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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去年闻听1956级中文系校友们要推出一个纪念文集后，我就期盼着能先睹为快。
今年终于得愿。
我想，这个文集既是明年校庆110周年时获得的一份校友献礼，也是山大厚重历史中的又一份宝贵财富
。
1956级中文系校友在山东大学四十余万众毕业生中，是一个能够在多方面体现对山东大学代表性的群
体，历来引人瞩目。
说这个群体在所有校友群中显得比较醒目，主要鉴于以下几点：一是这个群体可以说从成才层面上集
中反映了一个大学的办学．目标：培养和造就国家栋梁即领袖人物，培养和造就杰出学者以传递人类
文明的薪火。
从他们这个群体中，既走出了以共和国财政部长项怀诚为代表的一批栋梁之才，又走出了以在海内外
享有盛誉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牟世金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学者。
这两方面的人才都是那么的杰出，使学校引以为骄傲。
二是这个群体对母校的那一脉深情：他们的眼睛注视着母校的一举一动，关心着山大的建设和发展，
对母校的需要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竭尽全力，令人感动！
他们为学校所提供的帮助，难以言表，这些都将永远铭记在学校的史册上！
另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班集体的活跃，是这个班集体之间关系的那种团结和融洽。
虽历经50年的风雨岁月，虽有着跨越国界的困难(1956级中文系同学中有十位越南同学——编者注)和
历经各种政治磨难的困苦，但丝毫没有影响同学们间纯洁的友谊。
他们不但经常聚会，甚至还早就成立了“山东大学中文系1956级同学联谊会”。
当年毛泽东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现在，山东大学中文系1956级同学已经“把校友会建在班上”
，在我看来，这一点可以说是创举，值得其他年级效法。
这个联谊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活动，《我亲爱的新山大——中文系56级毕业五十周年纪
念册》的策划与编辑，就是这个联谊会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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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弥足珍贵的纪念册！
这《我亲爱的新山大：中文系56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由四部分组成：“师恩难忘”、“母校生活
”、“同学情深”和“晚霞聚会”，这四大板块各自独立，又互相补充，可以说立体地呈现了1956
～1960年这四年间山东大学的方方面面。
浏览过程中，我屡屡被贯注其中的校友们对母校的依恋和怀念之情所感动。
有的校友把同学们对母校的这份老而弥笃的情感叫做“恋母情结”，这一概括异常恰当和准确。
应该说，这种“恋母情结”的实质，是校友们对学校的高度认同。
这《我亲爱的新山大：中文系56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虽由1956级同学所编撰，但可能表达了所有
年级校友对母校难以割舍的依恋。
在这个意义上，这《我亲爱的新山大：中文系56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首先具有校史教育的巨大价
值，值得向所有校友，特别是向在校青年学子推荐。
不仅如此，这部纪念册还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价值，对编写一部新的、更加翔实可靠的校史有很大帮
助，这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大量有血有肉的细节，更在于从整体上说，这《我亲爱的新山大：中文系56
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是山东大学一个辉煌时代的确切见证！
由此我希望，每一个年级在毕业50年甚至40年时都应该做这样一部“纪念册”，从而为山东大学的变
迁提供自己的证明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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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师恩难忘华岗校长——山东大学一座永远的丰碑深切缅怀可亲可敬的成仿吾校长成仿吾与山东大学山
大的特色与亮点——往事掠影润物细无声参加母校百年华诞，怀念高亨、萧涤非、冯沅君与陆侃如四
教授冯沅君、陆侃如颂忆冯沅君师与冯沅君先生相处的日子冯沅君教授带我看昆曲冯沅君先生二三事
我记忆中的陆侃如先生大师居室：竟然无处藏书高亨教授鼓励独立思考绿茵骁将学界人杰——怀念萧
涤非先生怀念国学大师、业师黄公渚先生恩师黄公渚先生永远的诗人永远的诗——献给敬爱的高兰先
生的一瓣心香“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忆维崧师先生有一颗“平常”的心——缅怀业师关德栋
教授我与孙昌熙先生“性格教授”孙昌熙先生，细读《鱼迅全集》解答疑难问题——恩师刘泮溪的“
鲁迅研究”亦师亦友：袁世硕先生业师周来祥先生的美学成就五十年：吕慧鹃先生还同我们在一起落
拓的举止卓绝的才华——忆历史系童书业教授吾爱吾师——忆外文系张健教授母校生活欺迎您，新伙
伴永远的记忆难忘的阶梯教室那两个难忘的晚上母校情结芳香四溢百草园大学生活剪影看长春电影厂
拍《悬崖》两张老照片五十年前的一次校园外事活动珍爱的日记本一次成功的演出忆旧事二则，呈仍
旦学兄忆昔拜访刘知侠盛夏盛事亲睹名家风采在山大西迁的日子里青岛漫忆济南往事——大学生活回
忆录之二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诞生编写“大文学史”点滴票夹：装着一颗善良真诚的心报缘——
我与校报五十年回母校山东大学巡礼同学情深一曲难忘思故人——忆我的越南同学夜宿崂山下——探
望越南同学黎登榜呼唤与回音为久别重逢，干杯我与阮氏青云的友谊故人乘鹤去此曲更难忘与大学长
向仍旦唱和我们这一代人——贺仍旦兄《雪泥集》出版诗呈仍旦兄致仍旦学兄当年幸会老大哥田士琪
——笑容定格在同学印象中人道是正道——田士琪在反右时期交情老更亲——记怀诚的同学之情怀诚
同学印象记其情也深其谊也长我与怀诚同学——躲不开的缘割不断的情我所认识的项怀诚刘焕崧的悲
剧命运清白真诚骨气——忆焕崧、维国缅怀三位逝世于安徽的同学：孙贯凯、王家禄、陆联星研究《
文心雕龙》的功臣牟世金回忆与怀念李思温忆散文家佘树森同学难忘尚永善怀念尚永善留得薪烛照人
间——诀别方桐学兄永远温良恭俭让的王挹清怀念蒋炜怀念赵呈元忆露茜沉痛缅怀郑日焕同学忆永灿
同学质朴本色的石永灿——田汉夸他好后生好人石永灿忆石永灿兄深怀蒙受冤屈的徐邦治同学晚霞聚
会我们曾拥有一段空间——向在济南母校第四次团聚的学友们问好一次难得的欢聚北京同学建议成立
联谊会的倡议书山东大学中文系56级同学通讯录后记曾元生学弟来京治病，余前去探视有感念奴娇·
闻同学将于九月聚会有感三十七年梦成真——山东大学中文系56级同学青岛聚会记感感青岛同学联谊
会致未参加聚会同学的信鹧鸪天·仁山学弟七十华诞祝辞五古致山东大学母校领导人的贺信满庭芳鹧
鸪天·与学弟李继清唱和沁园春·山东大学中文系56级毕业五十周年聚会有感甲申年五月初，余应约
去紫竹园参加山东大学56级学友聚会有感最美不过夕阳红——2006年山东大学中文系56级联谊会侧记
老学友与山东大学部分老同学聚会有感确证：我们曾经年轻老同学聚会感怀山东大学中文系1956级同
学联谊会给全体同学的一封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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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10年“五四”，温家宝总理第三次到北大视察。
在和学生的座谈中，他感触很深地谈了大学教育的诸多问题。
他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
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
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
”总理接着说，“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
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
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
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a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
”其实，这些问题不是新问题，是早就被有的人，例如我们山东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校长华岗认
识到并且致力于探索、实践的问题，但是历史却剥夺了他探索、实践的机会，使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
，竟然在中国变成了老大难的历史问题，变成了连总理也要参与议论探讨的问题。
历史的教训不能不汲取，历史是我们忠实的老师，会给我们深深的启迪。
这里我怀着深深的敬意，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大学的首任校长华岗。
华岗是一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好校长，他的浩然正气是山东大学一座永远的丰碑。
创办于1901年的山东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
回顾山大的历史，它有几个特点：(1)选任得力的校长。
解放前山大的几任校长，如唐绍仪、周学熙、杨振声、赵太侔等，都是政坛要人或学界名流，并且热
心教育，勇于开拓，善于汲取现代大学的教育思想，借鉴当时国内外先进大学的办学理念，实行“兼
容并包，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努力把山东大学办好。
(2)延聘名师，网罗人才。
这让山大拥有一批当时国内声望卓著的教授，建立了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其阵容与水平
仅仅略逊于清华、北大。
(3)建立民主办学体制。
杨振声校长认为，“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很危险的”，必须“要有一个集思广益的组织，权在校长
之上，然后种种的规程才能比较完善”。
这个集思广益的组织就是“校务会议”。
当时的“校务会议”由全体教授选出的代表和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各学院系主任组成，校
长为当然主席。
它既是学校的立法机构，又是最高权力机构，这就是所谓的“教授治校”。
(4)从办好大学、培养人才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
如根据“文理渗透”的原则，要求文理两科的学生选修某些非文科或非理科的课程。
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只要有几门课不及格就要令其退学。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筚路蓝缕，创业维艰。
在山大发展的过程中，正遇到抗战与内战，抗战时期山大停办，内战时期也难以安定上课，这都给学
校的建设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杨振声、赵太侔校长都在其任内，尽心尽力地工作。
他们富有创造性、开拓性的精神，使学校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到解放前夕，山大建立了文、理、工
、农、医等学院，有14个系，还有大批名师，成了颇具规模的综合大学(《百年山大群星璀璨》，山东
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因此，在解放前的半个世纪中，山东大学办成了中国的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
我是在华岗校长被捕后一年入校的，但是，在那之前，早已知道华岗的大名。
这是由于他的大量著作，摆放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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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产党员的马列主义学者、历史学家，其著作之多，大概名冠当时。
他从被捕到去世，距今分别为55年、38年，但现年80以上、曾经在华岗领导下工作学习过的山大教工
，说起华岗来，还是念念不忘，深情脉脉，一致夸他是好校长。
现在我先勾勒一下华岗的生平。
他1903年生于浙江龙游县一个普通农家，到1l岁才进小学读书。
1924年他21岁，还在宁波四中上学时，就担任了共青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部长，然后逐渐成了职业革命
家和政论文章的写手。
其间，他参加过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主编过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
1932年29岁时，他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特委书记，在从上海赴任的途中，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直到5年
后，1938年由董必武交涉保释出狱。
以后12年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创办并主编《新华日报》两年多，其后主要是以共产党代表的身
份，单枪匹马深入龙潭虎穴，做四川、云南军阀刘文辉、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上层知
识分子的“统战”工作。
其超群的智勇与卓越的功绩，堪比情工大侠潘汉年，而两个人的悲剧命运也在伯仲之间。
这是后话。
新中国成立后，华岗出任山东大学的首任校长5年有余。
他是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的大学校长。
因此，今天我们反思探索大学教育的经验教训的时候，不能忘却历史，不能不说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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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亲爱的新山大——中文系56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经过一年多的磨砺，终于结稿付梓。
编辑本书的缘起，要追溯到2006年。
当年10月北京第三次全体同学大聚会后不久，项怀诚夫妇得到一本历史系1956级同学编的通讯录，他
们看到书中除通讯地址外，还有每个人在校时与当前的照片各一张以及一段人生格言，觉得不错，当
即向侯善本会长与张毓熙副秘书长建议，我们是否也可按此格式编一本，发给大家留作纪念。
侯善本与我为此广泛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普遍认为不如发动大家找出上学时期的老照片，再写一些纪
念性的回忆文章，出一本图文兼备的纪念册，更有意义。
2009年6月，大家对编纪念册已达成共识，就以中文系1956级同学联谊会名义给全体同学发了一封信，
告知大家：“2010年金秋十月中下旬，在济南举办山东大学中文系1956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聚会，聚
会前出一本“山东大学中文系56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主要刊载本级同学毕业后撰写的回忆大学
时代生活的诗文及反映大学时代生活的老照片。
诗文请寄安庆师范学院石家麟收；老照片请寄北京张毓熙收。
”信件发出后，得到同学们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响应，到2010年3月，已先后收到诗文30余篇和老照片
近200张。
石家麟将30余篇诗文整理成电子版传到北京，我在此基础上又不断地约稿和组稿，最后扩展至110余篇
诗文与200余张照片。
我与居住在扬州的黄炽、温州的张靖宇、武汉的李逸涛，利用互联网的电子邮件作为交流平台，共同
完成了全书的编辑工作。
参与本书写稿和提供照片的同学多达50多位，占我们目前健在同学(79位)半数以上，可见，本书是56
级同学集体的心血结晶。
书中100多篇诗文，就像一根金线把我们56级情同手足的五十多年的友谊又联系在一起了：书中收录
的200余张亲历者珍藏的老照片，更是无声的语言，鲜活地展示了我们五十多年激情难忘的岁月！
我们上大学的几年正处在建国后山大第一个辉煌期，首任校长华岗奠定了办学的良好基础，他延聘名
师，网罗人才，使山大拥有一批当时国内声望卓著的教授。
我们中文系就拥有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黄(公渚)等一批大师级人物。
华岗还与文科教授联手，创办了享誉全国的《文史哲》杂志，给青年人提供发表学术文章的园地。
我们就是在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大学生活，书中27篇诗文的作者怀着深厚的感情
回忆了给我们上过课的众多恩师业绩。
但是，挂一漏万，有不少恩师未能一一写到，如殷孟伦、殷焕先、赵省之、周迟明、马松亭、韩长经
、黄嘉德、徐文斗、刘本炎、潘颖舒以及给我们作过辅导的董治安、张伯海、孟广来、郭同文、朱德
才、钱曾怡等老师，还有给我们上过俄语与体育课的老师，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敬意与感谢！
我们入学的1956年，正逢上建国后首次大学扩招。
也是“文革”前十七年唯一的一次扩招，所以我们中文系56级学生中八成以上是调干生。
这些调干生有的年龄很大，比应届高中毕业生低龄同学整整大了十二三岁。
入学前的职业更是五花八门，有中学教员、小学校长、报社记者、农业合作社社长、机关公务员、海
陆空转业军人等等。
有不少是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退休后享受离休待遇的就有二十多位。
学历也是参差不齐，有的仅上过初中，有的已上过几年大学。
由于各人的社会阅历、知识结构、兴趣爱好差异很大，有的同学在入学之前就确定了做作家、记者、
戏剧评论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志向，而且做了较好的业务铺垫，入学后主攻方向明确，学习效
果比较明显，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能较快地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当然，我们毕业后大部分是普通人，但作为普通人，也许能活得更潇洒、更轻松、更本色，更能实现
自身价值。
回想当年，我们完整的上课时间累计仅一学年左右。
因为1957年的春天就开始整风，接着是反右，完全打乱了教学秩序，直到毕业前夕，也没有恢复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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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教学秩序。
2006年10月15日，作为第一届校董会名誉主席的项怀诚。
回到母校接受校报采访时曾说：“在学校的四年中，严格地讲'读书不多，受到政治上的锻炼不少。
'入学第一年认真读了一年书，第二年'反右斗争'，第三年'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第四年反右倾，我们
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政治色彩，很多时间都是去基层、农村劳动。
”“基本劳动对一个人的性格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在校庆上说了那段话。
”书中“母校生活”部分的二十几篇诗文，生动而细致地记录了我们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这是山大特殊历史时期的一段珍贵的校史记录，也是后来大学生从未经历难以想象的一段历史。
书中后两部分主要反映同学们离校后的友情、别情、悼念之情，从中可看到大家毕业后不同的人生经
历。
我们这批同学大都是调干生，一般都经历了“青年时代忘我地投身革命，中年无可奈何地饱受政治运
动磨难，晚年开始反思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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