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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邹鲁（1885—1954），幼名澄生，以“天资鲁钝”，自改名为鲁，别号海滨，广东大埔人。
早年加人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斗争；1923年，任财政厅长；1924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奉孙中山令合并广东政法大学、高等师范、农业专门为国立广东大
学（中山大学前身），任筹备主任，旋改任为校长；1925年，与林森、居正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
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参加此会的国民党政治人物，被视为“西山会议派”；1931年，广东
组织国民政府，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1935年，被选为中央执委
：1949年去台湾。
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回顾录》、《教育与和平》等。
　　本次出版之《邹鲁回忆录》，即《回顾录》，是邹鲁应某杂志之邀所撰，成书于1943年。
1944年独立出版社印行。
本次编辑则是以独立出版社之版本为底本。
作为国民党元老的邹鲁，早年深度参与国民革命，沐尽革命风雨，对革命历史贡献甚巨。
于中山大学的办学事业，甚而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亦功勋卓著。
因而，邹鲁的回忆录，不仅仅是近代史的补充，同时亦可作为近代教育史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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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邹鲁回忆录：民国名人回忆录》分为四卷：第一卷记叙家世、幼年往事、读书、加入国民党、
参与国民革命，直至讨伐袁世凯失败；第二卷主要记叙陈炯明叛变及参与讨陈、西山会议的召开，以
及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等；第三卷在中山大学的创立和办学，以及教育改革思想等方面笔墨颇多；
第四卷则重点记述从中山大学去职、以及战后的反思等。
语言通畅，结构清晰，史料翔实，趣味性浓，通过作者的自序，读者可清晰地了解到作者一生的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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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鲁（1885—1954），幼名澄生，以“天资鲁钝”，自改名为鲁，别号海滨，广东大埔人。
国民党元老，民国政治家、教育家。
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回顾录》（即《邹鲁回忆录》）、《教育与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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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凡例一、从家世说到幼年二、私塾教育三，办学与人党四、广州读书与初次革命失败五、民意机
关服务六、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七、光复广东与北伐八、整理金融与北上九、国会内的奋斗十、讨袁
失败出亡在日本十一、洪宪夭折国会再开十二、从护法到陈炯明叛变十三、在国会争法统与讨陈十四
、创办广东大学与读校三民主义十五、与共产党奋斗和北上侍疾十六、西山会议十七、中央特别委员
会十八、环游世界(上)十九、环游世界(下)二十、编辑党史二十一、内忧外患二十二、办理国立中山
大学(上)二十三、办理国立中山大学(下)二十四、教育改革计划二十五、团结抗日二十六、出席世界
大学会议及海德堡大学550周年纪念会二十七、发动抗建二十八、返校主持二十九、质问国际联盟三十
、武汉沦陷前漫游四川宣传三十一、因职因病四辞中大校长三十二、欧战发生后著《旧游新感》三十
三、战祸酷烈提供永久和平原则三十四、内政外交之新局三十五、乡居生活三十六、内外坚苦奋斗中
完成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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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从家世说到幼年　　我的家世，简单说来，是个为民族而坚苦奋斗的。
这于我影响很大。
　　我的先世原居安徽当涂，唐贞元间，搬到江西南昌。
后来又搬到福建，分居邵武郡属，在泰宁者较多。
宋宁宗时，有一位应龙公，别字景初。
在庆元二年中了状元，官做到资政殿学士。
年老乞休，搬到长汀居住。
因为有功德于民，于是地方人士，都立庙塑像以祀之。
宋末元兵南下，我祖先不肯屈服，遂由福建拥护宋朝到了广东。
当时传说这位应龙公，常常显灵，沿途保佑拥宋南迁的人民。
因此闽粤交界各处，普遍建立邹公庙，并且尊为广佑圣主，好像各地崇拜关羽、岳飞一样。
大埔印山上，就有一所邹公庙，现在还是香火很盛。
　　由闽迁粤后，我的祖先初居清溪社蕉坑，继居岌头，嗣又分居于白堠的旧寨，最后卜居于县城的
儒学内。
其余支派，散居各地。
这一批同是拥宋南迁的人，所以先居南方的人，就称这部分人为客家，亦称为客人，就是先来的自认
为主人而对于后来的当作客人的意义。
客人因为痛心宋室沦亡，以“读书耕田莫做官”，相诫子孙。
虽然经过明朝一代，汉族重光，但接着又是满清入据中国，因此我的先代宦游者很少，大都信守不仕
异主的遗训。
我的祖父是个商人，我的父亲是个缝工兼做生意。
　　父亲名应淼，别字石寿，是个独子。
他的幼年时候，祖父不幸逝世，遂成为孤儿，全赖祖母抚养长大。
洪杨之役，县遭兵燹，家产一扫而空，我父亲只有一顶破帐子，当作被盖，过了一个冬天。
同时一天三餐，有时少吃一顿，有时少吃两顿，但他却处之泰然。
到我解事的时候，还不时听见他提起“橄榄”餐和“春杵”餐的故事，来安慰我，鼓励我。
接着县城又遭水灾，把我们房屋冲毁，剩下只有东歪西倒的破屋两间。
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绪十一年）正月初六日，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那时候，县城里姓邹的只有我们一家。
我本来有一个哥哥，不幸夭折了。
因此父母对我格外宠爱，就在本县溪口观世音菩萨处上了契，叫做澄生，所以在小时候便叫我阿澄。
我的家庭除父母和我外，没有伯叔诸姑，没有兄弟姊妹；虽然有一个堂伯母，但当我会走路和说话的
时候，已逝世了。
这种情形，一方面使我体会到仁爱的真义，另一方面养成我独立奋斗的精神。
　　我的父亲在县城里柳树街开了一间裁缝铺，因为人不敷出，所以兼营小本生意。
每五日到离家约三四十里的福建永定县下洋圩一次，贩卖东西。
但是自我出世以后，因为照料我，不但停止做生意，就是裁缝铺也搬到家里来了。
　　我的母亲姓木，性情和蔼，勤俭耐劳。
家中除父亲外，没有一个帮忙的人，因此事无大小，都由她一人承担。
像我这种家庭，依照本地风俗，她每天都有排定的工作：东方发白，她就起床，接着挑水，洗涤饮食
用具，烧早饭，喂牲畜；早饭后，到城外山上割草，做燃料：太阳将要正午，接着准备午饭；午饭后
，到溪边洗衣服，然后到菜园铲草施肥浇水：黄昏时候，又回到厨房里料理晚饭；晚饭后，预备父亲
和我的洗涤：等到一切做完，就点起灯来，或补缀衣服，或做鞋袜，或准备牲畜明日的饲料，或督促
我读书。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弄得井井有条，减轻了父亲的职务，使他能够安心向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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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境尽管贫穷，我的父母尽管辛苦，但是他们钟爱我的程度，并不因这种逆境而稍减。
现在回想起来，使我感受到没有适当的文字可以来形容。
我记得幼年的衣食住，父母总设法照顾得非常周到，不使我微弱的心灵上，产生丝毫不快或羡慕邻家
儿童的印象。
　　虽然我的父母这样爱护我，但并不是溺爱和姑息。
自从哥哥去世后，他们只剩了我一个儿子，所以把一切的期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因此除费尽整个精力来爱护我之外，又小心督导。
一举一动，都含有教育的意义。
　　不说别的，自从我会走以后，我的母亲有了空闲，从不同我到热闹的地方去，却常常引我到隔壁
的孔子庙玩耍。
大埔县的孔子庙，除了收获时有人晒谷外，平时很少人迹。
年长时每去走一趟，即深感到它的庄严伟大，神志为之安闲。
小时候常在那儿耍，不知不觉中一定会产生深刻的印象。
而我的母亲又把她所知道关于圣贤豪杰的故事，讲给我听，勉励我效法圣贤豪杰；并且常说做圣贤豪
杰，并不是一桩难事，只要好好读书敦品。
这种环境，这种言论，不时灌输到我脑筋里。
我毫无疑问地接受，觉得只要好好读书敦品，并不难成为圣贤豪杰。
如是我的读书敦品的欲望。
可说由此启发了。
　　我还很清楚的记得一桩事情。
有一次，我和邻家的小孩子们在玩耍，我有一件东西，被他们弄坏了。
我要他们赔，他们不答应，于是争闹起来。
刚好我的母亲来找我，我就哭奔到母亲的怀里，希望她帮我向邻儿索赔。
不料她抱了我大哭，说道：“阿澄，你这样真使我伤心！
我希望你要做圣贤豪杰，圣贤豪杰是这样的吗？
你要是爱母亲，就得听母亲的话，长大了读书立志成人，不要因小小的事情，和别人争闹。
”我大为感动，从此以后，我非常谨慎，不敢再和小朋友们作无谓的争执。
　　我的父母固然无时不鼓励我读书，但是还教我怎样做人，因此洒扫应对进退的一切事情，样样指
导我做。
过节过年祭祀喜庆等，都叫我去做应预备的事；甚至修理房屋，种菜饲畜，我也插在里面。
他们看见我勤劳，就是做错了，并不加责备，随时细心纠正。
回想起来，必定有许多时候，反而添加了他们的麻烦，但因此我样样事情都能晓得。
孔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我恰好用得着。
　　我见父亲每逢有店里的伙计或工人来收取账款，父亲无论如何忙碌，总丢开手边的事，有钱的时
候，当然立刻给他，如若没有钱，也坦白地告诉他，并且约定什么时候再来取。
父亲这种急切应付的态度，引起我的疑问。
父亲说：“伙计出门后，店主总希望他早些回去。
假使过于迟缓，不但害他回去受责，甚至还有被辞去职务的危险。
所以我总尽先应付他免他受累。
”后来我才晓得这是惠而不费的方法，以后对于我处世为人受益不浅。
　　到了七岁的时候，记得我在家里，就常常有正式的职务，帮父母煮饭买菜了。
因为家里人手很少，每天早晨起床以后，照例是我的母亲煮饭，父亲出去买菜。
如果母亲有事出外，便由父亲煮饭，我去买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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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邹鲁（1885—1954），幼名澄生，以“天资鲁钝”，自改名为鲁，别号海滨，广东大埔人。
国民党元老，民国政治家、教育家。
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回顾录》（即《邹鲁回忆录》）、《教育与和平》等。
　　《邹鲁回忆录：民国名人回忆录》是邹鲁的自传。
作为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中山大学的创办人，担任该校校长多年，一生经历重在政治与教育。
书中记载的事件故事性强，颇具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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