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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回顾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那段峥嵘岁月，追寻党的创始人走过的历史足迹，编者特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90周年前夕，选择了为党的创建作出历史贡献的16位人物，龙眠等编撰了这本《建党群星》。
他们当中，有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有苏俄、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
有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成立的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李汉俊、张国焘、张申府、毛泽东、董
必武、陈公博、周佛海、王尽美；有陈独秀个人指定的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有中国青年团第一
任书记俞秀松；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上海发起组的国民党人邵力子。
还有一位虽不是中共党员、却为一大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女性王会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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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校视事。
蔡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一同治理北大。
　  1917年1月，蔡校长呈文教育部：原文科学长夏锡棋辞职。
&ldquo;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此任。
&rdquo;同月13日，蔡校长布告：&ldquo;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rdquo;。
据当时文科哲学系学生冯友兰回忆：蔡元培到校后，&ldquo;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
，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
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的。
&rdquo;当月，陈独秀进京就职。
3个月后，高君曼等也来到了北京。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ldquo;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
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rdquo;，说&ldquo;
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
了&rdquo;。
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是有力的。
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
熟悉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
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
这样众口一词，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
　  陈独秀上任以后，有职有权。
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
蔡元培对有关文科的&ldquo;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rdquo; 。
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
当他一旦决定任文科学长，就写信给胡适，劝他&ldquo;早日回国&rdquo;，来北大讲授哲学或文学。
于是，一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蔡元培说：&ldquo;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rdquo;，是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 &ldquo;文学革命
，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rdquo;。
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
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过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
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
育。
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ldquo;研究学理&rdquo;为主。
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大开学式上演说，指出现在大学生的求学目的&ldquo;可别为三类：（一）研
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rdquo;。
抱第三种目的的人&ldquo;必不多 &rdquo;；第二种目的，&ldquo;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
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rdquo;。
为了研究学理，他提出了三项办法：（一）注重外国语。
因为&ldquo; 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rdquo;，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很少。
（二）废讲义，因讲义&ldquo;不足以尽学理&rdquo;，教员抱着讲义上课是一种懒惰的表现。
（三）多采购参考书。
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ldquo;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rdquo;。
　  陈独秀除了抓教育方针以外，他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扩充
文科，增设新系。
北大文科原来只有四门（系），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
陈独秀任职后，中国文学系于散文、诗之外，增设词、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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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系于英国文学外，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世界语也列为选科，矫正偏重英语之旧习。
哲学系于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外，又增设印度哲学等。
史学系于本国史、西洋史外，增设印度史、东洋诸国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等课。
规模日见宏大，教授也日益增多。
　  （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
北大各学门的课程表本来都订得很死，自选修课增多后，课程表活了。
学生各有各的功课表，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
教师怎么讲，可以唱对台戏。
学生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他系的课。
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所以当时北大有3种学生：一是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二是
未经入学考试的旁听生；三是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ldquo;偷听生&rdquo;。
　  （三）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先后发布了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规定
学生因病、因事不到校者，须有证明，否则按旷课论。
本科、预科各班学生上课均不得迟到。
　  选修课一经选定之后，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
旁听他门他年级功课的，听讲中辍者一经查出，除追回听课证外，并剥夺其以后请求旁听之权利。
规定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然后发给文凭。
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
错误，即&ldquo;收回成命&rdquo;，并对许&ldquo;进行劝慰 &rdquo;。
这说明规定的那些纪律并非一纸空文，是严格执行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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