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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时期，中国积贫积弱，但民国时代的大学却闻名退迩，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这是为什么呢？
有史家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大学校长个个都很“牛气”。
俗话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校长怎么样，大学就会怎么样；如果要想造就一个伟大
的大学，有干练的校长还不够，还必须有卓越的校长。
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当然能够带出一所好的大学，比如蔡元培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于清华大学、竺可
桢于浙江大学、罗家伦于中央大学、唐文治于南洋公学、郭秉文于东南大学，又如张伯苓于南开大学
、马相伯于复旦大学、刘湛恩于沪江大学、张寿镛于光华大学，还如司徒雷登于燕京大学、陈裕光于
金陵大学、卜舫济于圣约翰大学、钟荣光于岭南大学⋯⋯回顾历史，我们就会深切地感觉到，这些著
名大学之所以著名，正是因为有这些卓有才识、富有胆略的“牛气”掌门人，他们非凡的气质决定了
他们非凡的大学。
民国时期的大学包括三种：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
大学掌门人自然也包括了三种。
他们是旗帜，他们是灵魂，他们是山岳，他们引领着那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为国家、民
族乃至全人类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各类人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校长记>>

内容概要

　　《大学校长记：那个年代的大学校长们》记录的人物有：严复、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罗家
伦、梅贻琦、唐文治、竺可桢、茅以升、吴有训、郭秉文、王世杰、赵太侔、王永江、刘文典、熊庆
来、马君武、任鸿隽、胡先辅、林伯襄、杨荫榆、严修、张伯苓、马相伯、陶行知、司徒雷登、卜舫
济、陈裕光、吴贻芳、钟荣光、杨永清、林济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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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立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北大第一位校长“北大之父”“北大功狗”从北大到台大清华大学清华
主要奠基人之一清华第一位校长，中大最杰出的校长两岸清华校长交通大学交大最杰出的校长，无锡
国学专修馆馆长浙江大学“浙大保姆”北洋大学北洋赖他大有改善中央大学中大历史上三次重要的过
客东南大学“东南大学之父”武汉大学“武大之父”中山大学他的名字与中大联系在一起山东大学一
生辛劳为山大厦门大学立厦大的当家人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创始人安徽大学一位古典文人式的校长云南
大学云大因他而臻鼎盛广西大学“广西大学之父”四川大学川大应该感谢他中正大学中正大学首任校
长河南大学中原大地高教第一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第二章 私立大学校长南开大
学“南开之父”“南开之魂”复旦大学“复旦之父”“复旦保姆”光华大学“与光华同始终”晓庄实
验师范学校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第三章 教会大学校长燕京大学“燕京的灵魂”司徒校长的好助手与
好接班人圣约翰大学“圣约翰的灵魂”金陵大学金陵大学的象征金陵女子大学民国最杰出的大学女校
长岭南大学“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沪江大学一位爱国教育家东吴大学东吴首任华人校长齐鲁大学
他带来了“济南的春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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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改善办学条件方面，罗家伦上任之后，扩建了学生宿舍，重修了生物馆、东南院和南高院，
加建了图书馆，不仅使阅览室的面积扩大了4倍，而且书库的容量也增加了1.5 倍。
同时，图书、杂志数量也大有增加。
据统计，自1932年9月至1937年5月，中大共购置图书计中文书63381册，西文书34828册；中文杂志286
种，西文杂志233种。
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大教育事业的发展。
1934年，罗家伦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期”到了。
当时中大逼处都市中心，四面环街，车马喧嚣，不宜研讨学问，熏陶身心；校部面积仅300多亩，湫隘
狭窄，实无发展余地；且师生食宿，杂处市井，难以沟通；教学试验，分散隔离，极不经济一处处都
制约着中大的发展。
于是，罗家伦打定主意，另觅新校址，要把中大建成一所能容纳5000至10000名学生的真正的首都大学
，同时也实现他的“一个玫瑰色的甜梦”。
罗家伦的设想，在他的多方奔走努力下，不仅得到了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的赞成，而且也赢得了蒋介
石的首肯。
于是，1934年1月，在国民党的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建立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240万，
并由行政院按月拨付1934年度迁校建筑费8万元。
随后，罗家伦派人四方勘探，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选定中华门外的石子岗一带作为新校址。
该处北对巍巍紫金，南连葱郁牛首，东倚天印方山，西眺滚滚长江。
山陵起伏，曲折有致，林木茂盛，风景极佳，而且交通便利，与首都各文化学术机构仍可收彼此合作
之效，实在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场所。
新校址选好后，罗家伦悬赏5000元，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标。
经评定，由兴业建筑公司绘图承建，共圈地8000多亩，预计30个月完成。
倘真如愿，中大必将成为一个“环境优美、格局轩昂的全国最大的近代式大学”。
正如罗家伦自己所认为的：“本校是否能成为国家完善之学府，当视新校址是否建筑迁移而定。
”可是，就在新校址动工还不到2个月的时候，卢沟桥的枪声就打响了。
全面抗战的爆发、南京政局的危殆，不仅使得中大新址的建设戛然中止，而且迁校的问题又逼至眼前
。
当时敌机轰炸频繁，中大图书馆、实验中学、大礼堂和牙医专科学校都遭到了破坏。
罗家伦在大礼堂的办公室，也被炸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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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
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
利的市肆里巷。
　　——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是丰富、烂漫和充满活力的。
半个世纪之前民族前辈的探索和思考，是我们今天在新世纪不断纠正、改良和前进的重要精神资源。
　　——学者杨东平一座座学府，一团团浓荫；一个个学人，一片片书声；一个个晨昏，一串串故事
。
多少学子，在这里笑过哭过，爱过恨过。
大学的话题，有关知识文化的传承，有关真理智慧的求索，有关社会文明的提升，有关民族精神的进
步，有关人类理想的追求，永远探讨不完。
看一看过去的大学是什么样子，过去的校长是怎样当的，过去的教师是怎样教的，过去的学生是怎样
学的，他们有过哪些失败的教训，又有过哪些可取的经验，这对于今天的校长、今天的教师、今天的
学生，以及一切关心学校教育的人们，难道不是既有兴味又有益处吗？
　　——本书主编李子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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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校长记:那个年代的大学校长们》：学府往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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