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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世界有无数高等学府，论历史的久远，北大也许比不上牛津、剑桥、哈佛，然而，北大的精神
魅力及其对国家民族的深远影响，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是独树一帜的。
美国教育家杜威赞誉蔡元培先生时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
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
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
。
”是的，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沧桑背景，北大校园的风物，才同样幽深隽永。
且不说城里沙滩红楼、民主广场记录下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高举起“新
文化”运动的大旗，倡导文学革命，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建党的摇篮。
就是城外西北郊的燕园也同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燕园的风景足以让人流连，但只看湖光塔影，远不可称熟悉北大；只有了解北大（包括燕京大学
）的历史，了解这里的学术大师，把人文和风物结合在一起，才能更懂得燕园的魅力所在。
我们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探访北大的名人故居及其轶事。
前些年，寻访了城里沙滩附近十余位大师的故居；近来，我们又把目光集中于燕南园。
　　去过燕南园的人都知道，那地方似乎很普通。
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也许就是树多一些，人少一些。
这里的树的确多，几乎所有的空地都植遍了。
若是夏天，茂密的枝叶绘成一片铺天盖地的葱茏绿色，显得格外凉爽。
绿树掩映之中，隐现着一些疏落的房屋，或是二层小楼，或是自成格局的小院，形态不尽相同，但也
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风格。
有一点倒是一致的：一律青砖灰瓦，没有任何奢华的装饰。
也许，正是由于太多的树木把整个园子遮得严严实实，才愈发与周边的环境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大学校园是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充满着青春的喧闹，那也就更加衬托出这方小小天地的幽静。
平时，园中极少有人光顾，惟有长尾巴的灰喜鹊在树丛中飞来飞去，偶尔叽喳几声。
清晨或是日暮，会有几位拄杖缓行的老人，互相遇见了，只简短地打个招呼，更多的时候是独自在甬
道上漫步，似乎已经习惯于陶醉在这静谧的气氛中。
而这持久的幽静不禁凝成了一丝奇特的有如圣境的神秘感。
在这些绿树掩映的园中，留下过多少名师名士的恬淡睿智？
　　说来燕南园的历史并不算太长，还得从燕京大学的成立说起：　　晚清的时候，美国教会在北京
创办了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
1919年前后，三校陆续合并，成为一所新的大学，并聘请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著名美国教授司
徒雷登担任校长。
当时在校名问题上曾经有过一段小插曲：由于先行合并的是汇文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而汇文大学的
英文名称是“Peking University”（即“北京大学”），所以合并后的学校曾经打算挂出“北京大学”
的牌子，但是这与已经名播天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几无二致，显然不妥。
为此，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由蔡元培等人组成的五人委员会。
最后，既没叫“汇文”，也没叫“协和”，更没叫“北京大学”，而是采用了诚静怡先生的建议，定
名为“燕京大学”。
这小小的插曲似乎也说明，燕京大学从成立的时候就与北京大学有了一种微妙的映照，或许是某种难
解的缘分吧。
三十多年后，新中国的教育系统推行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北大迁到了原燕大的
校址——燕园。
这样一来，解放前后京城四大名校中的两校就合流成为新的北京大学，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又
焕发着昂扬进取精神的北京大学。
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还是继续说燕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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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当时燕大在城中的校舍局促狭窄，司徒雷登力图在京郊选择新的校址。
经亲自勘察，选定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
那本是明代米万钟的勺园与清代和珅淑春园的所在，几经易主，清末时归睿亲王的后代所有，因屡经
战乱，已经破败不堪。
后来民国时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这处废园，原打算盖别墅的，司徒雷登千里迢迢跑到西安，几番谈判
，最后以6万元的价格将其购下。
　　校址选定后，由另一个美国人——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设计师亨利·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墨菲以中
国的园林艺术及古典建筑风格为基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
而司徒雷登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连续10次回美国募捐，为燕大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1925年，新校园初具规模，燕京大学迁入新址，但校舍的建设还在持续进行着，先后又购入周边
的蔚秀园、镜春园、朗润园等等，使校界不断扩大。
　　当时城里的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的教授有的自己购了房产、有的租了独院、还有的住在学校宿舍
，燕京大学由于远在城外，教职员的宿舍区受到相当的重视，建于勺园旧址东侧的燕南园和东门外的
燕东园，便诞生于那个时期。
燕京大学在教职员住宅的建设上可谓精益求精、不惜工本，除了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其他建筑材料多
由国外运来，那门扇窗框的木材都是上好的红松，就连门上工艺精良的把手也全由黄铜制成。
房间里铺设了打蜡地板，屋角有造型典雅的壁炉，卫生间里冷、热水分路供应，每座住宅还有独立的
锅炉房以供冬季取暖。
家家门前屋后都有一个宽敞的庭院，花草林木格外繁茂。
各自相对独立的庭院或分或合，在校园里形成了一个景色别致的特殊区域。
与教学区和办公区飞檐斗拱大屋顶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迥异，燕南院和燕东园取的是美国城郊庭院别
墅的模式，或小楼或平房，一色的灰砖外墙。
　　燕南园并不大，总共只有17幢住宅。
然而，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80年来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差不多
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比如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
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
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真可谓国宝云集
！
许多学府也各有自己的教职员专属住宅区，但是，像燕南园这样因名家荟萃而闻名于世的，只怕是还
不太多吧。
　　对于燕南园，不同时代的学子有不同的感受。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孤岛”，燕南园被称作“根据地”，因为在这里，同
学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
那时，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解放区去学习、工作。
凡是要走的同学，学校都为他们送行，并资助一些路费。
此外，或是由当时的学校负责人陆志韦或司徒雷登亲自出面，或是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负责组织，
邀请他们吃晚饭，叮嘱他们要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要为祖国和人民多做有益的
事情。
20世纪40年代末北平解放前夕，住在燕南园的中外教师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他们的家成了进步学生秘密集会的地点，地下党和学生组织经常在燕南园里开会。
有一次，国民党军警包围燕大企图搜捕爱国学生，被列入军警黑名单的学生曾躲到到燕南园60号楼美
国教授夏仁德家中，隐蔽在阁楼上。
直到夜深人静，他亲自帮助学生们跳出院墙，安全逃离。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学生把燕南园称为“北大的中南海”。
因为，当时学校的主要领导——“五长”全都住在燕南园。
如：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住63号；副校长、哲学家汤用彤住58号；另一位副校长、校党委书记江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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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先住57号，后与冯友兰对换住54号；教务长、理论物理、流体力学家周培源住56号；总务长、新闻
学家蒋荫恩住55号；图书馆长、历史学家向达住50号⋯⋯经数十年寒暑，燕南园先后迎来送走北京大
学5位正校长、8位副校长、近30位学部委员和科学院院士。
这里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还留下不少情节各异的趣闻轶事。
　　燕南园是人们向往的地方。
有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突出政治”的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个图书馆系的毕业生站在燕南园里立下誓言：“奋斗二十
年，走进燕南园！
”为此，他被作为“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严重”的典型遭到严厉批判。
现在想来，这位师兄何错之有？
燕南园是一个崇高境界的精神象征，能走进燕南园是无比的光荣。
北大学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他们之中必然有人会跨入学术大师的行列，“走进燕南园”。
　　近年来，我们多次拜访了燕南园的一些老住户，其中既有芮沐、侯仁之、徐献瑜、林庚、林焘等
学界泰斗，也有宗璞、汤一玄、侯馥兴等师长前辈。
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与指点，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其中一些人物已经离开了我们，想来颇感怅然。
幸运的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大体梳理了燕南园的历史情况，汇成此书，希望借此留下一些有价
值的资料。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
经历了八十多年风雨的燕南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纳过诸多住客，若是详细罗列，将是一部极长的
名单。
限于能力也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进行叙述，只能介绍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遗
憾。
我们只企盼这本小书能够引起一些读者的兴趣，有更多的人走进那神秘而神圣的燕南园，感受其氛围
，发掘其精髓，在那些林间小径中继续寻找先贤的足迹，使其成为指引后人前进的路标。
　　肖东发陈光中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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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是北大博导肖东发、作家陈光中继《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之后的又一力作
，作者带领我们探访北大燕南园名人故居及其轶事，饱含感情地书写了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
，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
用彤、冯定，化学家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学家芮沐，文
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大师名士，展示他们的风骨和智慧，勾勒了燕南园的历史风云，
描绘北大的精神与气象。
本书语言厚重，资料丰富，把人文与风物结合在一起，使人读懂燕园的魅力、北大的魅力、教育的魅
力、学术的魅力、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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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东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
图书史、出版印刷史、年鉴学、出版经营管理、传媒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发表学术论文23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工具书20余本。

陈光中，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博物馆学会会员，北京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发表作品约260万字，包括《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1～8册）》、《侯仁之》（长篇传记）、
《北京胡同》、《寻梦古都北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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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走进燕南园(代序)
01 燕南园50号的向达
02 燕南园51号的饶毓泰与江泽涵
03 燕南园52号的黄子卿与林焘
04 燕南园53号的齐思和与沈同
05 燕南园54号的洪业
06 燕南园55号的冯定与陈岱孙
07 燕南园56号的周培源
08 燕南园57号的冯友兰
09 燕南园58号的汤用彤
10 燕南园59号的高厚德与褚圣麟
11 燕南园60号的夏仁德与王力
13 燕南园62号的雷洁琼与林庚
14 燕南园63号的马寅初与魏建功
15 燕南园64号的翦伯赞
16 燕南园65号的芮沐
17 燕南园66号的冰心与朱光潜
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

章节摘录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出生于河南唐河一个封建大家庭里。
他祖上是清初时从山西高平迁来的，靠酿酒为业，到了祖父一代家境已经较为殷实，因此孩子们长
到7岁便开始读书了。
按规矩，自然是先从《三字经》开始，然后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后来冯友兰曾经说：“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
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
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四书’是新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
有时候，儿童刚刚开始识字，就读一种课本，名叫《三字经》⋯⋯就是它，开头两句也是‘人之初，
性本善’。
这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
”　　冯友兰的父亲是位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可谓“书香门第”。
在清代，当了进士就是踏上了仕途。
父亲先是担任了一些杂职，后来派任湖北崇阳知县，不料只当了一年县官就病逝了。
那年冯友兰13岁，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他随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返乡途中，听到了慈
禧与光绪去世的消息。
 在冯友兰的人生之初，母亲的影响是很大的，让孩子努力读书是她最大的愿望。
冯友兰的弟弟景兰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妹妹恭兰（也名沅君）成为著名的文学家，都与母亲从
小给予的倾心关注是分不开的。
比如沅君，幼时便被父亲许配了人家，长大后在哥哥影响下接受了许多新思想，一心想到北京女子师
范读书，母亲当即同意了。
有人提醒说，是不是应当同男方商量一下？
母亲说，既然已经决定去了，那么既不必商量，也无需打招呼，否则万一对方反对，倒不好办了。
可见为了让孩子求学上进，母亲始终是不遗余力的。
辛亥革命后，母亲还当上了唐河县一所女学的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吴清芝”，还很正规
地印了名片。
她教导学生说：“叫你们来上学，是教你们一些新知识、新本领，并不是叫你们用新知识、新本领代
替旧规矩。
”这种“新旧相辅”的认识，对冯友兰日后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1910年，冯友兰和弟弟由伯父做主考上县里高等小学，接着他先后到开封中州中学、武昌中华学
校读书。
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他考入了上海中国公学。
他离家越来越远，一步步走进了外面的大干世界。
　　没有人能说明冯友兰为什么喜欢上了哲学。
冯友兰自己也没有作过太多的说明，他只是说：“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
”　　他是在进入中国公学后不久开始学习“逻辑”的。
有趣的是，那几位教逻辑的老师，要么把英文的逻辑讲义纯粹当成一本英语教科书使用，要么自己也
“实在不懂什么是逻辑”。
冯友兰倒很宽容，说：“我们也难怪这位老师，当时在中国，稍微懂得一点逻辑的人实在是很少有。
”——然而，不懂逻辑的老师却教出来一个一心想搞懂逻辑的学生，这岂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解答这事情的答案只有一个：兴趣。
　　当时，全国仅北京大学一所高校设有哲学系——那时不叫“系”而称“门”。
因此，1915年冯友兰在中国公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考北大。
　　但是，北大虽然号称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开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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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却只有中国哲学门，而老师讲课的内容却很不对冯友兰的胃口，他觉得那些教授连哲学与哲学史
的概念都搞不太清楚，实在令人失望。
一年多以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开始着力改革，北大面貌为之更新，一大批各有所长的学者进入北
大校园，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学术空气。
尽管冯友兰不久之后就毕业离校了，没有赶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
”的口号对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已回到开封教书的冯友兰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名叫《心声
》的刊物，以响应五四运动。
冯友兰在为《心声》撰写的“发刊词”中写道：“破老套而促进化：此本杂志之所以作也。
⋯⋯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
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　　就在这年秋天，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离开祖国，赴美国寻求“外界思潮”去了。
　　冯友兰在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一个十分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
他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就很有些惊人：《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结
果的一种解释》！
　　他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
他认为，近代科学要么是寻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要么是寻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力。
而中国的哲学只追求内心的幸福，用不着那些“权力”和“知识”，所以当然就不会有近代自然科学
——因为用不着！
后来他先后写出了几本书，其代表作是《人生哲学》。
他这个人生哲学可不是普通百姓理解的那种世俗概念，像“某某人的‘人生哲学’就是爱占小便宜”
之类。
哲学家使用的是抽象概念，比如他所说的“宇宙”并不是那个具体的、繁星点点无边无际的太空，他
所说的“树”也绝不是“柳树”、“杨树”之类具体的树，所以，哲学家所进行的逻辑思维也叫“抽
象思维”，就是这么个意思。
说到底，哲学家所思考的，主要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所谈
的，也正是人与世界的关系。
不过，他毕竟是“初出茅庐”，对于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认为它缺乏统一的观点和中心思想，只能
算“杂家之言”。
所以他说：“杂家之言好比宴会中的拼盘，无论拼盘做得怎样精致，但拼盘总是拼盘，不能作为正菜
。
”　　然而通过在《人生哲学》中对中西方哲学史所作的系统比较，冯友兰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对哲学史——尤其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当中去了。
　　冯友兰把自己一生对哲学的探索过程分为4个阶段，《人生哲学》是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作。
他个人的人生轨迹自然是与这4个阶段基本重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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