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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内容概要

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民国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
生事业，他们的成就昭垂后代。三人在办学理念方面特色明显，在人格魅力方面也颇有建树。心怀救
国，以教兴国；以人为本，教师先行；学贯古今, 中西合璧,是三人共同的特点。本书汇集王云五、罗
家伦、毛子水、叶公超等民国时期掀起过时代风浪的学者记录、回忆三位校长教育理念与为人治学的
经典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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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作者简介

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原名云瑞，字岫庐。现代著名出版家，曾任商务印
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对中国近代出版、文教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曾主持出版“万有文库”等
大型丛书，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1979年8月病逝于台北。
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1917年入北京大学，曾参与发起组织新潮社，创办《
新潮》月刊，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后赴欧美留学，1926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
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1950年到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
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后病逝于台湾。著有《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
蒙难史料考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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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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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 清华与我——贺“清华大学”七十五岁 / 孙观汉
195 ／ 第三编 南开校长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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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 五则故事话“南开” / 马国华
210 ...“ 南开先生”张伯苓 / 丁履进
216 ... 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 / 吴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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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 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节选） / 何廉
282 ... 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 柳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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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精彩短评

1、细碎看得很不耐烦，一遍又一遍
2、不是自己以为的方式表述，所以努力了很久这本书到最后也只看了三分之二，而且还看了很久。
首先，此评价不针对三大校长本人。
其次，对于一个人下评价应该有全方位的了解后，才能有个立体的形象。所以编排是否是有自传，校
长的思想文字，再辅以他人以他者的眼光来看校长，这样显得更完美呢？
对于一个人好奇，我们都希望自己去慢慢发现，这样才有惊喜。而此书文章的编排百分之九十都是他
者的眼光，一句话，一件事，说一遍是了解；说两遍是平淡；说三次是烦躁；如蚊蝇在耳边一直唱和
，有点烦。看到大约五分之一时，就有一种感觉，不是在说三大校长吗，怎么却多少是在给每篇文章
的作者自己唱功呢？有时候文章作者说得过于兴高采烈，以致很生硬地拉回主题，这不就是抱大腿来
标榜自己吗？实在对这类的思想和做法有些排斥。
3、通过其他人对张伯苓，梅贻琦，蔡元培的回忆穿俩串联这几位的生平，并非传记，却很真实。
4、蔡元培部分好
5、三大校长小传，多人回忆文字。
6、论校史，我开比北清丝毫不逊！
7、三大校长纪念文集，涨知识
8、涨知识了
9、对蔡，张，梅三位校长回忆文字的集子，大多为尊者讳，堆砌溢美之词。
10、编的一般，大多数是后人或三个人生前的友人在其死后写的类似悼文的纪念性文章，文笔不一，
可以跳着看，本来以为是传记形式的一本书（这样可能了解的更全面），实在比较闲的时候可以看
11、所谓“盗火者”，为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奠定基础的三大校长。尤为敬佩梅贻琦先生，为国为民为
教育，自己过得太清苦了。
12、蔡孑民、梅月涵、张伯苓，受教于任何一位先生大概都能获益终身。好老师分两种，自己学问好
的和教得好的。三位先生学问固然不小，但更重要的在于育人。就写这些回忆录的前辈们和我自己的
亲身体验来说，得遇良师绝对是人生之大幸事。感念吾师。
13、前半本写的是蔡元培，他不但是位君子，还称得上豪侠。后两位的篇幅缩小，精彩程度也有降低
。
14、 通过他们本人和其他亲友的书信等文，尽可能的全面而客观的介绍这三位校长。大都是文言文，
读起来有点困难。对于这几个人极为感兴趣想认知的推荐之，窥见民国一二也可推荐之，其他则再也
没有什么；至于精神品质等，大概也可用前两个方面做推荐。
15、除了三大校长事迹，也不乏这三所大学的前世今生，涨知识了。

Page 5



《民国三大校长》

精彩书评

1、《民国三大校长》，红色的封面，很是吸引人，全书300来页，介绍了民国时期的三位有名的大校
长，即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对三位校长的叙述，既有他们的个人自
述和回忆，也有同窗好友、曾经的同事、一起的战友们的回忆与讲述。全书一气呵成读下来，对三位
校长的丰功伟绩甚是佩服，对其为人更是钦佩有加。三大校长致力于推动所在学校教育发展与国家兴
亡、民族振兴紧密相连，这是我们所不能及的。一个人不但要一心为民、心系祖国，还要忘我工作、
全不为私。蔡校长官至教育部长，却仍平易近人，绝无架子。他重情义、明礼节，喜好每饭必酒，主
推男女学生平等。梅校长做人、读书、做事，则以慢、稳、刚三字代表，他真诚而不虚伪，在推动清
华大学实力晋升的道路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张校长倡导学生爱国，教育学生学知识、增能力，用以
为国为公，助力中国富强。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三位校长的人品、才品、德品都是值得我们学习
的，也是历史永远铭记的。三位校长为正义奋斗、为国家奋斗、为民族奋斗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是
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现在，我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我们的生活环境与三位校长当年早
已不能同日而语，但三位校长的精神，那种满满的社会正能量，是我们必须也不能忘却的，相反，我
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审视自我一番，看看自己到底能为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能为社会的进步做些什
么，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也是可以值得骄傲的。我喜欢三大校长的为人、处世之道，我将以他
们为榜样，传承他们的精神，做好我自己的工作。
2、不是自己以为的方式表述，所以努力了很久这本书到最后也只看了三分之二，而且还看了很久。
首先，此评价不针对三大校长本人。 其次，对于一个人下评价应该有全方位的了解后，才能有个立体
的形象。所以编排是否是有自传，校长的思想文字，再辅以他人以他者的眼光来看校长，这样显得更
完美呢？ 对于一个人好奇，我们都希望自己去慢慢发现，这样才有惊喜。而此书文章的编排百分之九
十都是他者的眼光，一句话，一件事，说一遍是了解；说两遍是平淡；说三次是烦躁；如蚊蝇在耳边
一直唱和，有点烦。看到大约五分之一时，就有一种感觉，不是在说三大校长吗，怎么却多少是在给
每篇文章的作者自己唱功呢？有时候文章作者说得过于兴高采烈，以致很生硬地拉回主题，这不就是
抱大腿来标榜自己吗？实在对这类的思想和做法有些排斥。

Page 6



《民国三大校长》

章节试读

1、《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41页

            过去的师长里边，我现在常常记起的，是蔡孑民和胡适之两位先生。从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起，
一直到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似乎没有一刻不想到把我们民族的文化以和世界最文明的民族相竟，没
有一刻不想到使世界上的好人渐渐增多起来。他们把这两件事情作为他们一生中最重大的使命。
    适之先生在世的时候，和我晤谈的时候比较多，而他崇高的人格，我几年来零星的叙述实在没能描
画得像样。蔡先生在世时，我不常和他见面。四十多年以来，他的宁静淡泊的志怀、正直和平的性行
，在我心目中印象日益加深。现在离蔡先生一百岁的生日很近，因述一两件记得比较清楚的事情以志
景仰。

2、《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76页

        蔡元培在二十八岁以前，其生活方式及所受的教育仍是传统的、旧式的，所继承的也是传统的思
想：人道的、理性的、反神道的、反宗教的。他曾在《释仇满》一文中说：“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
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之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
族。”

3、《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204页

        二“水葬”炸弹，犹有余悸
老校长认为教室里，课本中的教育是“死”的，应将所学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才是真正的学问，也是
教育的目的，于是请陆善忱先生主持社会视察的活动，每周由他率领南中学生轮流到社会各阶层，如
工厂、银行、公司以及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去参观视察。 我记得最有趣也最令人事后恐惧的一次是
这样的：冯、李之战时，直隶（河北省）督军李景林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走之后，距离天津市最近的
战场是杨柳青镇，陆善忱先生率领着南开阵地视察团（由学校师生临时组织的） 前往杨柳青参观视察
。我们中学生哪里懂得什么军事阵地形势的优劣，只看到村中一道一道横竖的大壕沟和一个一个散布
着的大土坑。不过，我们拾到了两种“好玩”的东西，那就是几个地雷的空木匣子和几枚鸭蛋圆形的
“铁球”，球体上有凸出的格纹，头上有绳。 回到学校后，老师中有“识货”的，说：“那是手榴弹
啊！“这时一个个的脸色都骇得发绿了，不知如何处理是好。有人突然想起学校后边有一片深广的大
臭水塘，决定讲这几枚危险的”玩具“加以”水葬“。现在回想起来，尚有余悸呢！

4、《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268页

        南开中学一九0三年在严修家开办时只有学生五人，到了一九一九年就发展成为具有一千多名学生
的闻名全国的学校了。那一年，在南开学校体系中又增加了包括文、理、商三科的南开大学，作为南
开中学毕业生进一步深造的场所，到了一九二六年，仅仅七年时间，南开大学就已经成为全国公认的
高等学府之一了。它包括四科----文、理、商业、矿业，学生总数超过了五百人。

5、《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57页

            要发扬蔡先生的思想
    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被刺去世。当时什么人权大同盟，蔡先生是会长，杨是总干事。杨之遇难
，蔡先生非常难过，此后即不常去南京。一九四零年三月，蔡先生在香港去世，我适在港，曾往吊丧
送殡。
    刚才雪艇先生说，我们应该发扬蔡先生的思想，这事实在应该做。蔡先生在香港逝世，时北大同学
许地山（落华生）先生在香港大学做中文系主任，不知道他根据深刻考据，说出殡时要用鼓为前导，
于是找来了十面鼓在出殡的行列前敲打，香港人因此出来看热闹，但大家不知“蔡元培”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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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三十年前香港人不知蔡元培，我们今天任然需要发扬蔡先生的思想，阐述蔡先生的生平。

6、《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23页

        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
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改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
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师生
关系，毕业时仍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
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之外，竞
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
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
、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认戒)，以挽奔竞
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
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
社会的能力。

（所谓“不正当的消遣”，主要是到前门一带的八大胡同吃花酒、逛妓院，1917年之前的北大，学生
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学历当公务员为目的；教师有的不学无术一心当官，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
僚。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
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
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7、《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17页

        我实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订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股。纂辑股又
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
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
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幅无多，视同废纸。只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身保
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
。一九二一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
马叔平诸君主持；设书画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
究会，请萧友梅诸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
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
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屠寄 《蒙兀兒史記》之由来，该部著作有缘应得一看）

8、《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23页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
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
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
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
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八股文的作法，由简而繁确实是好的学问方法，其实于今天的论文还是颇有相似，只不过繁文缛节
式过多，以至于“重床叠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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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5页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
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
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
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
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
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
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
，是从京师大学堂 “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
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
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
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
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
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百年前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和现在的竟没有一点变化，都是教师得过且过，学生也得过且过
）

10、《民国三大校长》的笔记-第53页

        陪蔡先生吃饭倒也是很有趣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气氛和味道实在非常之好。蔡先生这个人的
特点就是淡，但他的人情味很浓，我们中国人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蔡先生吃饭，都是很普通的菜，也
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大锅菜。他每一顿饭时都要喝一点酒。酒壶是一个锡制的方形暖壶（里面是圆的，
有夹层可以装开水），可盛四两酒，不一定是绍兴。我们都不吃酒，只看他自斟自酌，吃尽一壶也不
再添。他不吃饭，用菜甚少，大概是有胃病的关系，每次只吃几片面包，酒是不可少的，每一顿都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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