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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傅国涌    傅斯年是“五四”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
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扛大旗的人。
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
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
1945年7月，当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席长谈，并当面推许评他在“
五四”运动中的贡献。
他却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临行时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七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
各门学科，最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
他首先是个史学家，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他致力于史学研究，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
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治史，除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他还把语言学的观点、自然科学知识与研究方法
引入了史学领域。
    然后，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以教书匠终其身”。
从1927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到抗日战争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
去世，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
    正是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
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E-g目的业绩。
海峡两岸一大批声望卓著的史学家都曾在史语所工作过，他们在动荡的乱世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
就，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
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
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
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津》《
“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与对日外交》《中日亲善？
？
！
！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
称日本人为“倭入”、“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
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
对国联无能为力的暧昧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书都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1933年1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
》一文重申：“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
”他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同时提出8条具体的应
变举措。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
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
意义更复杂，日本必然毫不犹豫地占领。
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
日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世界大势之演变，系于无数
事件。
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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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
，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
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到1934年6月，他还在强调，局势至此，“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
。
”因为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持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
”口号，主张决不和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堂堂正正地从东北问题入手交涉，不接受日本的任何
帮助，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局。
总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
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
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    1937年7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就在《地利与胜
利》文中对战争走势作出了准确的估计，认定日本(他称之“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
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我们感觉
调动的困难。
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
分利用地形的优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
他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几省地形，提出了发挥优势、补救劣势的
方法。
他预期“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
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
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中剖析了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
战事初起，它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南”，然而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
如今它在中国陷入进退两难，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整个南洋的计划了
。
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
只它只有“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
    傅斯年不是军事专长，却有着爱国的热忱，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上书蒋介石，提出了固守湘西、
湘南、广西全境，在西北方面统一指挥，在西南加强公路、铁路交通建设，特别注意日寇通过豫西、
鄂西威胁汉中等一系列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傅斯年的意料之外，抗战打到第18个月，他就在1939年1月15
日出版的《今日评论》发表《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一文，认为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得差不
多了，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外汇，这个时候如果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的购买战争和工业品
原料就会发生困难，战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支持下去的。
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无疑更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
美国的海军新战术和海上优势让日本措手不及，这也是日本始料不及的。
1944年7月抗战七周年之际，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我替倭奴占了一卦》文中，引用李商
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当时日本正在发起抗战以来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还看不
出衰败迹象。
但他判断这已是日本的下策，“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
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
其目的是显然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
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
”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我们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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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无兴奋地说：“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
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
”结果与他的分析几乎吻合。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
“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
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
选择。
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自己苦难的民族怀
有深厚的感情。
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学者，大多数
都具有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1946年，蒋介石要他做国民政府委员，他在3月27日写信谢绝，信中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愚憨书生，世
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
”当初做参政员，是因为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所以不敢不来，战事结束，当随之结束。
“此后唯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    这一点，他在给亦师亦友的胡适信中说得更透彻：“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为“学成文武艺，卖
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王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
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独立知识分子的力量，推
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使权势集团有所忌惮。
所以，他最多只愿出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
、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的职业位置，将会一钱不值。
他不仅自己不做官，还极力劝阻老师胡适入阁。
1947年，蒋介石想拉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
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纷驰，劝胡适：“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
”最终胡适留在了北大校长的位置上。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有过很激烈的批评，
因此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
他与蒋介石虽有私交，但他可以当面批评蒋。
    他曾先后将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皇亲国戚、党国要人从行政院长的台上轰下来。
孔宋门第显赫，长期掌管国库的钥匙，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而且纵容家属和部下贪污腐败，是典型的
既得利益集团，蒋介石都奈何不了，世人敢怒而不敢言。
傅斯年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
真正帮助政府。
”这不是有些人说的“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而是傅斯年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与炙手可热的既
得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
    1938年，他两次上书蒋介石，从物望、才能、用人、内政、外交、政风与家风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
适合担任行政院院长，劝蒋把他换掉，未被采纳。
1942年，抗战进入相当困难的时期，孔家却乘机大发国难财，贪污数额之巨，贪污手段之恶劣，令人
发指。
傅斯年拍案而起，带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案。
当时，孔正在美国出席国际货币金融会议。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召见了傅斯年等人，进行安抚搪塞，希望他们出言慎重，以维护政府的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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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在请傅斯年吃饭时，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
所任用的人。
”    傅：“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    有傅斯年这样“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的知识分子，劣迹斑斑的孔祥熙终于在1944年被
轰下了台。
    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没能逃过他的“大炮”。
宋上任伊始一些作法还算得人心，傅斯年也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中说过他的好话，但问题很快就
出现了。
1946年春天，宋子文决定放开外汇市场、抛售黄金，试图回笼法币，以谋求物价和币值的稳定。
特殊利益集团借机大肆中饱私囊，引发了民怨沸腾的黄金潮，导致全国金融市场一片混乱。
傅斯年极为震怒，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从“看他的黄金政策”、“看他的工
业政策”、“看他的对外信用”、“看看他的办事”、文化素养及生活态度等五个方面的事实论证“
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
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
‘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    此文一出，朝野震动。
接着，他又再发二文。
像这样指名道姓，毫不客气地戳着政府首脑的鼻梁，可不是有人说的“小骂大帮忙”。
宋子文鞠躬下台，与他的炮轰有关。
    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粪土当朝万户侯，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
纵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评论”。
1947年2月，他在《世纪评论》发表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成为一篇传世檄文，他开宗明
义提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
他自己的崩溃！
”果然，这篇文章发表后不过两年，国民党政权就崩溃了。
    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他曾说：“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
”无论是通过参政会、立法院这样的民意机构，还是通过民间报刊的舆论平台，他都公开、直接地表
达了自己的意见，也确乎形成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压力。
他轰走两任行政院长，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想制造什么新闻，追求轰动效应，因为他在国内
外早已是声名显赫、如雷贯耳的人物。
‘他这样做，纯粹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他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愧于前贤典型”。
北大老同学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
    他说，“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
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1949年之前，他所生活的中国既无自由、也无公平，所以他才对孔、宋这样祸国殃民的特殊利益集
团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他要为这一心中的理想而不断呐喊。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胡适、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当时批评国民党很厉害、
完全靠近左翼的学者郭沫若、马寅初能当选为院士，而平时许多和他们关系很好、立场相近、在学术
上也极有成就的人却落选了。
竺可桢日记中称赞他们“兼收并蓄”。
他们的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多元、宽容的一面。
    195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
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
他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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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当然，傅斯年也有不宽容的时候，抗战结束后他代理北大校长，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不
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的人员。
考古学家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当初种种无奈的理由，但他毫不为之所动。
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到了西南的那些教授和学
生。
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不宽恕。
他认为：“‘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每次提到罗振玉，他必加“老贼”二字。
他在给夫人俞大踩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
，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
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    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真性情的人。
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他欣喜若狂，像年轻人一样跑到街上去喝酒，挑着帽子乱舞，逢人便抱拳相贺，
回到家才发现，连手杖和帽子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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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傅斯年先生是最值得阅读的大师之一，也是对当代中国学术、教育发展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曾有读者评价他说“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
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
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与大师一起读历史·傅斯年作品集：天朝、洋奴、万邦协和》精选了他的政论、时评、教育思考
、历史讲义等方面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阅读到傅斯年先生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他在历史
当中的地位，以及他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具可读性，最具代表性的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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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
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他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原则影响深远。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
》（稿本）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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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傅国涌） 第一编 执柄大义 时代与曙光与危机 万恶之原 心气
薄弱之中国人 社会——群众 社会的信条 破坏 中国狗与中国人 多言的政府 政府与提倡道德 中华民族
是整个的 盛世危言 “五四”二十五年 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我所景仰的蔡
先生之风格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第二编 北大讲义 史料论略 《中国古代文学史
讲义》叙论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文人的职业 《诗》之影响 论所谓“讽” 止有儒墨为有组织之
宗派 论春秋战国之际为什么诸家并兴 论战国诸子之地方性 论墨家之反儒学 《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
宗旨 齐晋两派政论 梁朝与稷下 论《太史公书》之卓越 司马子长非古史学乃今史学家 春秋时代之矛盾
性与孔子 荀子之性恶论及其天道观 第三编 新潮西潮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新潮》发刊旨趣书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人生问题发端 美感与人生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教育崩溃之原因 教育改
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论学校读经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选载） 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闲谈历
史教科书 附录一 傅斯年大事年表 附录二 《傅孟真先生集》序（胡适） 编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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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傅国涌 傅斯年是“五四”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
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扛大旗的人。
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
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
1945年7月，当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席长谈，并当面推许评他在“
五四”运动中的贡献。
他却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临行时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七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
门学科，最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
他首先是个史学家，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他致力于史学研究，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
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治史，除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他还把语言学的观点、自然科学知识与研究方法
引入了史学领域。
然后，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以教书匠终其身”。
从1927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到抗日战争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
去世，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
正是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
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
海峡两岸一大批声望卓著的史学家都曾在史语所工作过，他们在动荡的乱世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
就，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
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
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
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津》《
“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与对日外交》《中日亲善？
？
！
！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
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
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
对国联无能为力的暧昧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书都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1933年1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
》一文重申：“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
”他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同时提出8条具体的应
变举措。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果
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意
义更复杂，日本必然毫不犹豫地占领。
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
日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世界大势之演变，系于无数
事件。
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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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
，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
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到1934年6月，他还在强调，局势至此，“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
”因为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持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
”口号，主张决不和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堂堂正正地从东北问题入手交涉，不接受日本的任何
帮助，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局。
总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
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
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1937年7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就在《地利与胜利
》文中对战争走势作出了准确的估计，认定日本（他称之“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
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我们感觉
调动的困难。
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
分利用地形的优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
他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几省地形，提出了发挥优势、补救劣势的
方法。
他预期“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
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
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中剖析了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战
事初起，它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南”，然而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
如今它在中国陷入进退两难，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整个南洋的计划了
。
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
只它只有“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
 傅斯年不是军事专长，却有着爱国的热忱，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上书蒋介石，提出了固守湘西、湘
南、广西全境，在西北方面统一指挥，在西南加强公路、铁路交通建设，特别注意日寇通过豫西、鄂
西威胁汉中等一系列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傅斯年的意料之外，抗战打到第18个月，他就在1939年1月15日
出版的《今日评论》发表《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一文，认为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得差不多
了，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外汇，这个时候如果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的购买战争和工业品原
料就会发生困难，战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支持下去的。
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无疑更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
美国的海军新战术和海上优势让日本措手不及，这也是日本始料不及的。
1944年7月抗战七周年之际，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我替倭奴占了一卦》文中，引用李商
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当时日本正在发起抗战以来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还看不
出衰败迹象。
但他判断这已是日本的下策，“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
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
其目的是显然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
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
”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我们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
。
他不无兴奋地说：“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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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
”结果与他的分析几乎吻合。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
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
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
选择。
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自己苦难的民族怀
有深厚的感情。
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学者，大多数
都具有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1946年，蒋介石要他做国民政府委员，他在3月27日写信谢绝，信中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愚憨书生，世
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
”当初做参政员，是因为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所以不敢不来，战事结束，当随之结束。
“此后唯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这一点，他在给亦师亦友的胡适信中说得更透彻：“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为“学成文武艺，卖
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王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
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独立知识分子的力量，推
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使权势集团有所忌惮。
所以，他最多只愿出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
、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的职业位置，将会一钱不值。
他不仅自己不做官，还极力劝阻老师胡适入阁。
1947年，蒋介石想拉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
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纷驰，劝胡适：“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
”最终胡适留在了北大校长的位置上。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有过很激烈的批评，因
此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
他与蒋介石虽有私交，但他可以当面批评蒋。
 他曾先后将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皇亲国戚、党国要人从行政院长的台上轰下来。
孔宋门第显赫，长期掌管国库的钥匙，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而且纵容家属和部下贪污腐败，是典型的
既得利益集团，蒋介石都奈何不了，世人敢怒而不敢言。
傅斯年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
真正帮助政府。
”这不是有些人说的“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而是傅斯年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与炙手可热的既
得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
 1938年，他两次上书蒋介石，从物望、才能、用人、内政、外交、政风与家风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适
合担任行政院院长，劝蒋把他换掉，未被采纳。
1942年，抗战进入相当困难的时期，孔家却乘机大发国难财，贪污数额之巨，贪污手段之恶劣，令人
发指。
傅斯年拍案而起，带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案。
当时，孔正在美国出席国际货币金融会议。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召见了傅斯年等人，进行安抚搪塞，希望他们出言慎重，以维护政府的威信
。
 蒋在请傅斯年吃饭时，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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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任用的人。
” 傅：“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 有傅斯年这样“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的知识分子，劣迹斑斑的孔祥熙终于在1944年被轰
下了台。
 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没能逃过他的“大炮”。
宋上任伊始一些作法还算得人心，傅斯年也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中说过他的好话，但问题很快就
出现了。
1946年春天，宋子文决定放开外汇市场、抛售黄金，试图回笼法币，以谋求物价和币值的稳定。
特殊利益集团借机大肆中饱私囊，引发了民怨沸腾的黄金潮，导致全国金融市场一片混乱。
傅斯年极为震怒，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从“看他的黄金政策”、“看他的工
业政策”、“看他的对外信用”、“看看他的办事”、文化素养及生活态度等五个方面的事实论证“
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
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
‘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 此文一出，朝野震动。
接着，他又再发二文。
像这样指名道姓，毫不客气地戳着政府首脑的鼻梁，可不是有人说的“小骂大帮忙”。
宋子文鞠躬下台，与他的炮轰有关。
 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粪土当朝万户侯，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纵
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评论”。
1947年2月，他在《世纪评论》发表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成为一篇传世檄文，他开宗明
义提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
他自己的崩溃！
”果然，这篇文章发表后不过两年，国民党政权就崩溃了。
 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他曾说：“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
”无论是通过参政会、立法院这样的民意机构，还是通过民间报刊的舆论平台，他都公开、直接地表
达了自己的意见，也确乎形成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压力。
他轰走两任行政院长，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想制造什么新闻，追求轰动效应，因为他在国内
外早已是声名显赫、如雷贯耳的人物。
他这样做，纯粹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他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愧于前贤典型”。
北大老同学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
 他说，“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
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 1949年之前，他所生活的中国既无自由、也无公平，所以他才对孔、宋这样祸国殃民的特殊利益集
团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他要为这一心中的理想而不断呐喊。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胡适、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当时批评国民党很厉害、完
全靠近左翼的学者郭沫若、马寅初能当选为院士，而平时许多和他们关系很好、立场相近、在学术上
也极有成就的人却落选了。
竺可桢日记中称赞他们“兼收并蓄”。
他们的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多元、宽容的一面。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
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
他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
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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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傅斯年也有不宽容的时候，抗战结束后他代理北大校长，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不聘
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的人员。
考古学家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当初种种无奈的理由，但他毫不为之所动。
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到了西南的那些教授和学
生。
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不宽恕。
他认为：“‘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每次提到罗振玉，他必加“老贼”二字。
他在给夫人俞大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
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
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 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真性情的人。
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他欣喜若狂，像年轻人一样跑到街上去喝酒，挑着帽子乱舞，逢人便抱拳相贺，
回到家才发现，连手杖和帽子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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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
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
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
圣、钱穆等几个吧。
    ——何兹全    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
说之通才。
⋯⋯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蒋梦麟    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台尔(Voltare)相似。
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
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
也是相似之处。
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
    ——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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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大师一起读历史:天朝 洋奴 万邦协和》是对傅斯年先生关于人生、社会、文艺、教育等方面的散
文、演讲及论文的收集和整理，也是对他一生思想走向的重新挖掘和评估，多数文章出自作者在《新
潮》、《大公报》《独立评论》等刊物发表的作品，体现了作者的人文气质以及当时的时代特征。
 在《与大师一起读历史:天朝 洋奴 万邦协和》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傅斯年先生“书生报国”的人
生追求，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匹夫之志，来挑战“胜者王候败者贼”的强权逻辑的历史时空的演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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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他是最能作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天才的天生领袖人物。
——胡适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
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
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 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
圣、钱穆等几个吧。
——何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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