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的起源 庚子賠款退款興學文件公開 

本校 4月將歡慶創校 112年暨在台建校 67年。追尋清華大學的起源，就在清光

緒 31年（西元 1905年）4月 10日駐美公使梁誠上奏朝廷的一封電文中，提到

「似宜聲告美國政府，請將此項賠款歸回，以為廣設學堂、遣派遊學之用」。清

華企業家協會日前特別購得這批電文的複印件，致送本校留存，不忘來處，方

得始終。 

 

這批珍貴檔案為外交部所有，現寄存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華企業家

協會購得其中 10件與庚子賠款退款興學相關的電文複印件，共有 43張，並選

出其中最重要的 3件放大裱框，陳列於本校校長會客室。 

 

駐美公使梁誠追款興學 

 

1900年義和團發起庚子事變，引發八國聯軍。次年清廷與八國簽訂辛丑條約，

賠償他們的戰事花費，連本帶利達十億兩，即為「庚子賠款」。其中美國向清廷

求償 2千 4百萬美元，但後來駐美公使梁誠耳聞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到「美國

所收庚子賠款原屬過多」，便開始陳請美方歸還溢收的款項。 

 

從這批珍貴文件中可以看到，梁誠自美發回的電文中上奏朝廷，「似宜聲告美國

政府，請將此項賠款歸回，以為廣設學堂、遣派遊學之用。在美廷既喜得歸款

之義聲，又樂觀育才之盛舉。」電文中也分析「退款即使如數歸還民間，未必

獲益」，建議「以已出之資財，造無窮之才俊」。 

 

其中一份文件提到庚子賠款為何溢收，主要是因每年還本後，利息也應逐減，

但當初計算時卻未考慮減息，以致溢收了 1千多萬美元。 

 

另一份文件也可以看到，當時的北洋大臣袁世凱主張這筆退款應「先辦路礦」，

加上海約翰去世，梁誠從中斡旋 2年多，才終於爭取得到美國同意退款。 

 

退還庚款成立清華基金  

 

1907年美國同意退款時，梁誠也發電文回報了當時美國多家報紙的報導，包括

紐約太晤士報、波特麼太陽報、費城烈渣報(當年譯名)等，提到「美國所望

者，應得之益而己，不多取亦不少取」，及此光明正大之舉將「為外交史增一光

明篇頁」、「兩國交誼必益見密」等。 

 

根據外交部的紀錄，1911年清廷運用美國退款成立「遊美學務處」，4月 29日



「清華學堂」正式開學，這天也成為清華的校慶日。民國成立後，學堂改名為

「清華學校」，1928年正式定名為「國立清華大學」，肩負起發展高等教育的使

命。 

 

在清華首任校長羅家倫的努力之下，「清華大學基金」交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

會」代管。兩岸分治後，這筆基金由當時的校長梅貽琦帶到台灣，並在新竹建

校，國立清華大學迄今每年仍獲撥基金孳息，用於校務發展。 

 

不忘所始 方能展望未來  

 

為取得這批珍貴文件奔走的清華企業家協會林彥穎副秘書長是清華原科系及電

機系校友。他希望透過這批珍貴文件，讓學弟妹多了解清華創立於戰亂動盪、

中西交會的歷史，方能傳承正宗。 

 

林彥穎副秘書長說，參觀國外名校如哈佛、牛津、史丹佛、麻省理工學院等，

可以看到他們都很重視自己的歷史與傳承，珍藏並展示百年前的教具及最早的

科學儀器，清華也不能忘其所始。 

 

本校高為元校長表示，從這批珍貴文件也可以更清楚清華的 DNA，比如當時就

鼓勵學生出國留學、開拓視野，好比學校目前全力推動的跨領域多元學習；清

華創立於戰亂動盪之際，透過學術研究及人才培育推動國家社會的進步，也可

映照今日以人為本、自強不息的治校理念。 

 

高為元校長在許多國際交流場合必提到清華以庚款退款建校的歷史，看到這批

珍貴文件公開展示，難掩心中感動，「透過這批文物，我們得以與歷史對話。唯

有理解我們走過的路，方能定錨今時、展望未來。」 

 

 

  
光緒 31年駐美公使梁誠上奏電文中提

到「似宜聲告美國政府，請將此項賠款

歸回，以為廣設學堂、遣派遊學之

本校高為元校長端詳以庚子賠款退

款建校的珍貴歷史文件。  



用」。 

  
光緒 31年駐美公使梁誠上奏電文中提

到「似宜聲告美國政府，請將此項賠款

歸回，以為廣設學堂、遣派遊學之

用」。 

本校高為元校長端詳以庚子賠款退

款建校的珍貴歷史文件。 

  
清華企業家協會購得庚款興學文件的複

印件，放大裱框致贈母校。 

以庚子賠款退款設立清華的珍貴歷

史史件複印件目前陳列於校長會客

室。 

 

 

光緒 32年駐美公使梁誠上奏電文詳細

說明因未考慮每年還本後利息也應逐

減，導致美國溢收庚款。 

光緒 33年駐美公使梁誠上奏電文

中節錄美國各家報紙對退還庚子賠

款的正面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