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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 “五四”运动爆

发后，僻居北京西北郊清华园

中求学的清华学子一反往日静

心读书、不与政事的传统，积

极投身运动中去。同时，亦积

极参与学校管理与自我管理，

引起清华学校多方面的改革与

变化。

清华学校招收中等科学生

年龄在 12 至 15 岁之间、高等

科年龄在 16 至 20 岁之间。中

等科插班生年龄在 14 至 15 岁

之间、高等科插班生年龄不超

过 19 岁。学生总体年龄偏低，

学校实行严格管理，希望学生

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这种严格管理背后，是“造就

一完全人格之教育”教育思想。

“重以学校管理法，无不以培

养完全人格为怀。”

1919 年以前，学生自我管

理比较薄弱。全校没有自治会、

学生会等全校性学生团体，只

有每级级会以及一些学生自由

组织的社团。“有关于学生全

体事件发生，则召集各级各班

领袖，以兹讨论。”相对应的

是，学校管理学生比较强势。

学校设有“斋务处”专司其事，

由斋务长负责。学生一举一动，

均受严格管制。“在一九一九

年五月以前，清华没有甚么自

治可说，因为没有一定的团体

来管这件事。好多学生可以自

己管的事，都在斋务处底手里。”

但也正如刘崇指出的，抛

开多年磨练后的体会不论，当

时学生的感受恐怕正是“当时

不免有人生反感，说他管的太

琐碎，作风有点近专制。”学

生年齿尚幼，主要精力在读书

学习，虽有不满但能隐忍，学

校尚能风平浪静。随着学生年

龄日益增大，不满日益增加。

到 1919 年，早年进校的学生都

已成为 18-20 岁上下的青年。

长期蕴积的不满，伴随着“五四”

运动这根导火索，爱国的朝气，

一下子迸发出来。梁实秋在回

顾这段历史时，描述当时情形：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

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

洁的，‘如击石火，如闪电光’，

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

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

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

“五四”运动与清华学校的管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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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

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

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

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

“五四”运动促进了青年

的心理自觉，蒋梦麟称之为“心

的革命”，“简单说一句，他

们看了现在个人的生活都不满

足，社会的习惯都可怀疑。现

在流行的种种问题……都从这

里生出来的。”面对这种变化，

蒋梦麟指出：“青年心理是社

会的寒暑表，掌政权的人，不

要闭了眼睛，不去看他的度数。

也不要看了热度增高，就以为

把这寒暑表打破，热度就会减

低；那就大错了。办学校的人

见热度增高，也不要责寒暑表。

须知学生的行动，是恶社会挑

拨起来的。其原因在社会，不

在学生。若以此责学生，好像

不责天气的热，来责寒暑表的

上升，是愚极了。所以办学校

的人，要知道青年的要求；帮

助他们，来求满足的生活，研

究社会的问题。”当时也有人

警告：“做校长做职员的，从

此以后，若再要施‘部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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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教育’、‘警察教育’、‘机

械教育’，不知变革，我恐怕

将来的学生，一定是受不住的。

所以此后的教育，必定有一种

变革，变革由校长、职教员主

动的，固然是很好；就是校长、

职教员反对，我恐怕学界的新

潮，到底抵抗不住，变革这一

关是逃不过的。”

如何应对五四以后学生心

理的转变，蒋梦麟认为：管理

学校，不能一味专制，更不能

一味压制学生正当的诉求。“学

校和学生，以互助的精神，共

同做一番功夫。方是正当办法。”

他给办学校的人提出四点建议：

“奖励学生自治”、“给学生

思想自由的机会”、“助学生

研究社会问题”和“助学生达

丰富的生活”。但言者谆谆，

应者寥寥。包括许多校长不能

适应学生心理变化，仍力图延

续威权主义管理，以至于各地

学潮频发。1919 年 8 月至 1922

年底全国各地学潮频发，因校

长与学生而起的风潮最多。而

与校长有关的学潮中，尤其以

驱赶校长为最多。 

面对丕变

的学生心理，

学校在管理上

出现了一些明

显变化。

首先，在

清华校内，学

生实现自我管

理，成立了学

生会。“五四

运动”中诞生

的清华学生代

表团是一个临时机构，暑假后，

代表团使命告一段落。但 1919

年 11月，又发生“福州事件”。

于是，11 月 27 日，代表团重

选代表，准备组织一个团体，

作为永久的学生自治机关，这

就是清华学校学生会。1928 年

12月 23日，学生会正式成立，

代表由各级选出，学生中具有

普遍代表性。为了练习“学生

自治”，学生会成立后模仿资

产阶级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

度，设立干事部、评议部和学

生法庭，组织上比原来代表团

完备得多，章程也很细密。学

生会的成立，是清华学生管理

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

其次，学生开始积极参与

校务管理。学生会成立后组织

了一次改良校务运动。先是评

议部组织成立了校务改良委员

会，收集各种意见，写出改良

校务计划书送交校长。内容涉

及中文教务、英文教务、体育、

出版物、斋务庶务、毕业问题、

课外作业、卫生等八个方面，

部分意见被学校采纳。典型如

《清华周刊》，以前编辑由校

长指定。五四后则由学生选出，

并且学生在周刊上写的文章也

不给学校审，校长要尊重学生

的意见。

再次，面对年齿渐长、朝

气蓬勃，自主性、独立性大为

增强的青年学生，清华学校根

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对不同

年龄同学实施不同管理办法，

宽严相济，注重因势利导，培

养学生自治能力及良好的秩序。

曹云祥任校长后，推行了重要

的学生德育顾问制度，聘请部

分教职员担任学生顾问，在生

活与思想等方面指导学生。曹

云祥认为：“师弟之间，朝夕

相见，往往同舟异趣，殊属非宜。

惟有设顾问制，以消除师弟之

隔阂，而收互相扶助之益。”

梅贻琦、庄泽宣、吴在、吴景超、

梁思成等教师、学生分别任西

文、国文及学生顾问，曹云祥校

长本人担任留学及试读生顾问。

“凡关于幼年同学课程之温习，

学校设备之利用，课外作业之

练习，以及平日品行仪容等事，

顾问皆负随时指导之责。”这

种制度，一方面，切实有效地

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了解，将学

生德育指导工作切实落实；另

一方面，对稳定五四运动后，

尤其是经历了 1919-1921 年间

校长更迭风波后学校的教学与

管理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前后，学生管

理由学校完全主导转变为学校与

学生协商进行，这是历史的进步。

因此，五四时期是清华学生管理

发生变革的分水岭。 

曹云祥 蒋梦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