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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在抗战过程中，大学教授群体将个人的命运和国
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施行宪政、建立现代化国家而进行了不懈的
努力和奋斗。
在抗战过程中，教授群体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参与政治活动，从论政走向从政，他们极力
保持着。
中间人。
的立场，努力推动民主宪政的建设、斡旋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致力于战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尽
管未能取得实际成果，但也是一次十分可贵的尝试，给后人提供了历史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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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抗战期间设立的国民参政会为在野的各党派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合法的、规范的平台，
国民参政会也成为国民政府容纳和团结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新型制度设置，教授派是国民参政会上一
个特别的政治团体。
　　邹韬奋曾打过这样的比方，“如果说国防参议会是小规模的‘请客’，那么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
大规模的‘请客’”。
他还对这些来宾依其政治属性做过细致的分类，构成国民参政会的在野党派有：中国共产党、中国青
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教授派。
不过，邹韬奋所说的“教授派”只是对中国学术教育界的一种笼统而又模糊的泛称，“以前所谈过的
党派，多少是有群众性的，即在他们的后面有群众；讲到所谓教授派，这一点是没有的，虽则他们各
有他们所教的学生，但究竟是在散漫的状态，说不上什么党派的群众性，可是参政会中有十几位大学
教授，尤其是来自昆明的教授居多数，他们因为平日往返比较地接近，对于政治多多少少有一些共同
点或共同兴趣，于是在开会期间，他们每有他们的小组聚会，交换关于各种问题的意见，在提案中互
为声援，形成教授派的力量。
尤其显著的是在第五次大会时，关于‘五五宪草’的修正意见。
除救国会派及中共各有书面意见提出外，教授派也提出‘修正草案’，其中在国民大会停会期间应设
‘国民大会议政会’一条，曾在会场上引起激烈的辩论，这一派的人物有罗隆基、罗文干、陶孟和、
周炳琳、傅斯年、张奚若、杨振声、钱端升、任洪隽诸先生。
”邹韬奋所说的“教授派”，很可能是特指国民参政会中的那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并且当时正在大学
从教的学术精英（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因为他们彼此处于同一个圈子里且在政治上志趣相投而
聚集成为一个政治团体。
而实际上具有教授身份的参政员肯定不止这些人，即使以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来说，这一派也应该包括
胡适、周览、许德珩、张君劢、张申府、梁漱溟等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国民党党员或其他党派成员。
如果按党派划分，教授的职业身份就被党派归属吸收了。
而如果以曾在大学中任教或当时正在大学中任教及那些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人而言，即使他们并
不一定拥有教授的职衔，似乎也可以将他们都视为教授派的成员，这样一来，教授派所包含的人数还
是比较多的。
实际上许多教授参政员的身份是多重的，既在高校中任教，也从事文化活动，有些还是社会活动家，
有些还参加了不同的党派和政治社团，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一群教授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
。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抗战时期大学教授的政治参与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