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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我本人而言，接触胡适很晚，在我读中学的1970年代，是没有胡适的书可读的，如果偶然碰上，那
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
多年后，等到我自己开始通读胡适文集时，胡适在中国的命运已经走过一个大大的“之”字。
放在今天，我以为胡适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枢要，那就是“宽容”。
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和容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在一个不宽容和反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是谈不上的。
执于此，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之初，年轻的胡适在推进它时始终能以宽容的态度面对文化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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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一份刊物和一个群体的历史，他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以及这些北大教授游走于政学两界、沉浮于历史大潮的路径选择和人生传奇。
    作者通过征引日记、书信、当年的报刊、档案等一手资料，展示那个时期的历史，更丰润了那个时
期的北大教授在读者心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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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耀杰，1964年生于河南禹州。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人文学者，文艺史专家。
从1992年至今，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从事“戏剧历史暨戏剧宗教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近年来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政学两界重要人物及重点事件的个案研究，已经出版的著作包括《戏剧
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人间悲剧》、《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历史背后——
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私人记忆》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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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传奇高仁山是北京大学继李大钊之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又一名革命教授
，北京大学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有“高仁山（1894—1928），江苏江阴人”一行字。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烈士名录》中，另有“高仁山（1894.4—1928.1），1924年起任教育系教授，l928
年被军阀杀害于北京”的记录。
查郭廷以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1928年1月15日项下有“北京艺文中学校长、前北京大学教
授高仁山被枪决”的记载。
但是，在国共两党的历史文本中，高仁山烈士究竟是如何从事革命活动的，又是如何被枪决的？
迄今为止依然是莫衷一是的难解之谜。
一、鲁迅笔下的高仁山与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笔者最初知道高仁山这个人，是通过鲁迅
收入《华盖集》的著名文章《“碰壁”之余》，其中写道：“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
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
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
论。
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在关于高仁山的注解中写道：“江苏江阴人，当时任北
京大学教授。
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报》‘时论’栏发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中说：‘最奇怪
的就是女师大的专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
学校闹到这样地步，何以大家不出来设法维持？
诸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
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
’”《“碰壁”之余》写于1925年9月15日。
在此之前的6月19日，女师大学潮的中坚人物许广平，已经在致鲁迅信中介绍说：“杨婆子在新平路十
一号大租其办事处，积极准备招生，学生方面往各先生处接洽，结果，由在京四位主任亲到教部催促
早日解决校事，一方另呈文至执政处，请其早日选人至教部负责，然后解决校事，在京四人，居然能
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
至于到校维持一节，碍于婆子手段，恐不易有办，出来说话做事的，都往往吃力不讨好，也惹一身脏
，好比七个先生的事，就是前车，以后的人，自然不愿意轻举妄动。
结果，还是大家不管的女师大。
”“杨婆子”就是被驱逐出校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她与教育界著名人士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马
寅初、陶行知、查良钊等人，都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校友；她与政学两界的吴稚晖、陈
源、陈翰笙、顾淑型、高仁山、陶曾谷等人，又同为江苏无锡人。
“七个先生的事”，指的是由鲁迅撰稿并以本名周树人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
、周作人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于1925年5月27日在《京报》公开发表的
事情。
除北大教授兼女师大史地学系主任李泰菜是河北阳原人之外，其余六人都是来自“某籍某系”——浙
江籍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兼职教员。
“在京四位主任”，指的是为女师大校事积极奔走的国文系主任黎锦熙、化学系主任文元模、史地学
系主任李泰菜、音乐系主任萧友梅。
由许广平的书信可以看出，高仁山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对于女师大学潮的缓和及解决，是
产生过正面影响与积极作用的。
到了1925年12月18日，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中再一次提到高仁山：“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
《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
北大之嫌。
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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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
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
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钳制我辈之口。
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
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
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
散’等语。
”女师大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由鲁迅的同乡好友许寿裳出任校长。
许寿裳仿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成立了由校长、教务长加上10名教授共同组成的
评议会，重新厘定课程，出版周刊，并从北大聘请兼职教员。
兼职教员不能做教授只能做讲师，也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制定的制度规则。
鲁迅所说的“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与“某籍某系”一样是当年的流行话语。
据王书庄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蔡校长曾赴欧美各国，延聘了一批学习优异的留学生回国在
北京大学担任教授。
⋯⋯西林师曾和其他七位新回国的北大教授在吉祥大院租了一所民房，共同居住。
学生称他们为‘吉祥八君子’，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并以此自豪，一时传为佳话。
”与丁西林（又名燮林，字巽甫）等人一起住过吉祥胡同的李书华，对于“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另
有回忆：“民国十一年九月中旬我到了北京，寓后门内东吉祥胡同。
同住的有周览（鲠生）、李麟玉（圣章）、李四光（仲揆）、丁燮林（巽甫）四人，全是在欧洲时期
的老朋友，前一两年回国的。
鲠生任北大政治系教授，圣章任北大化学系教授，仲揆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巽甫任北大物理系教授兼
理预科主任。
王世杰（雪艇）亦系前两年回国，任北大法律系教授，原来也住在东吉祥胡同，结婚后便另觅住所，
移居西城惜薪司。
⋯⋯我到北大不久，北大新教授李宗侗（玄伯）、皮宗石（皓白）、陈源（通伯）、石瑛（衡青）陆
续到校。
玄伯在法文系，皓白在经济系，通伯在英文系任教；衡青则在化学系担任冶金功课。
皓白、通伯、衡青三人亦全住在东吉祥胡同。
”高仁山虽然不是“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中的一员，却是为王世杰、石瑛、周览、陈源、皮宗石、
李四光、丁西林、唐有壬等人丰办的《现代评论》周刊无偿供稿的一个人，并且在学潮问题上与《现
代评论》同人基本上保持一致立场。
他们把“北京国立各校接连不断发生风潮”的原因，归结为四点：“学校当局不恰人望，学生的行为
出轨，教职员的从中挑拨，校外人士的鼓励。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公正平和的态度平息和化解学潮：“我们不懂得有些立于教育界
责任地位的人，为什么也不平心静气地考量女师大问题的本身，乃反而推波助浪的张大其事。
⋯⋯今日校外的人不立于超然的地位，以苦心孤诣的精神，调处女师大风潮，求个迅速圆满的解决，
反而全然加入一方面，助长学潮，这明明是走入歧途，其结果也许少数人可以逞快一时，然而多数青
年学生就未免要跟着牺牲学业了。
”关于当年的派系之争，陈翰笙在《四个时代的我》中回忆说：“我进入北京大学，在历史系担任欧
美通史和史学史课程。
当时我只有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北大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领头
的是李石曾。
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
历史系的系主任朱希祖是日法派，他对我这个从欧美回来的人很不喜欢，想把我排挤走，要他的留曰
朋友代替我。
⋯⋯李大钊又找到法学系负责人周鲠生，将这件事对他说了，还说：‘王世杰是胡汉民的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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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也是胡汉民出钱办的，找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李大钊同志建议我直接找一下周鲠生，说周人品好，是个正人君子。
周鲠生对我说：‘不要同王世杰讲了，我聘你到法学系兼课，讲授美国宪法史。
’这样一来，朱希祖没有办法了，⋯⋯”陈翰笙所说的“日法派”又称“法日派”，它虽然以河北籍
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精神领袖，其中坚力量却是浙江籍人士，特别是被称为“某籍某系”的浙江籍
北京大学文科教员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马廉、钱玄同、陈百年、周作人、鲁迅等人。
“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则是英美派的生力军。
不过，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法日派还是英美派，无论是元老级的李石曾、吴稚晖、徐谦、
汪精卫、石瑛、易培基、丁惟汾、顾孟余，还是相对年轻的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王世杰、蒋梦
麟、马叙伦、朱家骅、唐有壬、李大钊、陈翰笙、高仁山，大多是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骨干成员，
他们在反对北京政府和支持北伐战争的政治立场上还是保持一致的。
没有党籍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同样是站在支持国民党广州政府的立场上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作人后来在标题为《红楼内外》的长文中，专门以《高仁山其人》为小标题，
纪念这位“肯冒点险”的革命教授：“关于高仁山的事，我知道得不多。
最初在北大出版的刊物上，大概是《史学季刊》吧，看到有一篇介绍美国人房龙所著《人类的故事》
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署名高宝寿，这是我知道他的第一次。
后来我在孔德中学教国文，高君以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资格，来担任中学的指导工作，于开会时见过几
次，也记不得是那一年的事情了。
三一八之后，北大教授星散，多数南行，只剩若干肯冒点险的留在北京，高君也是其一，听说也是在
做党务地下工作。
大概也是李君遇难的那一年，他终于被张作霖的部下所逮捕，关了不少日子，有一时传说有什么人疏
通的关系，可以没有什么事，忽然有一天，内人往东城买东西去，回家时慌张的说道，高仁山先生不
行了！
据她说在路匕看见有一队军警簇拥着一辆大车往南去，知道是送往天桥去的。
及至看大车上面却见高仁山一人端然坐着。
记得那时内人说，高君戴着一顶皮帽子，那么这当是民国十六年的冬天或十七年的春天吧。
”这里所说的“李君”，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守常）。
当年与周氏兄弟正面展开过文坛之争的《现代评论》编辑陈源，在晚年回忆中也提到过高仁山：“我
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去日本。
那时候张作霖仍在北平，革命军已到沪宁，我不想回北平（是冬北大教授高仁山为张作霖所捕杀），
而我又不善作宣传文字（郭复初为上海交涉使，找我及钱端升等去负宣传之任），想着到日本之游（
叔华幼年与兄姊等到日本读书，一兄一姊死于神户瀑布之下，也有意思旧地重游），到第二年秋初回
北平。
新月书店的开始，《新月》杂志的创刊，都在这半年中。
”二、北京大学的革命教授按照高陶的说法，他一生中共有“三个父亲”，一个是亲生父亲、北大教
授高仁山；一个是自己的“寄父”、北大教授、共产国际情报人员陈翰笙；一个是自己的继父、北大
校长、民国要人蒋梦麟。
关于自己的亲生父亲高仁山，高陶在《我的三个父亲》中写道：“家父高仁山烈士是我国现代教育史
上著名教授、教育改革的实践家。
⋯⋯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
是年，我才三岁，妹妹两岁，家父牺牲后，我家南迁。
在跟随祖父母的生活中，从未在老人家口中听到有关父亲的事迹。
叔叔、婶婶、长辈的言谈中，也未有片言只语提及，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充满着困惑和神秘，不知父
亲为何被害。
母亲常说一句话：‘你们要争气，学你爸爸的样。
’究竟学什么样，争什么气？
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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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妹二人就在这种迷惘的家庭气氛中长大成人。
”高陶对于父亲较为具体的了解，得之于“寄父”陈翰笙。
高仁山与陈翰笙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是好朋友。
由于陈翰笙与妻子顾淑型1921年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顾淑型与高陶的母亲陶曾谷又是表姊妹，陈翰
笙夫妇便把高陶认作自己的“寄子”即“义子”。
1970年前后，高陶与妹妹、妹夫一起拜访陈翰笙，陈翰笙表白说，人家问他平生好友有哪些，他的回
答是：只有高仁山一人。
话虽这么说，陈翰笙并没有为高陶兄妹揭开高仁山之死的谜底，只是告诉他们，自己当年曾经劝告高
仁山离开北京，高仁山回答说：“我在北大、师大任教，艺文中学我又是校长，还得照应，怎能一走
了之。
”直到2000年8月，高陶与侨居美国的妹妹、妹夫再次来到北京，才从北京市党史研究室的史建霞那里
，得到高仁山在政学两界从事教育活动及革命活动的比较完整的信息：高仁山1894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
江阴县观音寺一个书香世家。
17岁时随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
1917年春天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
在日本求学期间，与童冠贤、马洗凡、于树德、周恩来等人参与组织了以天津南开学校校友及天津法
政学校校友为主体的新中学会。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留学日本的高仁山制定了五步计划。
第一步，调查中国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7省的教育与实业的关系；第二步，在调查
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赴美国学习教育，再考察英、美、德等国教育状况，然后回国实践；第三
步，在本国实践的基础上赴欧美进行研究，吸收各国合理的教育思想；第四步，回国调查西北与云南
的实况；第五步，创议中国的新教育制度。
随着五步计划的逐步落实，他于1922年底从欧美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大学校长“由教育总长聘任”，学校设董事会，
董事“由教育部长就部员中指派”。
条例颁布后，高仁山与李大钊、顾孟余、谭熙鸿、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60多位大学教授公开表
示反对：“教育部之所以欲聘任及其所得聘任者，⋯⋯不外于在野之官僚，或有力之政客。
此等官僚政客，于学术上既没有任何之专长，其对于校内一切情形，又皆隔不通。
”并且认为这一条例“蔑视学校及教员之人格，殊为可愤”。
1925年6月，高仁山联合新中学会的会友以及北京政学两界的著名人士创办北京艺文中学，试行美国教
育家柏克赫斯特创立的道尔顿制，将班级改为各科作业室制，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
月的作业大纲，由教师与学生订立学习公约，由学生自己支配时间，按兴趣在各作业室自学，教师仅
作为顾问，提供咨询和检查进度。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大教授>>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耀杰的书告诉我们，在《新青年》同人和北大教授里面，有英美派，也有法日派，它们之间存在着
可以察觉的差异和矛盾。
读罢这本书，一个主要的感受是：打消了对新文化运动的神秘感、神圣感，一股恬淡的、平实的历史
感油然而生。
　　——杜光（中央党校教授） 教授是大学校园的风景，是大学精神的载体。
曾经的那个时代，北京大学风云际会，学人各具风采，一份杂志引领新潮，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
想与社会，而且流风余绪，至今仍萦绕于世人的心灵。
耀杰的这部著作，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和一份刊物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
历史。
 　　——贺卫方（北京大学教授） 耀杰的学术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那种，他的所有研究工作
都有更远大的理想追求在背后支撑，因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读他的这本书，时时会为他的人文关怀所感动，他能把一件为常人所忽视的历史事件清理的那样明晰
，真让我佩服。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 书中记载了一群民国时期的名教授、名学者的轶事，不少是鲜为人
知的故事。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对他们按过去一些刻板的模式作脸谱化、公式化的描述，刻意褒贬臧否，故
意美化丑化，力求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真实的还原、辩证的评价。
 　　——吕怡然（《新闻记者》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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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作者通过征引日记、书信、当年的报刊、档案等一手资料，展示那个时
期的历史，更丰润了那个时期的北大教授在读者心中的形象。
教授是大学校园的风景，是大学精神的载体。
曾经的那个时代，北京大学风云际会，学人各具风采，一份杂志引领新潮，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
想与社会，而且流风余绪，至今仍萦绕于世人的心灵。
耀杰的这部著作，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和一份刊物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
历史。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大教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