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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的主要内容包括1928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五十二岁；主持范
源濂追悼会。
（1月7日）为担任中国代表出席阿姆斯特丹第九届奥运会事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2月25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四次年会，当选董事长。
（6月29日）为李惠堂著《足球》一书作序。
（8月13日）成立南开小学，聘请阮芝仪博士为实验导师。
（8月）致函傅作义。
（9月17日）张学良慨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
（12月18日）国际联盟协会学生部欢迎张伯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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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五十二岁主持范源濂追悼会。
（1月7日）为担任中国代表出席阿姆斯特丹第九届奥运会事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2月25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四次年会，当选董事长。
（6月29日）为李惠堂著《足球》一书作序。
（8月13日）成立南开小学，聘请阮芝仪博士为实验导师。
（8月）致函傅作义。
（9月17日）张学良慨捐南开大学基金20万元。
（12月18日）国际联盟协会学生部欢迎张伯苓。
（12月22日）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五十三岁以《新中国》为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
。
（1月6日）发唁电对严修逝世表示沉痛悼念。
（3月23日）南开留英校友分会会长老舍等在伦敦欢迎张伯苓，席间发表讲演。
（6月8日）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第三次太平洋会议。
（10月23日至11月11日）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　五十四岁接待国民政府教育部专员戴应观暨冯
友兰、陈岱孙等来南开视察。
（3月31日）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
（5月11日至24日）与黎锦晖讨论儿童文艺及小学试验教育等内容。
（10月29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到南开大学视察。
（12月16目）赴南京拜见蒋介石。
（12月24日）1931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　五十五岁出席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董事会成立大会。
（4月27日）被公推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
（9月21日）复函黄炎培。
（12月23日）张学良电谕：张伯苓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12月26日）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五十六岁邀请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来校讲演。
（1月15日）支持十九路军抗日。
（1月28日）在南开中学开学式上讲话。
（2月17日）南开大学成立应用化学研究所。
（3月）致函沈嗣良谈派员出席奥运会事。
（6月20日）在南开大学、中学毕业式上谈学生就业。
（6月27日）应汪精卫、蔡元培之邀，出席学术家谈话会。
（7月上中旬）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致词。
（8月22日）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
（8月30日）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五十七岁致函何柱国将军“努力杀敌”，并派员赴前线
慰问。
（1月10日）主持天津地方协会委员大会，讨论社会募捐等事宜。
（1月17日）瑞士《日内瓦报》主笔马丁教授到南开大学讲演。
（4月3日）为本校捐献事致函商震。
（5月17日）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举行，任总裁判长。
（7月12日至15日）主持华北体育联合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
（7月13日）⋯⋯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五十八岁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五十九
岁1935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六十岁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六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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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月7日　在南开中学礼堂为校董事会董事长范源濂逝世开追悼会，到会者严修、梁启超、颜惠庆
、李琴湘、王溶明、孙子文、卞俶成、严智怡、毛瑞堂、霍战一、赵醇士、刘崇佑及学校教职员和学
生。
会场正中悬范源濂遗像，上方悬黎元洪之诔词“揆文辅世”，四周满悬挽联。
其中梁启超联：“及门中从我间关亡命逾十人，几伤心汉皋喋血，洱海招魂，硕果悫遗，急影雕年今
并尽；归国后与君戮力斯文垂廿载，忍回首厂甸讲黉，琼华玉府，同舟未济，异时闻笛只增哀。
”熊希龄联：“本孝悌以模范国民，施于有政，人无间言，伤哉赍憾以终，尚遗嘱勿惊老母；视教育
为终身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惜夫未竞其志，更何方得此完人。
”　　《范源濂氏追悼会》记云：“二时三十分奏军乐开会，乐毕，张伯苓氏致开会词，略谓范氏生
平热心教育，而于南开尽力独多。
范氏又深信教育可以救国，不特信之，且力行之。
彼尝以不偏不私不假诏勉学生。
范氏则为不偏不私不假之一人，足为学生模范云云。
次李琴湘读祭文，次颜惠庆演说，谓范氏逝世，许多教育机关及学术团体失一柱石，彼于清于民九，
两度与范氏共事，深知范氏为学者，且有道德，有恒心，实为理想的教育总长，吾人对于范氏之逝世
，深觉可惜。
同时于范氏办事之热心及其事事之成绩，则表示感谢与满意，愿后死者取法范氏，以谋我国教育之进
展云云。
次孙凤藻演说，谓人生必有一死，但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之别，对于范氏之死极致惋惜。
次提琴独奏，次南开中学部女生代表王文田，男生代表林受祐，大学部女生代表王端训，男生代表周
启源，相继为简短之演说，次钢琴独奏同时摄影。
次中学部主任喻传鉴，大学部主任黄子坚二氏演说。
最后范氏家属范旭东君致谢辞，遂闭幕。
”（1928年1月8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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