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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建立学界陶铸国民：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的主编章开沅和余子侠两
位老师的意见，这套丛书是要总结现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经验和教训，“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传统，
避免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端遗留的消极影响”，以使今人“实现对于历史的超越”。
在今天中国教育界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几乎已经不知大学和学术为何物的情形下，这份用心，深值敬重
。
这也使我想起当年博士论文答辩时，有位老先生问我，何以民国时候的大学办得比现在好？
我知道这个问题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且也很好奇，想知道老先生对此怎么看，故而答日“不知
”，请老师指教。
现在，又已是七年过去了，这本书有没有回答那个问题？
自然要交给读者评判。

　　最后，应感谢对这本书的写作给了我许多指导和帮助的章开沅、余子侠、秦和平教授，以及四川
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
书中的照片，采自《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任鸿隽陈衡哲家书》、《陈衡哲早年自传》
、《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四川大学史稿》等书，也是应该说明和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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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东杰，1971年生，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
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等
著作。

　　章开沅，浙江吴兴人，1926年生。
1948年11月于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肄业。
1951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至今。
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
1984-1990年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3-1990年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
1990-1995年，历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第14届“黄
林秀莲访问学人”等。
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授予荣举博士学位，田纳西州长授予荣誉市民证书。
撰著及主编的主要学术著作：《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张謇传》《离异与回归--传
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实
斋笔记》《鸿爪集》等。

　　余子侠（余子峡），湖北蕲春人，1953年生，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先后获得哲学学
士、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两级研究生指导教师、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
在《教育研究》、《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独撰及合著《山乡
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学术专著多部，主编（合作）《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日
本侵华教育全史》、《湖北考试史》等大型学术著述多套，另参加《陶行知教育学说》等学术著作的
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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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任鸿隽的主要目标还是要“从根本上祛吾人胶己之惑，以明科学之入神州，为智识革命上
不可少之事”②，亦即要输入西方的科学。
不过，当他试图以实效来论证“求真”之学较“明道”之学为“发达”时，无意中又回到了自己所反
对的要求当下可见之用的道路上来。
实际上，他批评“一二高尚纯洁之士”欲图以个人的魅力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为“无当”而提出
建立学界以改善民生的途径，已经蕴涵了这层意思。
盖道德之用亦“用”也，且是国人传统中最关注的“用”，离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尚有距离。
　　实际上，在近代中国贫弱交加的现实困境的压力下，热心救国之士最关注的其实仍是“用”，且
是使中国迅速脱贫和强盛之“用”。
顾毓琇（1902-2002）曾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自己并不反对“中国人学‘纯粹科学⋯，但只是“感觉
得纯粹”的‘科学研究’不一定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
③以“最需要的”来衡量“科学”，自然有缓急之分，故所有不求功利的话，根本目标也仍是要落实
在“无用之大用”上。
就任鸿隽而言，这种“大用”至少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富国强兵这样的物质层面，一是道德风俗这
样的精神层面。
这些看法一直潜存于他的心中。
如前所述，早在到美国之前，他已经在家信中提出了从事实业和学问的理想。
彼时他心中所想的“学问”大约不一定是无功利的，但一旦从“不求功利”的层次上理解“学问”，
“实业”与“学问”孰重的问题自然也就出现。
　　在留美的那几年中，任鸿隽一方面不断地提醒大家“求真”才是科学的真精神；另一方面又常云
，学有两类，一在“求真”，一在“致用”。
当然，他在强调“求真”的时候，也并不是说“求真”便不可“致用”，而是从为学态度上着眼。
总体来说，任鸿隽一方面确是为科学的效用所吸引，且正欲以此诱导国人走向科学一途；另一方面又
害怕过于强调其应用性而使国人误解科学的“精神”，故从表面上看，其立言常常徘徊不定，但也有
一明显地由二者并重到渐渐趋重于精神一端的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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