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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立足湖畔放眼望去，东观博雅塔影，西对钟亭落霞，南眺林木葱郁，北望层楼掩映，游目骋怀，
平添多少书生意气。
湖光塔影，确实是北大校园最有代表性、最醒目的一景。
博雅塔雄健挺拔，体现着北大人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未名湖柔波荡漾，象征着北大厚德载物的阳柔
之美。
　　　本书是“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之一分册。
通过搜集翔实的史料，以生动的笔触与丰富而珍贵的历史图片，介绍了北京大学从其前身京师大学堂
的建立到1949年之前的这段历史，并介绍了北京大学前期蔡元培、胡适等历任校长，辜鸿铭、陈独秀
、李大钊等著名教授、学者及校园建设、学校生活、校旗与校徽的设计等情况，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
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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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北大风物与人文精神（肖东发）第一章 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学堂散记英语校名首任总教
习丁韪良第二章 老北大北京大学校旗图说校长——老北大之魂教授——老北大的魅力红楼——老北大
的永恒象征图书馆——精神的家园沙滩——老北大的永恒风景代代相承的社团活动丰碑永驻的学生运
动赴国难 弦歌不辍第三章 燕园旧影贝公楼溯源绛霞映照临湖轩燕大学生军骑兵团燕园姊妹楼以谁命
名？
燕大习俗：对于一年级新生的考验燕京大学的女大学生生活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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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蒋梦麟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生，因
为出生前夕其父梦见有一只熊闯人家中，因此命名为梦熊，后来因为在学校闹事，梦熊这个名字人　
　了黑名单，方才改名为梦麟。
　　蒋梦麟五岁时便被送入私塾读书，自小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对日后的发展起了非常
显著的作用。
蒋梦麟曾经说到，这种强制性的私塾教育其实让他得益匪浅，一方面是可以从古书中找到立身处世的
指南针，另一方面也成为后来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
在私塾教育的影响下，蒋梦麟立志要走一条“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于12岁那年进入绍兴中西学
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最初是英文，后来又增加了日文，学识渐增。
1903年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经过三场角逐，考取秀才。
此时蒋梦麟已经认识到，西学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因此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为留学美国作积
极准备。
1908年8月蒋梦麟赴美留学。
次年2月人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学习如何将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现
象。
1917年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毕业论文为《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
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
1964年病逝于台北。
　　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
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
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
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蒋梦麟在北大代理校长期间，正值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办学经费严重短缺。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员的基本生活，蒋梦麟四处奔波，多方交涉。
他采取了“开源节流”的方针，一方面向政府索要拨款，并多方筹集；另一方面，号召大家注意节俭
，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
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北大在困境中继续前进。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1931年春，蒋梦麟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规定北大以“
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他广揽教授人才，积极筹措资金，改善办学
条件，使北大自与军阀政府开展复校运动成功后，走出了一条中兴北大之路，使各项工作走入了正轨
。
　　蒋梦麟任校长之职期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北大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
此时的蒋梦麟除了忙于校内事物外，还带领全校师生积极参与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运动中。
在旁人劝说他离开北京躲避风头时，蒋梦麟毅然拒绝，他坚决要和北大师生在一起和日军周旋到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
在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
大学。
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来主持校务。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
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
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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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敌机轰炸长沙，时局十分紧张。
蒋梦麟到汉口向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建议，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
衔接。
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
1938年2月，搬迁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蒋梦麟从长沙辗转到达昆明。
蒋梦麟到昆明后，立即投入新校址的筹建工作。
　　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的校务，仍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来主持。
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
总共历时9年。
三校学生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患难与共，团结合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写就了中华民族教育史上
的辉煌篇章。
蒋梦麟曾回忆道：“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
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
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由此可见，蒋梦麟为临大和联大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辛劳。
　　作为一名校长，蒋梦麟表现出了超越蔡元培校长更突出的办事能力。
他就任之后，对北大的行政和教学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改革。
同时蒋梦麟对北大理科的教师队伍进行了彻底的整顿，对所有的教授进行重新聘任。
当时一批国内第一流的科学家到校执教，如李四光、孙云铸等等。
在他们的带动下，理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同时，蒋梦麟对科学研究工作相当关注，他将原来的研究所扩大为研究院，下设文科、理科、法科三
个研究所，并增设研究教授职称，招收研究生。
从此，北大的研究工作就不断的取得新的成果。
他还十分注重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邀请了一些外国学者来校做学术报告，如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威尔
逊、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肖威尔等等，他们的讲课在北大均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梦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蒋梦麟关于教育方面的
论文，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
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封建主义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
倡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义教育。
由于后来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减少了。
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却坚持贯彻他的教育思想。
尤其是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在北大任职期间更是谨记在心，遵照执
行。
他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
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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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北大风物与人文精神　　肖东发　　“常向湖光会意思，偶从塔影悟精神。
”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以“一塔湖图（一塌糊涂）”来概括燕园的风景，语虽诙谐，却也
恰切。
围绕着未名湖、博雅塔和图书馆，燕园里产生了很多美好的传说，也涌现出了很多巧妙的解释。
有人说，博雅塔是一枝硕大的神来之笔，而未名湖则是一方来自天池的巨砚，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挥
动着博雅巨笔，饱蘸未名之墨，书写了北大的辉煌历史，而图书馆则正好是北大百年历史的最好见证
和保存者，等等。
这样的传说和神话实在是举不胜举。
　　近来，我倒对“一塔湖图”有一种新的理解——那分明是北大精神的一种特殊象征：　　古朴庄
重的博雅塔．原是为解决校园供水问题而建造的水塔，模仿通州古燃灯塔样式，简洁朴素，卓然耸立
。
能把与我们生存相关的最基本的现实需求化作为一种超然的美，而且名之博雅——广博优雅，这一现
实，焉能不发人深思?湖光潋滟的末名湖，曾是前清淑春园的所在地，石舫横卧，石鱼翻尾，垂柳环湖
，美不胜收。
蜿蜒曲折的小径旁，常有琅琅书声；碧波掩映的小岛，宛若嵌于湖心的珍珠。
立足湖畔放眼望去，东观博雅塔影，西对钟亭落霞，南眺林木葱郁，北望层楼掩映，游目骋怀，平添
多少书生意气。
　　湖光塔影，确实是北大校园最有代表性、最醒目的一景。
博雅塔雄健挺拔，体现着北大人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未名湖柔波荡漾，象征着北大厚德载物的阴柔
之美。
　　塔和湖，一纵一横，一刚一柔，一凸一凹．一阳一阴，一伟岸，一纤秀，一沉稳凝重，一欢快空
灵。
　　塔象征着思想自由，卓尔超群，特立独行，敢于创新，科学求真；湖隐喻了兼容并包，虚怀若谷
，整合精深，和而不同，民主多元。
二者刚柔相济，珠联璧合，相映生辉，缺一不可，暗合着北大人的精神品格。
古话说“大象无形”，我们居然把充溢在空气中，原本无形的“北大精神”、“少年气象”、“风骨
气韵”有形化了，与可视的燕园景观融在一起了。
　　为什么北大学生“一旦配上校徽，每个人顿时便有被选择的庄严感”？
而且总有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气概和“心忧天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感，这就是
博雅塔和未名湖所体现的精神。
就是毕了业，走到天涯海角，也改不了特立独行、不迷信权威、舍我其谁的劲头。
难怪在有些人的眼里，这些特征被置换成另一套词语，如狂傲不羁、眼高手低、自由　　散漫、清高
而不合群等等。
这些用不着申辩，因为大致符合事实，确实是不少北大人的毛病。
早在1931年，蒋梦麟校长发表《北大之精神》一文、在谈到“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时候便说过：
“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
能容则泽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
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世上事物往往如此：有一长必有一短。
识己之长补己之短，方为明智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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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足湖畔放眼望去，东观博雅塔影，西对钟亭落霞，南眺林木葱郁，北望层楼掩映，游目骋怀，
平添多少书生意气。
湖光塔影，确实是北大校园最有代表性、最醒目的一景。
博雅塔雄健挺拔，体现着北大人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未名湖柔波荡漾，象征着北大厚德载物的阳柔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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