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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地处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位于北京西郊的著名科技文化和园林风景区。
这座全国最高学府北依闻名中外的圆明园遗址，西临洋溢着中华文明之光的颐和园和风景秀丽的香山
，东接另一所著名高校“清华园”，南面为体现着现代科技的中国“硅谷”中关村。
校园内景色优美，四季常青。
建筑风格既保留有古典园林特色，又反映出新时代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的气势，校内著名的景观有未
名湖、博雅塔，湖光塔影交相辉映，为美丽的燕园增添了无限风韵。
校内还有蔡元培铜像、李大钊铜像、青年毛泽东铜像、马寅初铜像、“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北大革
命烈士纪念碑、埃德加·斯诺墓等纪念建筑，反映了北京大学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为后人留下了
不尽的怀念。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学，其学术水平一直在国内傲视同侪，不少各界出色业者及
知名学者出自北大或曾在北大任职。
在国际学术排名榜中，北大在众多领域均高居中国大学之首。
在中国的民间排行榜中，多以北大居首。
在国外所作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北京大学均名列中国第一。
在学术期刊方面，北京大学所发行的部分学术期刊，是中国大陆当中，少有获得国际知名的大学所认
可、具品级的学术期刊。
而一些知名学府如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亦有与北大合作共同发行的期刊。
这是一块神圣的土地。
百余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
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天下的严峻思想、刚正不阿的人格操
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白话文运动的中心，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梁实秋
、林语堂等现代文学大师都曾在北大任教。
百年北大为中国造就了大量蜚声文坛的诗人、作家，不仅有现代文学大师茅盾、朱自清，有“新月诗
派”主将徐志摩、“七月派”诗人胡风、“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汉园三、诗人卞之琳、
何其芳、李广田、“九叶派”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新中国著名诗人李瑛，也有小说家
台静农、废名、张天翼、徐讯汪曾祺、鹿桥、刘绍棠、叶永烈，还有著名散文家俞平伯、梁遇春、张
中行、剧作家杨晦、刘锦云。
在“文革”以后的文坛佼佼者有张承志、刘震云、陈建功、黄蓓佳、张欣、曹文轩等北大人；盛极一
时的“北大诗会”涌现了海子、骆一禾、西川、臧棣、戈麦、西渡等一大批当代杰出诗人。
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校长开始就强调美育，北大学子中出现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戏剧家李约祉、金仲
荪、北派书画艺术的领袖人物郭风惠、大写意花鸟画家李苦禅、国画家秦仲文、吴镜汀、作曲家吴伯
超、书法家柯璜、谢无量、欧阳中石、篆刻家乔大壮等一流艺术家。
北大学子中涌现了近四百位大学校长，遍及中国各大名校，包括：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徐旭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顾方舟，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校长李未，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鹏大，复旦大学校长张志让，交通大
学校．长叶恭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管惟炎，浙江大学校长钱三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刘哲，
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周其凤，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同济大学、重庆大学、
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武汉大学校长刘、秉麟，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兰州大学校长聂大江，山东大
学校长潘承洞，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等。
北京大学凭什么出名？
走进本书，你会深深爱上这所神奇的中国最高学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大学凭什么出名>>

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凭什么出名》包括了北大曾是中国最高学府；北大的气质与魅力；拥有中国最优秀的
学生和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毕业于北大的当代各界名人；青年毛泽东与北大的渊源；北大讲义风潮
与鲁迅的不称职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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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一度停办。
1902年恢复后，设速成、预备两科。
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艺两科。
1903年，增设医学馆、译学馆和进士馆，1910年办分科大学，设有经、法、文、格致（理科）、农、
工、商、医八科。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严复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16年12月，著名学者、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这是一项对北京大
学至关重要的任命。
蔡元培一上任就开始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他延聘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
，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国内一流学者先后来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也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
这一时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非常辉煌的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还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
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第一个支部是在北京大学建立的，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曾在北京大学学习
或任职过。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像北京大学那样对历史进程产生过如此重要的影响，为中国的
革命和进步事业作出过如此重大的贡献。
1927年，奉系军阀统治北京时，悍然决定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的9所国立学校合并，成立所谓京师大
学校。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后，又将京师大学校改为中华大学，不久又改为北平大学。
由于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1929年8月，恢复了北京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师生辗转南下，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4月，又由长沙迁到昆明，将校名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工、法、师范5个学
院26个学系。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西南联大仍继续坚持着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每年在校学生保持在3000
人左右。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宣告结束，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同年10月正式开学。
当时北京大学设有文、理、法、医、农、工6个学院和1个文科研究所，学生总数为3400多人。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北京大学获得了新生j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大学逐步发展成为
·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北京大学将校庆日由过去的每年12月17日改为每年的5月4日。
党和国家非常关怀北京大学的发展，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北京大学题写校名，并三次写信鼓励师生团结
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周恩来总理曾先后6次亲临北大视察或作报告。
1951年6月，国务院任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医、工、农学院以及其他部分学科或分出去单独成
立高等学校，或并人了其他大学。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院系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的有关系科并入了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校址也从北京市内的沙滩等地迁移到了位于北京西北郊著名园林风景区的原燕京大学校址
，即“燕园”。
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侧重于文理基础科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大学，当时全校共
有12个系，33个专业，到1965年发展到18个系、53个专业；学校规模也不断扩大，1962年在校本科生曾
达到10671人，研究生为280人。
从1949年到1965年的16年间，北京大学共为国家培养了3万多名本科毕业生和2000多名研究生，他们大
部分已成为我国各个领域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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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还产生了包括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等在内的
一大批科学研究成果。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北京大学也进入了在改革开放中振兴和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同志曾亲自过问北京大学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工作，并于1978年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题写了
馆名，1987年还为《今日北大》一书题写了书名。
李鹏等同志曾同北京大学学生座谈并亲临学校视察工作。
2001年，江泽民主席为北大校史馆题写了馆名。
这些都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北京大学的重视和关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以来，北京大学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
革，促进发展，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建设成就。
从1993年北京大学建校95周年至今，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学校抓住机遇
、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先后召开了德育工作、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科学研究、科技
开发和校办产业、招生工作、就业分配、研究生教育、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人事工作、外事工作、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工作会议或研讨会，积极探索和进一步明确了各个领域的改革思路，
陆续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学校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
1994年7月，学校成功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确定了到2l世纪初叶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社会
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通过了《北京大学改革发展纲要》，标志着北京大学的改革发展又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
经过近三年的规划论证和申报审批，北京大学“2ll工程”建设项目先后通过国家有关部门预审、专家
审核，并于1996年10月得到国家的正式批准，北京大学成为国家“211工程”中首批重点支持的两所大
学之一，为北京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也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展现了良好的前景。
北京大学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更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出人才、出成果，对学校的结构以及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校管理等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同时加强了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设施建设、校办产业建设和校园基本建设，并且积
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使北京大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的系科专业大都侧重于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而技术科学和应用性学
科方面的系和专业很少；培养的基本上是全日制本科生，而研究生和其他层次、类型的学生很少。
这不但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日益发展不相适应，而且也限制了北京
大学自身的发展和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对学校结构进行了改革：一是按照继续重视基础学科专
业，大力加强技术科学和应用性学科专业，注意发展新兴边缘学科专业的方向，改革学校的学科专业
结构。
目前，北京大学已经由原来文理学院式的综合性大学改变为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科学等多种学科的新型综合性大学。
二是按照以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逐步增加研究生的比重，并开展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和继续
教育，改革学校的学生培养层次结构，使学校正在发展成为一所研究型的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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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地处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位于北京西郊的著名科技文化和园林风景区。
这座全国最高学府北依闻名中外的圆明园遗址，西临洋溢着中华文明之光的颐和园和风景秀丽的香山
，东接另一所著名高校“清华园”，南面为体现着现代科技的中国“硅谷”中关村。
校园内景色优美，四季常青⋯⋯ 《北京大学凭什么出名》告诉你北京大学何以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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