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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声与清华
——为清华百年华诞而作

〇杨  起（1943地学）

清华的老人也许还记得，1928—1930

年间在清华园乙所里住着一位身材颀长、

性情温和、常常叼个大烟斗、有儒者风度

的山东人，他就是家父杨振声(字金甫)。

1890年11月24日，家父出生于山东省

蓬莱县水城镇一个渔民家庭。他善良耿直、

平易近人；他热爱祖国、光明磊落；他淡泊

名利、清正廉明；他思想开明、同情革命。

1915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国文系。

1919年1月与同学一起创办了倾向进步的

刊物《新潮》杂志。五四运动时学生们上

街游行使用的标语、旗帜就是在《新潮》

办公室制作的。

1919年5月4日，由巴黎传来反动军阀

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的

消息时，正在北大学习的杨振声，全身热

血沸腾，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的口号，不顾一切地投身到游行示威的行

列，成为一名闯将。因他是首领之一，曾

两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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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感到联大“有容乃大”的可贵,在

大后方以“民主堡垒”著称的西南联大,

也有不参加学运、只埋头用功的同学们的

自由空间,他们遍读经典,醉心文学(或其

他专业),似乎不问政治,但在祖国和人民

需要的时候,毅然投笔从军,甚至为国捐

躯。在联大从军碑上留下姓名的,不乏这

样的人。

群社是联大影响较大的进步组织,他

们见许渊冲俄文成绩超前(小考100分,大

考100分,总评还是100分),又熟读俄苏文

学,希望他能加入；他怕加入组织会影响

学习就拒绝了,人家也不再勉强。闻一多

先生批评汪曾祺不问政治,汪曾祺却批评

闻一多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太多；闻先生说

汪曾祺向他开高射炮,汪却说闻先生向他

俯冲轰炸。师生二人把《诗经》中的比兴用

到生活中来了,虽然针锋相对,却不伤和气。

如此宽松自然的环境及人际关系,怎

能不令真想读书做学问的学生不胜羡慕而

心向往之!

 （原载《南方周末》，201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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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秋，家父考取了官费赴美留

学。1924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在从教的同时，他

笔耕不辍，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小说、评

论、散文、诗歌、杂文等近百篇，以表达

他的爱国热情和正义立场。

1928年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后，

南京政府教育部派罗家伦当清华校长，罗

家伦聘请他的老同学杨振声为教务长，他

们以把清华建成中国一流大学为职志，果

断地对清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

革。因为清华是由留美预备学校延续下来

的，当时洋人在清华势力还很强，洋教员

处于比中国教员高一等的地位。罗家伦、

杨振声首先取消了操纵校务的董事会，使

清华脱离外交部的管辖，改由大学院(教

育部)领导，将清华学校改办为国立清华

大学；改变职员高于教员、外国教员高于

中国教员、洋文高于中文、洋课程高于土课

程等不合理现象。招生方面，宣布：男女兼

收，这在全国大学中是开先例的。

罗、杨认为学校要以教学为主，要有

好教师。教职员中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

律辞退，原来的55名教授，只续聘了18

位，还一下子辞退了6名外教，压制了洋

势力，维护了民族尊严。在辞退不合格人

员的同时，另行聘请了20多位饱学、年轻

的教师如：周培源、朱自清等，还到英美

等国请来一批国际一流的学者如：陈寅

恪、赵元任等。为减少浪费砍去庞杂的机

构和冗员。

在排除洋势力方面，家父兼任院长的

文学院的效果更为显著。为了纠正人们对

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扭转人们对待祖国

文化的错误态度，尽管家父的行政工作已

经很忙，他克服困难开创了现代文学课，

由于讲课语言生动，绘声绘色很受欢迎。

他追求的目标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

文学”，他认为：“若没有新文学，不可

能有新文化与新人生观，也就不可能有新中

国”。因此，在当时的各大学中清华是第一

个把新旧文学、中外文学联合在一起的。

为了创造新文化，活跃学术空气，他

还兼任学校话剧团的导演，晚饭后常因去

排练话剧很晚才回来。此外，他还数次参

加清华著名的文艺团体“终南社”的学术

活动，应邀与谢冰心、俞平伯一起到“终

南社”作学术报告，他讲的题目有《新文学

的将来》和《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感》等。

正当清华的各项工作蒸蒸日上、蓬勃

发展之际，遇上了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

了华北，再加上罗家伦有些改革举措不受欢

迎(如军训)，所以他不得不离开了清华。罗

家伦走后，清华校务由以教务长、秘书长及各

院院长组成的校务会议维持，代行校长职权。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谓的“教授治校”。

1930年6月，阎锡山想趁罗家伦离任

控制清华大学，便派乔万选带了几个人坐

小汽车来接管清华。这事惊动了清华上

下，人们纷纷涌向校门口，那时我在成志

小学读书，闻讯也跑去看热闹。我看到，

清华人都聚集在校门口(当时校门上方的

匾额写的是“清华园”三个大字，即现在

二校门)，师生们将乔万选等拒于校门之

外，当时任教务长的家父就站在师生的前

列与乔万选等理论。双方僵持了好一段时

间后，乔万选等看到师生们情绪非常激

动，形势对他们不利，最后只好灰溜溜地

走了，清华师生们取得了胜利。

据陈岱孙教授回忆：“今甫先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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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秋季始业时来清华大学，是北伐

后，清华由外交部改隶于当时所谓大学院

(后来之教育部)，由新校长罗家伦聘请来

任中文系教授兼大学教务长的。1929年大

学组织条例经过更改，采取在大学下分立

学院的制度；清华成立了文、理、法三个

学院。他被教授会推选为文学院院长兼教

务长的职务。1929—1930年之交，罗家伦

由于学生的反对长期去南京不返，终于辞

职。清华校务由以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

院长组成的校务会议维持，代行校长职

权。就是在是后三四年之间，清华形成了

一套后来为人们所称的‘教授治校’的制

度。作为文学院院长和校务会议成员，今

甫先生对于这个制度的创立起了很大的作

用。这个制度的是非功罪，将来的中国教

育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但在抵抗学校受

军阀、党阀控制一节，它却也起了作用。

例如，全校教师学生一起挫败了阎锡山以

武力接收学校的企图；粉碎了CC党阀集团

派其党羽吴南轩为校长以遂其攫取清华为

党派基地的阴谋。今甫先生当年都是身当

其冲，力持正气坚决地站在群众一边。”

1930年6月，经老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推荐，“性情温和、冲默有量”的杨振声

出任第一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因此家父

离开了清华。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

落入敌手，在此种形势下，南京政府考

虑，拟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为

此召三校校长和杨振声去南京议事。国难

当头，家父为了国家的兴亡，为了更多的

孩子不受奴役和有书可读，义无返顾地抛

下即将高考的我和我那尚未结婚的姐姐于

敌占区北平(我们的母亲不在身边)，只身

奔赴南京。遵教育部令：北京大学校长蒋

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

长张伯苓、教育部代表杨振声组成长沙临

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三位校长为常委、杨

振声为筹委会成员兼秘书主任，由筹委会

的三名常委与秘书主任组成常务委员会，

商决一切方针。翌年，长沙临时大学迁至

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一

个没有校长的大学，行政工作以三校校长

和秘书主任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

领导机构，但常委会成员中，张伯苓先生

和蒋梦麟先生常常不在昆明，实际上只有

梅贻琦和杨振声两位先生主持经常性工

作。异地草创那么一个庞大的学校，工作

之繁杂、困难之巨大，是不难想象的。作

为教育部的代表和临大、联大筹备委员会

的常务委员会成员兼秘书主任，杨振声深

感担子的沉重和责任重大。他认识到，要

打赢这场战争赶走侵略者，各界人士都要

尽最大努力，因此，除竭尽全力地认真搞

好行政工作外，更加埋头于搞好教学。

1940年7月，由于日寇攻占了安南(越

南)，云南也成了前线，因而西南联大在

四川叙永成立了分校。家父又被派到那里

去开辟新天地，担任叙永分校主任，这是

一个既艰苦又责任重大的工作。况且，那

里国民党特务横行，工作非常难做。为了

报效祖国、为了抗战，他勉为其难地答应

下来。梅校长建议他乘飞机去，他要跟大

家共甘苦坚持坐卡车去。虽然叙永条件极

困难，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教

和学热情依旧。由于工作繁重、生活艰

苦，家父在叙永得了严重的胃病，为他的

早逝埋下了祸根。“皖南事变”爆发的消

息传到叙永后，同学们上街游行，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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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因而招致当地国民党

分子的破坏，他们唆使驻军来强行搜查女

生宿舍，由于学校方面据理力争才未能得

逞。据一位当年在叙永分校参加过为抗议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举行游行的老

校友回忆：“杨振声主任坚定地站在进步

学生一边，他举起五四‘民主、自由’的

大旗，来庇护学生，坚决反对反动军警到

学校抓人。地下党员学生徐树仁(徐干)和

袁月如奉命转移离开学校，反动当局来校

要人时，杨振声以‘学校只管学生的学

习，课堂以外的事学校管不着，那是学生

们的自由!’来把他们驳回去。”此外，四

川方面想压服家父把叙永分校留在四川，

家父说：“我是联大派来的，所以我只听

联大的”，就这样把地方势力顶了回去。

家父在西南联大的诸项工作中，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他把白话文引进了大学的

课堂。这一举措可谓开风气之先，而且意

义深远。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了大一国文

委员会，在主任委员杨振声的主持下，开

始了编选具有西南联大特色的《大一国文

课本》的工作。这册课本把反映新文学运

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散文、小说、

戏剧文学、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

是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创举。为编好这本课本，他顶着

当时教育当局严重的复古倾向和压力，发

扬学术民主，发动全体任课教师推荐篇

目，几经斟酌、讨论，并在使用中不断总

结、增删，至1942年才最后定稿。学校对

大一国文非常重视，将其规定为全校一年

级的共同必修课。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

重申大一国文课必须采用部订教材。联大

没有向复古势力低头，而是在使用部订教

材的同时，大一国文委员会另编一册《西

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作为

补充教材，在1942年西南联大《大一国文

课本》的基础上，增选了胡适、鲁迅、徐

志摩、冰心、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等

人的名篇。为了避嫌，教材中没选当时在

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的文章。这也体现出

他为人的正派、清廉。这册文选，后来改

称《语体文示范》，杨振声为此书写的序

言《新文学在大学里》，突出地点明了向

教育当局复古倾向作斗争的编印宗旨。可

见他为发扬五四新文化传统、推广白话

文，堪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实在是功

不可没。

1945年日寇投降，祖国光复。

北大复校后，他又默默地教着他的

书。由于在叙永落下的病根，回北平以后

他身体一直不好。大约1948年上半年，他

在府右街北大医院做了胃切除手术，术

后，很长一段时间身体未能复原。

北平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两次送机票

来要他南下，都被他拒绝。1949年1月17

日他与另外35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劝傅

作义顺从民意，谋取和平解放之法，将军

队撤出城外。

北平解放后，他仍在北京大学任教，

是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创

作部部长，出席过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还发表了多篇歌颂新社会的作品。

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调到东北人民大

学(现吉林大学)，1956年，因病去世。

                     2010年10月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

学教授，因病于2010年11月21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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