文相关的常见术语有：（1）咨呈：具文呈报。用于下级对上级或平行机关之间。（2）

咨复：对咨文的回复。（3）咨禀：请教；禀告。（4）咨请：具文呈请。（5）咨送：谓移文保

送。（6）部咨：部颁的公文。（3）移咨：移送咨文。 

    四、移文以及相关的文献术语 

    移文，旧时文体之一，指行于不相统属的官署间的公文，亦泛指平行文书。文本类似折

子，为折叠而成的纸册。移文的格式，与呈文的格式基本相同。 

    交大馆藏晚清历史文献中，移文的类型为：一是南洋公学发出的移文，二是南洋公学收

到的来自电报总局、招商总局、邮传部的移文。这些移文的内容，前者主要反映的是催拨、

收到办学经费，后者主要反映的是拨解、移解办学经费。 

    与移文相关的常见术语有：（1）公移：旧时行用于不相统属的官署间的公文的总称。（2）

移牒：以正式公文通知平行机关或人。（3）移覆：移文回复。（4）移书：发送公文；布告。

（5）移咨：移送咨文。（6）关移：平行官府之间用文书互相质询。（7）文移：文书，公文。

（8）武移：一种用于军事的公文，与“文移”相对应。（9）行移：旧时官署签发的通知事

项的文件；签发公文。 

    五、申文以及相关的文献术语 

    申文，旧时公文的一种，行文呈报，呈文。多用于同级官署或同级官阶之间。文本类似

折子，为折叠而成的纸册。 

    申文的行文格式，与呈文的格式基本相同。兹以宣统二年二月轮船招商总局致上海高等

实业学堂的“申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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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首页，标明行文的种类与事由：“一件申解宣统元年份存款息银肆千两兑收制照给

回由”（居中竖写），独占一行，其上加盖行文者的官印：“总办轮船招商公局关防”，印文颜

色为红色。 

    （2）正文，有两页。所谈的内容是“关于轮船招商局申解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办学经费”

之事，“合将宣统元年份全年息银四千两如数筹足备批申解，应请贵监督查照兑收，印制迴

照备案”，“须至申者，计解规平银肆千两、批一张”。正文倒数第一行的文字是：“右申”。 

    （3）倒数第二页，说明“须至申者”，即：“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居中竖写）。 

    （4）末页，落款为“宣统二年二月初一日候选道唐德熙等”（居中竖写），独占一行，

其上加盖行文者的官印：“总办轮船招商公局关防”。 

    招商局的创始人是李鸿章，在筹划阶段曾设想将经营体制定为官商合办，此举遭遇了顽

固派官员的阻挠。为了尽早开局，改为实行官督商办，1872 年 l0月刊刻关防，定名“总办

轮船招商公局”。由交大馆藏晚清申文、咨文、呈文、移文等来往公文可以看出，从南洋公

学到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本校的办学经费，基本来自商捐（轮船招商总局、电报总局、电政

局），属民办（商办而非官办）学堂。 

    与申文相关的常见术语有：（1）申报：书面向上级申请呈报。（2）申禀：禀告，向上级

官府报告。（3）申陈：申报陈述。（4）申呈：呈报。（5）申牒：用公文向上呈报。（6）申覆：

申请审核。（7）申解：指上报的文书。（8）申送：上报。（9）申状：旧时公文体式之一，向

上级陈述事实的文书。（10）申奏：向皇帝陈述或申请。 

    六、照会以及相关的文献术语 

    照会，属公务往来的一种文书，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或通知对方某些事项。文本

类似折子，为折叠而成的纸册。 

    照会的行文格式，与呈文的格式基本相同。兹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盛宣怀致南洋公学总

理何嗣焜的“照会”为例。 

    （1）首页，标明“照会”字样（居中，偏上），其上加盖行文者的官印“督办铁路总公

司事务大臣之关防（右半部分为满文）”，印文颜色为紫红色。 

    （2）正文，有 3 页。在行文前，加盖专用的条形私章“钦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

头品顶戴大理寺少堂盛”（黑色），文末倒数第一行文字是：“右照会”。照会所谈的内容是：

“为照会事。据南洋公学监院洋员福开森禀称：‘窃自直省肇衅，北洋学堂因津乱散学，刻

下大局未定。该学堂一时未能开学，良用慨然。所有洋教习等皆系订有合同，月薪照给，然

虚糜月饩，在公款既不获实济，在该教习等亦未免虚悬。查本公学洋教习原在缺额，而肄业

生等若多得诸师教授观摩，当更有成。开森愚见，倘移置该教习等，由北而南，实为一举两

得。据该学堂总教习丁家立前来函，亦以此意为善。大人督办两学堂，教泽旁敷，南北不分

畛域。开森为学堂两益起见，所有拟请，饬移北洋学堂洋教习暂充本公学教习处，是否有当，

伏候均裁。如蒙采择施行，即祈函嘱该教习传知该洋教习等，遵示办理等情。’据此，除批

准照办并分行外，合行照会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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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倒数第二页，说明“须至照会者”，即：“总理南洋公学分省补用府何”（居中竖写），

独占一行。 

    （4）末页，落款为“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居中竖写），独占一行，其上加盖

行文者的官印：“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之关防（右半部分为满文）”。 

    南洋公学也经常发出照会，在落款日期处，通常钤有“总理南洋公学关防”、“上海高等

实业学堂监督关防”、“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之关防”等大印（红色），其后盖有“奏派

学堂监督杨”、“奏派督办电政兼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杨”、“学堂监督前农工商部左堂唐”

等条形私章（黑色）。 

    1902 年 10 月，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著名经济学著作《原富》，由南洋公学译书院

成套出版发行。全书一函八册，校印精美，最后一册末页还专门印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

十月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一次全书出版，书经存案，翻刻必究”之声明，证明对出版此书尤为

重视。可以，在 1903～1904年期间，社会上出现大量盗印的《原富》，损害了南洋公学的利

益。针对盗版问题，南洋公学张美翊、译书院张元济、盛宣怀、严复、江绍墀、姚伯卿、邹

炽等之间，形成一系列关于查禁盗版《原富》的公文，如 1904年 1月 24 日，盛宣怀照会总

理南洋公学张美翊指出：“湖南长沙府益元书馆方年丰、知新书局谭晓岚、谭润生及广东书

贾翻印公学编译斯密亚丹《原富》一书，运沪销售，有碍版权，既已查明，应照章传案禁销，

候据情分咨湖南、广东抚部院，转饬各该地方官，将方年丰等，查传到案，吊销翻板并取具，

不再戤售渔利甘结；一面仍随时严行查办，出示禁止，以重版权。” 

    与照会相关的常见术语有：（1）照得：查察而得，旧时下行公文和布告中常用。（2）照

凭：凭据。（3）照验：查验；勘合。（4）照知：明察。（5）照准：旧时公文用语，谓同意下

级的请求。（6）部照：旧时中央各部发给的凭证。（7）查照：旧时公文用语，要对方注意文

件内容，或按照文件内容办事。（8）察照：多作公文用语，犹查照，请对方注意文件内容，

或按照文件内容办理。（9）存照：把契约等文书保存着以备查核，立此存照。（10）复照：

将自己对于彼此有关的某一事件的意见，向对方进行答复。（11）覆照：答复对方的照会。

（12）凭照：由官方发给的证件﹑执照。（13）台照：对方鉴察的敬语，多用于书信。（14）

知照：知晓，旧时下达公文用语。（15）质照：凭证，明证。 

    七、札文以及相关的文献术语 

    札文，旧时官府上级对下级发文训示。文本类似折子，为折叠而成的纸册。 

    札文的行文格式，与呈文的格式基本相同。兹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盛宣怀致代理南洋公

学总理张元济的“札”为例。 

    （1）首页，标明“札”字样（居中，偏上）。右下方标有收文日期，即：“三月十八日

到”字样。 

    （2）正文，有 8 页。在行文之前，加盖专用条形私章“钦差会办商务大臣头品顶戴宗

人府丞堂盛”（黑色），文后有“札到该主事即便查照，此札”等语。札文所讲的内容是：准

暂行调派北洋学堂洋教习克立佛充当南洋公学化学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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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末页，落款为“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居中竖写），独占一行，其上加盖行

文者的官印：“钦差会办商务大臣关防（右半部分为满文）”。 

    与札文相关的常见术语有：（1）札付：官府中，上级给下级的公文。（2）札书：牒，公

文。（3）札委：旧时官府委派差使的公文。（4）札子：官府中用来上奏或启事的一种文书。

（5）密札：秘密下达公文。（6）手札：指亲手书写的书信。（7）委札：旧时委任职务的公

文。 

    八、禀文以及相关的文献术语 

    禀文，旧时向衙门陈述事情的文件，或曰呈给上级的文书。文本类似折子，为折叠而成

的纸册。 

    禀文的行文格式，与呈文的格式基本相同。兹以光绪三十年十月八日，商部章京王清穆、

杨士琦就南洋公学改为“高等实业学堂”，移交商部接管后如何筹集办学经费一事，致商部

尚书载振贝子爷的“禀”为例。该“禀”共有 10页。 

    （1）首页（封面），标明“上爵堂（载振）禀，拟定公学筹款五则（竖写）”字样。 

    （2）正文，有 7页，每页 6行，竖写。正文第一行为：“甲辰十月初八日，上爵堂禀函”。

正文最后一行为：“章京王清穆、杨士琦谨禀”。 

    （3）空页与封底。 

    与札文相关的常见术语有：（1）禀白：向上官或尊长报告事情。（2）禀报：指向上级报

告。（3）禀达：向上级报告。（4）禀复：向尊长回报。（5）禀告：向上级或尊长报告事情。

（6）禀见：谓晋谒在上者。（7）禀令：犹受命。（8）禀明：向尊上说明情况。（9）禀请：

向上请求。（10）禀诉：旧时指向衙门控告。（11）禀帖：旧时民众或下级呈官府的文书。（12）

禀闻：谓得知下级报告。（13）禀问：向尊长询问事情。（14）禀谢：向尊长道谢。（15）禀

议：下属就上官提出的议案发表意见或建议。（16）禀知：谓将事情或情况告知尊长。（17）

禀奏：向帝王陈述、说明。 

    九、其他形式的历史文献 

    1.信函（包括信封）：一般是本人亲笔撰写的文书，载体多为特制的信纸，它不仅反映

或记载了一定的历史事件，而且留下了难得一见的当事人的手迹，而这些精美的手迹，往往

堪称书法佳品。交大馆藏晚清档案中，常见的重要信函的作者有：盛宣怀、张元济、严复、

詹天佑、何嗣焜、沈曾植、杨文骏、唐文治等人，也有出洋留学生给母校写的汇报信（包括

信封）。需要一提的是，某些上下级之间、平级之间来往的公文，其后虽署有当事人的名字，

文字十分俊秀，但这种公文一般出于文案的手笔，并非当事人的手迹。 

    交大馆藏历史文献中所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活动，往往由若干来往信函组成。例如 1909

年 4月下旬，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要举行首届铁路专科（大学）毕业考试，为了监督和评估首

届大学生的培养质量，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江苏提学使司与詹天佑之间，有若干来

往信函，协商派詹天佑为监考官以及落实具体监考时间等问题。监考过后，詹天佑在《禀复

邮部为遵电监考上海实业学堂毕业事竣稿》中说：“唐侍郎商酌提前考期，蒙允定于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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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及三十等日，先考铁路专科头等班及五年级各生，职道依期连往监考三日，均由该堂命试

各题，计取专班应派出洋毕业生五名，曾阅各卷，详明通达，程度颇高，其征该堂平日教育

有方，后必堪资实用。”而唐文治在信函的末尾，常用的谦辞有：“文治歌”、“文治沁”、“文

治东”等。 

    与信函相关的常见术语有：（1）函催：去信催促。（2）函达：犹函告。（3）函电：信和

电报的总称。（3）函牍：书信，函牍往来。（4）函复：用书信答复。（5）函稿（函藳）：书

信等的草稿或底稿。（6）函告：用书信告诉。（7）函购：用通信方式向生产或经营的单位购

买。（8）函片：信件。（9）函询：以书信方式查询﹑询问。（10）函札：书信。 

    2.清册：将财﹑物或有关项目清理后详细登记的册子。例如南洋公学历史文献有：1902

年《领经费册底》、《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本年三月至九月二十一日交卸前一日止收支款项清

册》、《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起九月底止收支各款四柱清册》、《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学

生清册》等。从清册的经费支出中，可以窥测某些重要办学活动，如留学生经费支出，可以

考察留学生培养情况；机械设备支出可以分析教学与实验的密切程度，以及设备与教学、科

学实验的先进性等。从《学生清册》中可以了解上院、中院、外院、师范院各年级名单、学

校办学规模与学生籍贯、成绩等信息。 

    3．合同：两方面或几方面在办理某事时，为了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而订立的共同遵

守的条文。晚清合同文本类似折子，为折叠而成的纸册。兹以宣统元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与洋教员渣路士波打续订的合同为例。（1）首页，居中书写合同的题名。（2）正文共 8页，

共订条约 18 条。正文第一行为：“大清国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唐续订”；正文第二

行为：“大美国铁路工程科毕业生渣路士波打为”；正文第三行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

堂教员所有合同开列于左”；正文最后一行为：“本学堂交该教员收执如有疑义，应以汉文为

准”。（3）落款日期单独占一页：“宣统元年  月  日”（居中）。（4）空页及底页。文中各页

加盖“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之关防”大印。 

    4.电报：通常为个人与单位之间、平级单位之间、上下级单位之间陈述的某一要事，特

点是快捷而言简意赅。交大馆藏晚清档案中有一定数量的电报，电报的文头上印有“The 

Chinese Telegraph Company”、“Telegraph accepted for all Telegraph Stations in the 

World”字样。如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本校收商部治（绍？）英电，大意是：具奏南

洋公学归并本部改为高等实业学堂折，奉旨依议，钦此。希知照盛大臣。一切学章尚待详细

斟酌，至移交经费应暂存妥处，统俟杨参议回沪妥商再定，希查照。 

    5.各类公文稿本：交大馆藏的各类公文稿本，包括本文讨论的所有形式，是学校为正式

行文而草拟的公文底稿，由文案拟写，多见删改、增补、涂改、批改等痕迹，字迹较潦草，

末尾通常批有“照缮”或“行”字样，往往缺少拟文的具体日期，需要与来文所论及的相关

事情联系起来（如回复、批复、询问、答复等注明有时间），来判读大致的拟文时间。 

    “文案”亦作“文按”，是旧时衙门里草拟文牍﹑掌管档案的幕僚，其地位比一般属吏

高。在交大馆藏晚清公文中，有的公文末尾还署有文案之名，如：来文中有“文案兼缮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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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候补道县丞伯森缮”等，而“候补道县丞”意味“伯森”有较高的职位。从当时本校教职

员名册中可以看到，“缮校”一职，由秦钟秀、庄礼乾等人担任；“中书楼掌书”一职，由周

煌担任。“中书楼”又称“中书房”，属旧时衙门里的缮写收发机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创立到

宣统三年（1911），成为已毕业三届新式大学生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在长期办学的过程，

锲而不舍的档案意识，将丰富多彩的晚清文献或多种多样的公文文本珍藏于石室，不仅国内

高校独一无二，成为当代窥探晚清档案文化发展的窗口，而且为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

史，留下了一座非常独特的大型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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