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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维钊在清华任职时间考
〇孟凡茂(1979自动化)

上面这幅照片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

门（以下简称国学院）导师和助教七人合

影，最初登在1926年夏出版的《清华年

刊》（1925—1926年卷）上，流传甚广，

被许多介绍清华历史的书籍、文章采用。

照片上前排的四位是一位讲师和三位

导师：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他们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彪炳千秋的人

物。后排的三位助教，照片发表时标有名

字，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当

时他们20多岁，站在大师们的后面，自然

不会引人注意。我的问题是，照片上所标

注的人名正确吗？

让我们判断一下这张照片拍摄时间。

清华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照片上没有陈寅

恪。陈于1926年7月到清华任教。由此可

以判断，此照片照于陈到校之前。从人物

的服装上看，着夹衣或薄棉衣，应是在

深秋或初春，即1925年秋或1926年春。

又李济于1926年年初即赴山西作考古调

查，照片拍摄的日

期就只能是1925年

的深秋了。

四大导师中王

国 维 到 校 最 早 ，

1925年4月18日住

进学校西院17、18

号。到校之后，王

先生即开始学术研

究，并在暑假期间

为留校同学演讲“中国近二三十年新发现

之学问”。为王国维先生选聘助教，时

间也应最早。据1925年4月3日《吴宓日

记》，“See Pr on As.”（访校长谈助教

事），如此简略的日记，我们只能根据当

时的情况判断，应是为王国维和梁启超先生

的助教事与校长曹云祥交换意见。聘任陆维

钊作王国维先生的助教应是吴宓所推荐。

陆维钊（1899—1980）原名子平，字

微昭，浙江平湖人。一生潜心中国文学研

究，尤于汉魏六朝文学及清词有专攻，于

书画艺术始终孜孜以求，是我国现代高

等书法教育的先驱者之一。据陆维钊的传

记，应聘王国维的助教不久，陆维钊忽接

电报，得知祖父病重，必须马上归省。他

一夜未眠，经考虑再三，只得向校方请

假，助教一职暂请同学赵万里代理。临别

约定，待祖父病情稍有好转，他立即返

回。但不久，他接到赵万里的来信，告知

教职已由赵正式接替，也就是说，他已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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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清华研究院的助教职位。失去这样一

个工作机会，对他来讲是终身憾事，直至

晚年，每当言及此事，无不叹息再三。

陆维钊1925年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

史地部毕业，当时毕业时间一般在6月上

中旬，即便一毕业就来清华，也应该在6

月中下旬了。据《吴宓日记》，1925年8

月31日，赵万里到校代理陆的职务。由

此可知，在8月31日之前，陆维钊因祖父

病，请假南归，并推荐同学赵万里代理。

9月1日，吴宓向校长汇报赵万里代陆维钊

事，并得到批准。9月11日出版的《清华

周刊》有国学院教职员表，在其表后的注

中说明，陆维钊请假，请赵万里（斐云）

代理。另据9月14日《吴宓日记》，赵万

里与吴宓详谈陆维钊的身世情形，吴宓遂

决定永远留赵，命陆不必回清华，并认为

这样的决定是做了件两全其美的事。至

此，我们可以推测，陆维钊到清华学校任

王国维先生的助教，从6月下旬至8月下

旬，约为两个月，之后，未能再回到清华

学校任职。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

海宁人。1921年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

1925—1928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助教。赵

万里是著名的文献学家、敦煌学家。

关于赵元任的助教，据1925年8月1日

《吴宓日记》，“赵元任来，拟用其內

侄为助教。逾日，决用章昭煌，企孙荐

也。”8月4日又记，“作函致章昭煌为赵

元任先生助教，月薪60元。先细陈情形，

征询意见。宓函由赵寄叶企孙转交。”由

此可知，章昭煌作为赵元任的助教，是叶

企孙先生推荐的。此年春学校已经决定聘

叶企孙先生秋季到清华任教。吴宓和叶企

孙曾一同在东南大学任教，故推荐章昭煌

来清华任助教。

9月8日吴宓在工字厅设宴招待王国

维、梁启超、梁漱溟、赵元任、李济等十

余人，吴宓日记注明梁廷灿和章昭煌未

到。由此可知，清华国学院所聘三位导师

和一位讲师，开学之前均已到校。

梁启超的助教梁廷灿，是梁启超的侄

子，广东新会人，从相貌就可判断，照片

所注应无误。梁廷灿于1925年春到天津，

暑期回广东，本拟秋季开学时即与梁启

超一起到清华就教职，因战事，梁廷灿

被阻在广东。9月20日梁启超《与思顺等

书》：“廷灿尚困在广东，不能来，种种

感不便，急极。”直到1925年10月19日梁

廷灿才到清华任职。

因为李济先生参加了美国史密森研究

院佛利尔艺术馆中国考古发掘队活动，所

以学校只能聘其为特约讲师。也因为这个

项目，他于春秋两季要从事野外考古调

查，不能在校开课。1925年8月李济到清

华，9月开学后是否立即开课尚不清楚。

但李济先生于1926年2月5日至3月底去山

西作考古调查，回到清华时吴宓已经辞去

研究院主任之职。

根据梁廷灿先生到校的时间和李济先

生于1926年春外出调查时间推测，本文开

头的照片应是在1925年10月下旬至11月拍

摄的。这样，可以肯定，照片中的人物没

有陆维钊，后排中间的人是赵万里。这张

照片在1926年刊印时就把人名标注错了，

或许因为陆和赵只是助教，一直不为人所

注意。为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今后刊用此

照片时应予更正，即——后排左起：章昭

煌、赵万里、梁廷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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