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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邹鲁作为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并两次执掌中大9年之久，为中大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已经是中
大人的共识。
回顾中大历史，从建校初期的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到石牌校园建成，大学之大，可谓雄伟瑰丽、蓬
勃气象、蔚为大观；从周游世界，考察各国教育，到将中大建成拥有研究院的三所全国著名大学之一
，邹鲁为中大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终于玉汝于成，实为居功至伟。
在建校八十周年时，中大在图书馆建成了邹鲁校长纪念室，雕塑了邹鲁铜像，以纪念邹鲁为创办及建
设中大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这是中大领导尊重历史和珍视中大优良传统的科学精神和远见卓识。
初始邹鲁是我在读大一时，当时讲解中国革命史的老师在课堂上说，邹鲁是“西山会议派”的代表，
是中山大学首任校长。
仅此而已。
1991年7月。
得知自己将提前一年留校工作后，我开始特别关注中山大学校史，因为这毕竟可能是我未来一辈子工
作的地方，不能不了解她。
于是，一边忙着工作学习，一边开始收集一切与中山大学有关的文献，这样，我逐渐知道了邹鲁，而
这时的邹鲁在我心中的印象依然是模糊的，甚至是反面的。
2007年，我开始将十几年来搜集的中山大学史料整理成书，出版了《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
系）编年史1924-2007》一书。
这本书的出版历程极为艰辛，我对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山大学历史进行系统挖掘，爬梳整理，钩稽考订
，查看了摞起来足有3米多高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国立中山大学校刊》及其他任何能找到的
记载中山大学历史的书刊，还到广东省档案馆查阅国立广东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的2000余卷档案资料
，整个经历概括起来可谓：认识中山大学——热爱中山大学——研究中山大学。
期间，邹鲁的形象逐渐变得立体、鲜活、饱满，爱国、反蒋、反共的传统标签已经无法解释邹鲁的全
部。
我认识到，人们对邹鲁的认识还是片面的、有缺陷的，我可以在系统、全面、客观地研究邹鲁方面做
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而撰写编年史使我自然地喜欢上年谱这种记述方式，撰写《邹鲁年谱》的想法由
此而生，直至执笔写就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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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顾中大历史，从建校初期的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到石牌校园建成，大学之大，可谓雄伟瑰丽、蓬
勃气象、蔚为大观；从周游世界，考察各国教育，到将中大建成拥有研究院的三所全国著名大学之一
，邹鲁为中大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终于玉汝于成，实为居功至伟。
在建校八十周年时，中大在图书馆建成了邹鲁校长纪念室，雕塑了邹鲁铜像，以纪念邹鲁为创办及建
设中大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这是中大领导尊重历史和珍视中大优良传统的科学精神和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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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双，1969年11月出生于吉林四平。
1988年到中山大学学习、工作至今，理学学士、法学硕士、副研究员。
现任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工会主席。
出版有《辩论学》、《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等专著4部、合著1部、
参编2部；在《高教探索》、《青年探索》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9篇；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
《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报纸上发表各类文章近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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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885年 （清光绪十一年 乙酉） 一岁1886年 （清光绪十二年 丙戌） 二岁1887年 （清光绪十三年 丁亥） 
三岁1888年 （清光绪十四年 戊子） 四岁1889年 （清光绪十五年 己丑） 五岁1890年 （清光绪十六年 庚
寅） 六岁1891年 （清光绪十七年 辛卯） 七岁1892年 （清光绪十八年 壬辰） 八岁1893年 （清光绪十九
年 癸巳） 九岁1894年 （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 十岁1895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十一岁1896年 （清
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十二岁1897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十三岁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十四岁1899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十五岁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十六岁 1901年 （清光
绪二十七年 辛丑） 十七岁 1902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十八岁 1903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十九岁 1904年 （清光绪三十年 甲辰） 二十岁 1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二十一岁 1906年 （清
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二十二岁 1907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二十三岁 1908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二十四岁 1909年 （清宣统元年 己酉） 二十五岁 1910年 （清宣统二年 庚戌） 二十六岁 1911年 
（清宣统三年 辛亥） 二十七岁 1912年 （民国元年 壬子） 二十八岁 1913年 （民国二年 癸丑） 二十九
岁 1914年 （民国三年 甲寅） 三十岁 1915年 （民国四年 乙卯） 三十一岁 1916年 （民国五年 丙辰） 三
十二岁 1917年 （民国六年 丁巳） 三十三岁 1918年 （民国七年 戊午） 三十四岁 1919年 （民国八年 己
未） 三十五岁1920年 （民国九年 庚申） 三十六岁1921年 （民国十年 辛酉） 三十七岁1922年 （民国十
一年 壬戌） 三十八岁1923年 （民国十二年 癸亥） 三十九岁1924年 （民国十三年 甲子） 四十岁1925年 
（民国十四年 乙丑） 四十一岁1926年 （民国十五年 丙寅） 四十二岁1927年 （民国十六年 丁卯） 四十
三岁1928年 （民国十七年 戊辰） 四十四岁1929年 （民国十八年 己巳） 四十五岁1930年 （民国十九年 
庚午） 四十六岁1931年 （民国二十年 辛未） 四十七岁1932年 （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四十八岁1933年 
（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四十九岁1934年 （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五十岁1935年 （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五十一岁1936年 （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五十二岁1937年 （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五十三岁1938年 （民
国二十七年 戊寅） 五十四岁1939年 （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五十五岁1940年 （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五
十六岁1941年 （民国三十年 辛巳） 五十七岁1942年 （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五十八岁1943年 （民国三
十二年 癸未） 五十九岁1944年 （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六十岁1945年 （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六十一
岁1946年 （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六十二岁1947年 （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六十三岁1948年 （民国三十
七年 戊子） 六十四岁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己丑） 六十五岁1950年 （庚寅） 六十六岁1951年 
（辛卯） 六十七岁1952年 （壬辰） 六十八岁1953年 （癸巳） 六十九岁1954年 （甲午） 七十岁人名索
引机构团体索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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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时，人泽与中村进午博士来华调查教育，并与中国政府协商退回庚子赔款，帮助中国教育发展。
人泽与中村进午抵达广州后，日本领事馆设宴招待，邀请先生及广东教育厅长许崇清、岭南大学校长
钟荣光等人作陪。
席间，人泽说明其来意：“余奉政府令，来华商讨退回庚子赔款协助中国教育事宜，经过台湾与台湾
总督详细商量以后，即由台湾到中国，由北而南，希望大家协助，俾余完成使命，达到退回庚款补助
中国教育事宜。
”话毕，先生突然发问：“君等此来，为谋中日亲善歟？
抑为谋侵华歟？
”人泽颇感惊异，问先生何出此言。
先生进一步解释说：“你一再声称到台湾与台湾总督商量，台湾为我领土，系被日本占据，君等令来
中国调查教育，而乃曰与台湾总督商量，非具侵略之心而何了”人泽再三予以解释。
之后，先生在本校设宴招待人泽、中村进午一行，胡汉民作陪，适逢日本教员学生寒假旅行团有二十
余人抵粤，一并邀请。
席间先生说明国民党的主义及革命的意义，并说明本校的教育即本此主义与意义而进行，此主义不仅
可以救中国，救东亚，而且可以救世界，话语中多煽动日本革命的说法。
席后，中村进午说道：“余听此言，颇感兴趣。
余此次来华，由北而南，在北方觉得死气沉沉，渐南而渐有生气。
一到广州，即觉生气勃勃。
将来北方政权，必为南方克服无疑。
余生长为某地，日本维新革命，实以此地人为中心，今至革命策源地之广东，又听诸君各种革命高论
，恍如余在故乡，心至愉快。
”旅行团的学生也发言说：“倾听诸先生教言，殊为兴奋。
余等决诚心接受此思潮，回国后当努力赴之。
”先生与胡汉民私下说：“可见公理自在人心，毫无界限。
”之后，先生引导客人参观本校校园。
参观中，先生说：“中日为同文同种兄弟之邦，须两国和好，始是东亚幸。
如日本欲实施其吞并中国之野心，余敢断言纯是痴人说梦。
纵令日本能侥幸得志于一时，结果必然不利。
因为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物产之多，无日本仍能独立；若日本无中国，日本本身已无中国所具
之独立条件，则难以立国。
希望日人能放大眼光为是。
”②人泽、中村进午均对先生观点表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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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暑假，当我拿到刚出版的《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时，开始酝
酿写作新的著作，因为自己实在不想虚度有限的业余光阴。
当时确定的写作主题是仍然围绕中山大学历史进行，因为这是我学术兴趣点所在。
对编年史体例的逐渐谙熟加之想研究年谱学的念头一直驱使我想写一部年谱专著，这本专著怎么和中
山大学的历史结合，我思考了近一个月，期间邹鲁的名字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说来话长。
毕业留校后，我对中山大学历史的兴趣像品茶一样，逐渐由淡苦到清香再到浓香，最后爱不释手了。
我通过各种渠道收藏了近千件中山大学历史纪念品，这些纪念品最多的是书籍文献，特别是关于国立
广东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的近500件文献、明信片、徽章等纪念品，弥足珍贵。
审视这些纪念品。
谈论最多的是关于邹鲁的功绩。
由于邹鲁的鲜明政治观点，至今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较少，将邹鲁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给世人，促
使我决定以年谱记录的形式完成这一任务。
自此，我开始奔波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档案馆等地，查阅了千余本文献，万余页档案；通过书
店、网络等途径求购关于邹鲁的书籍文献，至今，苦心孤诣终蕴馨甜硕果：我搜集了1000多本关于邹
鲁的著作文献。
而我特别看重的则是复印了8000多页文献后自己装订的20多本《邹鲁文献全集》，因为这里面洒满了
我和家人的汗水，个中辛劳，旁人无法想象，更无法感受。
至于查阅档案的辛劳，他人更是难以感受：广东省档案馆中午有两个小时的闭馆时间，这个时间，我
是怎么度过的呢——在档案馆大楼门前旁侧，席地而卧，颇似盲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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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年谱(套装共2册)》：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第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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