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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
”从而开创了北大盛世繁荣的学术氛围之风。
自此，北大校园内风云人物云集，北大也成为了学术的代表，从“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五四”，
无不为北大在历史上留下鲜明的一笔。
历历百余年，那些人，那些事，让你感悟其精神与气象的魅力所在。
　　本书精选了北大数十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名人学者的上千则逸事，话语，力图从细微处管窥一代学
人的精神风貌和为人治学的严谨态度。
这些材料都是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勾沉出来的，很多故事读者并不熟悉，新鲜好读，且有很高的史料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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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清末时期孙家鼐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号蛰生、澹静老人，安徽寿县人。
清末名相。
咸丰九年（1859）中状元。
1876年，任光绪帝师。
1895年，列名北京强学会。
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身份主持创办、管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被称为北京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任校长。
后任礼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资政院总裁等职。
◎孙家鼐去张尚书家赴宴，同席的林侍郎问：“皇上学识如何？
”孙家鼐说：“天资聪颖，好学不倦。
”话音未落，翁常熟到。
主人邀常熟上座，既入座，有人又以林侍郎的问题问常熟。
常熟沉吟半晌，说：“皇上驽钝，久学无进步。
”孙家鼐说：“是这样。
”又说：“我从来不喜欢对人说起皇上的事，承林公相问，不得不答，实在是说了谎话啊。
”德宗为慈禧所忌讳，常熟所言，不无深意。
孙家鼐随风转舵。
足够机警。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肆烧杀掳掠。
事后。
编修官刘廷琛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孙家鼐失职，孙坦然受之。
以后。
光绪皇帝下诏令大臣荐举御史，孙独保刘，并称：“往日他以大义责我，故知他忠诚必不负国。
”◎1908年10月，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
慈禧的灵柩停在皇极殿，光绪的灵柩停在乾清宫。
按照礼仪，群臣应哭灵三天。
然而，大臣中除了孙家鼐伏地痛哭外，余者皆无戚容。
◎孙家鼐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时，延聘美国人丁韪良为大学堂西学总教习。
德、意两国大使知道后，强求大学堂也聘请德、意两国人为教习，声称只有这样，才利于中国大局，
“实为幸甚”。
孙知道后。
严词驳斥，予以拒绝，并说：“查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
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干预。
”张百熙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
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
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山东学政、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都察
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职。
为官三十余年，积极主张变法自强，直言进谏。
1902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对京师大学堂有开创性的贡献。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时，曾着力于建设京师大学堂，却屡受荣禄、刚毅、鹿传霖等权贵的刁难。
他曾申请在丰台购地千余亩，打算建设七科大学，但终因权贵的阻挠而未被批准。
这块土地因此也被废置不用，后来却成为了日军侵华时演练野战的场所。
张百熙“爱才如命”，出任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后，请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当总教习。
吴以年事已高，不肯应聘。
一而再，再而三，张百熙竟然当场跪下，非要吴汝纶答应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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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虽答应了当总教习。
但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料，吴从日本考察完归国后，便一病不起。
张百熙爱才如命，但不喜欢谄媚之徒。
曾有一位青年为张所器重。
一次，张的小妾生病，这位青年知道后，居然在家中设立香案，天天为之祈祷。
张闻听此事后，叹息道：“我一直很爱他的才气，但我没想到他的德行却是如此。
”后来就逐渐疏远了这个青年。
清代惯例，朝廷如有谕旨申斥官员，京官由太监传宣。
外官由督抚代宣。
京官被申斥者，跪聆宣旨毕，太监往往破口辱骂。
情状甚为不堪，因而，一些官员为避免受辱，便事先贿赂宣旨太监。
太监亦视贿金多寡而决定骂还是不骂，大骂还是小骂。
清末。
尚书张百熙和侍郎唐绍仪不和，互递奏章攻击对方，朝廷不偏不倚，两人均着传旨申斥。
张百熙仗自己老资格，没有行贿，结果听宣旨毕，太监顿足大骂，骂完后说一声“混账王八蛋滚下去
”。
张叩首起立，已面无人色，回去未几便抑邵戚疾，一命归天。
而唐绍仪在前一日送了400两银子给太监。
因此宣旨毕，太监只字不骂，只说“下去”二字。
1904年2月，日、俄两国在中国辽东半岛爆发战争，清政府竟宣布中立。
京师大学堂学生义愤填膺，爆发拒俄运动。
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遂令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
严惩带头闹事的学生。
张却认为学生的行为实属爱国，便对学生网开一面，不予追究，并在学生上管学大臣的信函中批示道
：“本大臣视诸生如子弟，方爱惜之不暇，何忍阻遏生气，责为罪言！
”还建议学生以后讨论国家大事，如果确有见地，可以随时写成论文，呈交他批答，以增长学识。
张百熙曾赋诗明志云：“方我少年时，读书气嶙岣。
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
”林纾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
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
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崇。
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风行全国，有“可怜一卷《茶花女》，荡尽支那游子肠”之誉。
曾任北京大学讲席，推崇古文，反对白话文。
著译颇丰，翻译世界名著40余部，诗文集有《畏庐诗存》《畏庐文集》《畏庐漫录》《韩柳文研究法
》等。
林纾幼时家贫，嗜书如命，无钱买书，只好向人借抄。
为督促自己一心读书。
林曾画一具棺材，贴于墙上，并题字云：“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苦读多年，终成一代古文翻译大家。
林纾31岁中举后，求仕之心颇切，接连7次赴京城参加会试，然而都以失败告终。
戊戌变法失败后，林纾悲愤不已，从此改译西文小说，绝意仕途。
林纾译书和别人不同，他不懂外文，必须依靠别人的日译讲解。
才能用文言文改译外国的小说作品。
经他改译的法国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面世后，轰动了全国。
严复曾评价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游子肠。
”林纾后来又陆续改译了《伊索寓言》《鲁宾逊漂流记》《新天方夜谭》《黑奴吁天录》等作品，无
不被国人竞相传阅，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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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在北大任教时，有一门课被排在下午两三点，一日，林纾又看到学生们昏昏欲睡，便把课本一合
，说道：“下面我为大家讲个故事。
”学生一听，精神为之一振，林纾接着说：“有一个风流和尚，一次经过一座桥，看见一位美女姗姗
而来。
”学生们此时已集中精神听他讲故事，但林纾此刻却不讲了。
学生们请他继续讲那和尚和那美女后来怎样。
他幽默地说：“没什么，一个向西，一个向东，走了。
”此刻学生们也睡意全无了。
在晚清士林中，林纾扮演过激进的维新角色，更有着浓厚的遗老情结。
1922年底，末代皇帝溥仪大婚。
71岁的林纾不顾病后体乏，特地绘了四镜屏呈进。
溥仪亲自书写“贞不绝俗”匾额作为赐赠。
林纾接到匾额后，十分感激，写成《御书记》，内中有云：“呜呼！
布衣之荣，至此云极。
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
死必表于道日：‘清处士林纾墓。
’示臣之生死，故与吾清相终始也。
”1915年，林纾为国学扶轮社编纂的《文科大辞典》作序云：“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
堆中觅取生活？
”袁世凯称帝前，请林纾写“劝进表”，并邀林当高级顾问，林严词拒绝：“将吾头去，吾足不能履
中华门。
”林纾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但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
，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
。
翻译小说达40余部，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林纾翻译《茶花女》，实出偶然。
1897年，林纾的妻子刘氏去世，46岁的他郁郁寡欢，整日不苟言笑。
恰逢友人王寿昌由法归来前来拜访，并劝与之合译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来排忧解闷。
但林纾不识外文，于是王寿昌口译，林用笔记录之。
林凭借着他深厚的古文功底，以文言译之，通篇流畅而优美。
通常是王寿昌口述完毕，林纾也记录写完，而且是不加改动润色，犹如独创。
林纾在北大授课时，曾讲述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开头一句“呜呼，余少孤”五个字，林纾读来凄
楚哀愁，其声呜咽，似有哭泣。
学生中有同此身世者，情不自禁哭了起来。
讲解这五个字，用了一小时还没有讲完，这篇文章更是用了四堂课才讲解完毕，可见其之细。
林纾平生任侠尚气，性情刚毅，除长于文学撰述之外。
还精于武术，尤擅舞剑，曾著笔记小说《技击余闻》，记载平日耳闻目睹的武林实事。
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讲授武林故事。
言谈之间，眉飞色舞，津津有味，让学生向往不已。
林纾说：“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
”新文化运动时期。
林纾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以拟想的人物。
影射北大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攻击《新青年》“伤天害理”。
为“禽兽之言”，欲借“伟丈夫”之手，将北大新派人物一网打尽。
林纾为近代翻译大家。
终其一生，翻译世界名著40余部。
林晚年自陈其翻译目的云：“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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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曾说自己：“生平冷癖，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林纾为近代古文大家，善诗文，精书画，好自矜夸，有狂生之谓。
其《畏庐文集》，于闲漫细琐之处，曲曲传情，与明代归有光文风相近。
林自己也说：“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
”新文化运动时期。
林纾写文言小说丑化、谩骂北大新派人物，鲁迅颇为反感，曾写《敬告遗老》一文予以回击，同时还
在一封信中称林为“林禽男”（林纾字琴南）。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极力捍卫古文的地位，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激烈论争
，讥笑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
“不值一哂”。
白话最终取文言而代之。
林仍矢志不渝，推广古文。
他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说：古文不能废，“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
在他逝世前一月写的遗训十条中，特意为擅长古文辞的四子林琮写有一条：“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
，将来必为世所宝。
”林在弥留之际，仍以手指在林琮手心写下最后的遗嘱：“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
”严复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
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影响至今。
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后任首任校长。
辛亥革命后，思想趋于保守。
其著作编入《侯官严氏丛刊》《严几道诗文抄》，代表性译著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
。
严复给孙女取名，都是“某云”。
“云”表谱名，“云”上的那个字都带有单人旁表命意。
一孙女名倚云，取自唐诗“日边红杏倚云栽”之句；另一孙女叫倬云，取自《诗经》中的“倬被云汉
”。
严复的孙女生了一个又一个，他觉得诸孙皆女，何以克绍箕裘？
便给新出生的孙女取名停云。
希望子媳生个男孩。
可见思想开通的严复，也未能泯除重男的封建意识。
1904年，清廷制定《归国留学生考试章程》。
从1905年到1911年。
举行了6次考试，共录取1388人，其中欧美留学生136人，留日学生1252人。
那些洋务运动时期出国归来的老留学生，由于年龄偏大。
无法参考，不免牢骚满腹。
为此。
清廷又于1909年赐予一些知名人士科举出身。
弄得这些人既激动。
又伤感，啼笑皆非。
严复在农历十二月初七从《邸钞》上得到这一消息，当晚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提笔赋诗，其中言道
：“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切踯躅。
生平献玉常遭刖，此日闻诏本不图。
”严复嗜吸鸦片。
李鸿章曾就此劝诫他道：“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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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闻之，决心戒烟，但屡戒屡吸，无一次彻底革除。
严复在逝世前一年，仍对吸烟悔恨不已，他在致熊纯如的信中说：“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
患，若旱知之，虽日仙丹。
吾不近也。
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
世间如有魔鬼。
则此物是耳。
”1912年2月。
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严复接管大学堂后，困难重重，数月领不到经费，“几至不名一钱”。
严不得已想办法借债应付，筹备复学。
此时，财政部又下令减少教员薪水至60元以下，严极力反对，提出“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
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以保证教员到校复学。
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时，主持预备班学生的淘汰考试，在复查学生的试卷时，发现一篇佳作被汉
文教习斥为“悖谬”，只给了40分。
严对此文十分欣赏，动笔为之稍加润色，便成上乘之作；又自己出钱。
奖赏该生10元，以资鼓励。
甚至还遗憾自己的女儿太小，不能许配给该生。
严复任北大校长时，主张学习西方新学，努力提倡学习外语。
除国学课外，所有课程，都用外语讲授。
一时“校中盛倡西语之风。
教员室中，华语几绝。
开会计事，亦用西语。
所用以英语为多。
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多称羡”。
当时的英语教员徐崇钦，一上课就讲“我们的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也讲英语，于是大家
也跟着讲。
急得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讲英语的沈尹默抗议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
约？
”并威胁说道：“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
”此后，满室西语之风稍敛。
1921年10月27日，北大首任校长严复在福州病逝。
临终遗言：“须知中国不可来，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
须勤思，而加条理。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美国汉学家史华兹说：“严复不是整个中国的代表。
他属于一个庞大的、愚昧的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杰出的文人学士，而在这些文人罕士中，他又属于对时
势做出开创性反应的佼佼者，他的著述确实对他同时代的青年人，和对现今已七八十岁的中国知识界
、政治界的杰出人物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梁启超深受过他的影响。
而其他各类人，如胡适、蔡元培、鲁迅以及毛泽东也都在年轻时受过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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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那些人》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想起鲁迅的沉痛之言：“北大失精神”这枚后更隐含着“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
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中国人之痛：钱理群。
如果没有伟大的大学，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吗？
如果以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都缺乏反省精神，缺乏对于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这个国家能寻找自己
的方向感吗？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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