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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一百多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充分显示：名校和名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高等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教育家们，其教育思想和创造性思维体现于他们曾经耕耘过的高等学
园中。
由此我便想到，如果有人写出百年来我国的名人与名校，仔细剖析二者间的血肉联系，从一个新的角
度（一个侧面）去写我国高等教育史（不受“史”体例的局限），一定会引起教育界同人的极大兴趣
。
　　当人们正在这样热切盼望的时候，王国祥主编了这组关于名人与名校的专题文章。
这些文章的题目使人有亲切感，如《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
大学》、《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郭沫若与中国科技大学》，等等。
这些名人大都是学者兼教育家，有些则是社会活动家兼教育家，然而文章的主题要求写出他们的教育
思想和教育实践，其他可以略而不论，或者一笔带过。
在提炼他们的教育思想时，不能只是进行理论性阐述，而必须与他们所在高校的学科建设、学术成就
和人才培养诸方面结合起来，使读者能获得具体形象的感知。
要做到以上两点是很不容易的。
然而，我读收在《名人与名校》一书中的13篇文章，获得的印象是：“人”与“校”相融为一个整体
，既见人又见校；体现了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统一，是高等教育个性与共性的结合。
我觉得这些就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在文字表述上，没有任何泛论和口号，将人与校的关系娓娓道来，如叙家常，这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
迎。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名人与名校》一书中，不仅“名校”有个性，有自身的学术风格，而且
“名人”也都是有独特个性的人。
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满个性化。
我读了这部书稿，获益最多的一点就是名人与名校的个性化。
所谓“个性化”，　　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特点、特色——这些才是创新的结晶。
如果高校“千校一面”，那有什么创新性可言呢？
当然，“名校”的特色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而是在岁月沧桑的历程中由教育家们、教职工们和莘
莘学子共同创造的。
教育家中最有创造性的人物就是该书所说的“名人”。
　　该书所收13篇文章中记述的“名人”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给高校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不
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后人会在他们创造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和创新。
举例来看，本书中收有《陈嘉庚与厦门大学》一文，作者满怀深情地来写这篇文章，我们跟着他的笔
走进优美的厦门大学校园，我们感受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厦大的学科特色等都凝聚着陈嘉庚先生的
心血，现有的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拓展。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一文，读了以后，我们仿佛看到竺可桢先生今天仍然在浙大校园漫步，他为今
天浙大的发展而感到无比欣慰⋯⋯是的，精神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带有一定的永恒性，它给人以巨
大的精神动力，激发人们去创新去开拓。
如果一所著名的高校没有类似于此的永恒性，没有一种精神力量，那么，她的“名”是从哪里来的呢
？
　　我国高等学校应当注意自身特色的形成和再创造，注意培养自己的个性并使个性得到发展。
众所周知，共性存在于个性中。
如果没有个性，也就失去了共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名人与名校》一书的一名读者，我觉得该书有助于唤醒并加强人们的个性教
育意识，这是十分重要的。
而且，在21世纪，这种意识将成为教育界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在这个时候，该书的出版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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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岂之　　于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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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人办名校，名校育名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以名人名校为基建起，校因人显，人因校存，
一所所名校即是一座座矗立千年的丰碑，铭记着中华文明转型时期教育家们的种种开创性探索。
 书中，不仅“名校”有个性，有自身的学术风格，而且“名人”也都是有独特个性的人。
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满个性化。
“人”与“校”相融为一个整体，既见人又见校；体现了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统一，是高等教育个
性与共性的结合。
这些就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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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网罗百家     → 教授治校     →教育平民     →招收女生     →倡导“四育”   →革新
史学     →贯通文理      →融合中西     →支持研究     →扶植社团   →建学生军     →创道德会    梅贻琦与清
华大学   →完善工程教育     →引导留学观念     →延揽中外大师    →注重发展“五育”陈垣与北京师范
大学   →融入辅仁，长任校长     →慧眼觅才，扶植启功     →宽容砺志，爱国拒日   →普及文史，为师垂
范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   →革命育人，与时俱进    →筹建人大，不负重托    →以严治校，以严执教   
→发展函授，普及教育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借鉴欧美，服务中国    →强调应用，开发能力    →折毁
烟枪，以身作则   →大兴体育，砺炼品质张学良与东北大学   →巨资办学，礼聘名士    →完善教育，体
育为先    →严明学制，塑造人格       →保家救亡，时代先驱成仿吾与东北师范大学   →兴起听课之风    
→自我培养师资    →实践革命教育    →完善师范教育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大办工厂，学以致用    →严肃学风，严明校纪   →配套办学，择优留洋马相伯与复旦大学   →倾尽家
产，创办震旦    →诀离教会，再起复旦    →首开军训，自授博士   →大兴演讲，唤民救国竺可桢与浙江
大学   →呼唤自由求是    →创建导师制度    →健全学术机构    →流转不废教学李达与武汉大学   →办千
人夜校    →同主席争论    →引各方名师    →建哲学名系郭沫若与中国科技大学   →鼓励全面发展    →院
校所系结合    →面向尖端科技    →探索超常教育陈嘉庚与厦门大学   →苦心经营，南方之强    →面向海
洋，注重实用    →变卖大厦，维持厦大   →倾力以赴，终生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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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辛亥革命后，清末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并曾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改革。
但由于官僚积习很深，改革极不彻底，校政仍相当腐败。
不少人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
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陈陈相因，敷衍塞责。
这时的北大缺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泛滥。
    1916年9月，蔡元培在国外接到当时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促其归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他回到上海后，不少友人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认为弄不好反会坏了自己的名声。
但他也得到另外一些友人的赞同，特别是得到孙中山的支持。
孙中山对蔡元培十分了解和信任，认为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
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长，也出于他的教育救国思想。
他抱定了整顿和改革的决心，于1917年1月4日就任北大校长。
就职后，他多次到欧美各国留学、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
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影响，在政治制度上，他赞成议会制和内阁制，反对专制独裁；在学校体制
上，他反对校长权力过分集中，成为国内最早提倡教授治校的人。
他到校后锐意改革，首先就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革新了学校的领导体制
。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学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
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名教授为评议员。
1919年后，改为每五名教授选一人的办法，一年改选一次。
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拥有很大的权力，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
评议会有权决定学科的废立，有权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负责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
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
评议会民主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
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评议会工作情景时说：“我曾被选作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
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
”由于受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影响，新派人物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因此这一时期北大评
议会在政治上曾起过进步作用。
它曾多次发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宣言，支持过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曾几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脱
离关系。
    1917年12月，蔡元培还根据评议会通过的教授会组织法，分别按学科门类主持成立了教授会。
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选定、教授法的改进、学生选科的指导和
学生成绩的考核等。
    蔡元培对校政改革的设想，是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
分别领导，统一管理。
他要求做到“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
开始他采取加强各科学长职责的办法，由学长分别负责领导各科的行政和教务。
五四运动后，除原有评议会司立法外，还建立行政会议及各行政委员会司行政；设教务处、各学系教
授会、预科委员会和研究所等司教务；设总务处司事务。
这就基本上确立和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
蔡元培在工作中作风民主，凡事都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对各方面的人员一经任定，就信任他们，把
全部工作交给他们负责，不多去干涉，所以能人尽其才，使学人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
这种教授治校的原则，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尤其具有进步意义的，对学校的建
设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顾孟余对这种领导方法曾称赞道：“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名人与名校>>

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
，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
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依赖校长，此制度不易进行也。
”    在健全学校领导体制的同时，蔡元培还对北大学科的设置进行了改革。
他从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十分推崇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因而致力于把北大办成文理科为
主的综合性大学，成为研究学理的中心。
北大原先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
蔡元培大力扩充文、理两科，文科原来仅有国文、哲学、英国文学三门，他陆续增设了中国史学、法
国文学、德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理科则除原有的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外，1917年增设了地质学科。
废止商、工两科。
法科原计划与法专合并组成法科大学，后因法科方面反对没有实现。
蔡元培还主张要融通文、理两科，使一科学生能兼习另一科中的某些门；认为划清学科门类的办法，
易造成文理两科之间的界限，也往往出现习文者轻理、学理者轻文的倾向。
1919年起，北大采取了分系制，废去文、理、法科的名称，改门为系。
全校共设14个系。
经过改革，北大成了一所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后，就积极倡言平民教育，主张让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
他反对那种把大学看做“只有大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不能进去”的观念和做法。
他对北大原来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坚持以考生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而不看资格
和出身，这使那些出身贫寒、学业优秀的有为青年有机会进人北大学习。
同时，他还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学校要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
、选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
由于这一制度的实行，京津以至远近省份的知识青年来北大听讲学习的很多，他们利用北大的课堂、
图书馆，刻苦攻读，并且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
除了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手续的。
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失学青年。
他们或是慕名而来听某教授的课，或是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
这些旁听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革命者或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人。
此外，在蔡元培的积极倡导和赞助下，北大还在1918年4月开办了校役夜班，全校230多名工友也得到
业余读书的机会。
一些学生也创办了平民夜校，开展平民教育。
    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国立大学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
大学实行男女同校是对旧礼教的一次大冲击，它势必引起封建卫道者的恐惧和仇恨。
教育部曾发公函对北大指责，大总统徐世昌也为此对北大进行所谓“告诫”。
这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奉两系军阀，对蔡元培极为不满，男女同校问题也竟然成为他们对他进行迫害
的一个口实。
但是，男女同校一经北大首倡，迅速形成潮流，全国各地学校纷起仿效。
这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的革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陈垣字援庵，曾用星藩、援国、园庵等名，在家族中属“宗”字辈，大名道宗，因父亲号励耘，遂
称自己的书斋为励耘书屋。
他于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石头乡，祖父海学、父亲维启都是远近闻名的大药材商人，家财饶富，但他
自幼无意经商，立志为学。
    陈垣6岁时随父亲来到广州，跟着塾师诵读四书五经，开始了他的科举之路。
13岁那年，偶然得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眼界大开，才知道除四书五经之外，中国典籍竟然如此
丰富！
从此以后，按照《书目答问》的提示买书、读书，进而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步奠定了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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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垣满怀信心地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虽然文章写得很精彩，但因为不合
八股程式，落榜而归。
此事对他刺激很大。
回到广州后，陈垣买回十科《直省闱墨》，仔细研读，不久就将八股文练得非常纯熟，加之博览群书
，注意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在当时颇引人注目，21岁那年获得县试第一。
不久，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不再以八股取士，这对本来就不喜欢八股文的陈垣是一个解放。
    这一时期，在内忧外患的巨大冲击之下，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已经开始，腐朽的满清统治岌岌可危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迅速传播，而广东正得风气之先。
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陈垣，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以满腔热情投身到推翻满清统
治、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运动之中。
要推翻满清的腐朽统治，就要唤起民众，于是，陈垣开始了他的革命报人生涯。
    光绪三十年（1904),24岁的陈垣在广州参与《时事画报》的筹办，次年正式创刊。
陈垣作为《时事画报》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以其坚决的反清态度和犀利的文笔，赢得了广州革命
者的尊敬。
    同许多早期革命者一样，陈垣也曾经有过医学救国的思想。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准备学习西医。
由于无法忍受美国教师对中国师生的歧视，他和朋友集资创办了光华医学院，自己成为光华医学院的
第一批学生，毕业后留在学院任教。
医学院取名“光华”，是“光我华夏”之意，这也是他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
    陈垣在从事医学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并没有中止反清斗争。
1911年2月，他与康仲荦等利用天主教教会经费创办《震旦日报》，并担任主编。
《震早日报》有一个重要副刊《鸡鸣录》，取《诗经·国风》“风雨如晦，鸡鸣未已”之意，也由他
主笔。
他以“大我”等笔名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满清统治之腐朽，支持民主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国会召开。
陈垣由于在长期的反清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在广东报界享有很高声望，因此被新闻界以“革命报人
”的身份推选为众议院议员，于是他开始了短暂的从政生涯。
    陈垣于1913年初赴北京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从此在北京定居，直到1971年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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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一百多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充分显示：名校和名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高等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教育家们，其教育思想和创造性思维体现于他们曾经耕耘过的高等学
园中。
由此我便想到，如果有人写出百年来我国的名人与名校，仔细剖析二者间的血肉联系，从一个新的角
度(一个侧面)去写我国高等教育史(不受“史”体例的局限)，一定会引起教育界同人的极大兴趣。
    当人们正在这样热切盼望的时候，王国祥主编了这组关于名人与名校的专题文章。
这些文章的题目使人有亲切感，如《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
大学》、《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郭沫若与中国科技大学》，等等。
这些名人大都是学者兼教育家，有些则是社会活动家兼教育家，然而文章的主题要求写出他们的教育
思想和教育实践，其他可以略而不论，或者一笔带过。
在提炼他们的教育思想时，不能只是进行理论性阐述，而必须与他们所在高校的学科建设、学术成就
和人才培养诸方面结合起来，使读者能获得具体形象的感知。
要做到以上两点是很不容易的。
然而，我读收在《名人与名校》一书中的13篇文章，获得的印象是：“人”与“校”相融为一个整体
，既见人又见校；体现了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统一，是高等教育个性与共性的结合。
我觉得这些就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在文字表述上，没有任何泛论和口号，将人与校的关系娓娓道来，如叙家常，这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
迎。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名人与名校》一书中，不仅“名校”有个性，有自身的学术风格，而且“
名人”也都是有独特个性的人。
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满个性化。
我读了这部书稿，获益最多的一点就是名人与名校的个性化。
所谓“个性化”，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特点、特色——这些才是创新的结晶。
如果高校“千校一面”，那有什么创新性可言呢?当然，“名校”的特色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而是
在岁月沧桑的历程中由教育家们、教职工们和莘莘学子共同创造的。
教育家中最有创造性的人物就是该书所说的“名人”。
    该书所收13篇文章中记述的“名人”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给高校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不因
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后人会在他们创造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和创新。
举例来看，本书中收有《陈嘉庚与厦门大学》一文，作者满怀深情地来写这篇文章，我们跟着他的笔
走进优美的厦门大学校园，我们感受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厦大的学科特色等都凝聚着陈嘉庚先生的
心血，现有的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拓展。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一文，读了以后，我们仿佛看到竺可桢先生今天仍然在浙大校园漫步，他为今
天浙大的发展而感到无比欣慰⋯⋯是的，精神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带有一定的永恒性，它给人以巨
大的精神动力，激发人们去创新去开拓。
如果一所著名的高校没有类似于此的永恒性，没有一种精神力量，那么，她的“名”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国高等学校应当注意自身特色的形成和再创造，注意培养自己的个性并使个性得到发展。
众所周知，共性存在于个性中。
如果没有个性，也就失去了共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名人与名校》一书的一名读者，我觉得该书有助于唤醒并加强人们的个性教
育意识，这是十分重要的。
而且，在21世纪，这种意识将成为教育界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在这个时候，该书的出版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张岂之                                                 于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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