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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的反抗是美德 

金富军

——清华学生舌战张继

清华学校时期，校长由外

交部任命。据现有资料看，外交

部任命下达后，校长来校就职，

并无隆重仪式。1928 年，国民

党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改清华

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由国

民政府简任，这比北京政府时期

显得更为郑重。同时，与政府高

级官员类似，校长就职典礼开始

举行隆重仪式，并由政府代表监

誓。仪式作为象征性、表演性、

由传统文化规定的行为方式，在

特定群体和文化中沟通、过渡、

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正是通过

一系列类似形式，南京政府得以

构建国民党、新政府的权威，也

意味着南京政府努力将大学管理

逐渐嵌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之

中，政治主动地、有意识地逐渐

影响于教育。

1928 年 9 月 18 日，国立清

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就任

时，革命元老周震麟监誓，北平

政治分会、平津卫戍总司令、北

平特别市党部、北平市政府、外

交部北平档案处、清华董事会以

及美国公使馆均派代表参加。罗

家伦挟北伐胜利余威而来，初期

颇受师生欢迎，就职典礼自然开

得隆重而成功。

1929年开始，中原大战爆发，

北方政局动荡，罗家伦校长与教

授、学生矛盾逐渐激化。清华先

是爆发驱赶校长风潮，罗家伦校

长离开学校，后清华师生又拒绝

阎锡山任命的乔万选当校长。直

到 1931 年 3 月 17 日，国民政府

第 16 次国务会议上，通过了罗

家伦辞职及吴南轩的任命案。4

月 3 日，兼理教育部长蒋介石签

署教育部第 550 号令，正式任命

吴南轩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31 年 4 月 20 日，吴南轩

到校，在大礼堂宣誓就职。国民

党中央委员张继、褚民谊，北平

市党部、北平市政府、外交部、

燕京大学等代表出席。正是在这

次典礼上，国民党元老张继倚恃

资深经历，罔顾学府尊严，受到

了清华学生的批评。

张继（1882~1947），字溥泉，

河北沧州人。国民党元老、民国

政要。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

会。民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参议

院议长。后参加“二次革命”和

护法运动。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

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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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北平政

治分会主席、国史馆馆长等职。

1947 年 12 月 15 日病逝于南京。

4 月 20 日的就职仪式，原

定 10 点开会，张继等人迟至 10

点 45 分才到。如此重要、隆重

的集会，政府代表居然迟到 45

分钟，这让清华师生深为不满，

学生嘘声不断。张继非但不为自

己的姗姗来迟道歉，反而因学生

的嘘声大为生气。

吴南轩宣誓完毕，监誓人

张继发言。或许高居庙堂的日子

久了，或许被气昏了头，张继全

然不顾自己的身份与发言场合，

发言中多处指责清华，诸如学生

多属纨绔子弟、飞扬浮躁、缺乏

读书风气、清华并没培养出人才

等等。

这些批评，并无新意。早

在 1908 年，章太炎就在同盟会

机关报《民报》上撰文批评美国

“退款”办学倡议，认为“美之

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

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清

政府“妄遣十百少年，雉兔相随”，

游学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进入 20 年代，国内民族主义思

潮高涨，清华受到更加猛烈的抨

击。社会上部分舆论指责清华培

养的学生是“感化受美最深”，

“未‘出’而先‘洋’”， “预

备‘留美’，而未尝预备‘回国’，

可耻孰甚”。中共早期重要领导

人之一肖楚女甚至认为帝国主义

“通过退回庚款办清华这样的买

办学校，一天一天地陆续制造出

这种卖国的买办。” 因此，张

继的这些批评不过拾早先某些社

会舆论牙慧而已。发言完毕，张

继还公然挑衅：“在座各位如有

勇气者，请起来与兄弟讨论。”

此时的清华，已非“五四”

运动前“不得与闻政治”的清华。

此时的清华学生也早已从以前接

受严格管束的乖学生变成了校园

中的“老虎”。经历了“五四”

运动的洗礼，尤其刚成功进行了

驱逐罗家伦拒绝乔万轩运动的清

华学生，对张继傲慢、无理的指

责自然不会接受。

果然，张继话音未落，即

有中文系学生王香毓（五级）站

起来，大声质问张继：“（一）

本校定十时行礼，何以张委员十

时四十五分才到？（二）清华人

材虽少，然在国内亦算不弱，最

近最著者，如孙总理陵墓图案，

亦出自清华毕业生设计，其他如

教育闻人胡适以及南开燕京两校

教授，多为清华毕业者，不过清

华尚少政客，或因此而招张委员

之轻视。（三）张委员亦是人，

何以和他谈话须具勇气？岂张委

员有特殊之点耳？” 

王香毓的质问，犀利尖刻，

句句击中要害，令张继异常尴

尬。好在张继是经历过大风大浪

的人，随机应变、能屈能伸的能

力自不一般。张继连忙向清华师

生道歉，自认应邀演讲，交通堵

塞以致迟到；至于中山陵之设计

者，尽人皆知出自清华校友吕彦

直之手云云。张继道歉后，“宾

主始欢洽如初”。邹韬奋评论：

“当时张氏之受窘情形，可以想

见，他能跳出窘境，还幸亏他的

坦白道歉，总算漂亮。”

清华学子不唯上、不唯权、

只唯理，舌战张继的情形，被

许多校友津津乐道。陈岱孙、

钱端升、许振德、黄开禄等校

友回忆中均有提及此事。在当

时即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被邹韬奋以《清华学生与张继

之舌战》为题，在《生活》第 6

卷第 20 期上发表。邹韬奋指出：

“反抗与服从虽是两极端或至

少是相反的东西，但反抗与服

从可成美德，亦可成劣根性，

重要之区别就在是否合理。有

理由的反抗和有理由的服从都

是美德；无理由的反抗和无理

由的服从都是劣根性。”邹韬

奋批评张继，称赞了清华学生

有理的反应：“我国人之不守

时间，久成一种通病，没有受

过教育的人还可说是无知无识，

聊以解嘲，受过教育的人连这

种千该万该改革的恶习惯尚未

能改革，教育改造社会便是一

句空话；张氏这一天负监誓责

任，新校长非恭候到他的大驾

光临，不敢按时开会，固意中事，

累着全体师生久候，已有敢怒

而不敢言之烦恼，张氏到后‘训’

得又不合分际，倘清华学生竟

无一人敢起来质问，这种无理

由的服从便是奴性。合理的服

从是美德，奴性的服从却是最

要不得的劣根性，是我们绝对

不要我们国民有的东西。我们

一方面要提倡合理的服从，一

方面也要提倡合理的反抗。”

邹韬奋的评论可谓深刻到位。  

（作者任职于清华大学校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