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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史 研 究 的 新 成 果

— 读
《漫话武大 》

吴 贻 谷

由原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将军作序
、

刘双平同志编著的《漫话武大 》一书
,

于武汉大学建校

1 00 周年出版
。

这是武大近
.

10 年来校史研究的又一成果
,

是作者向百年校庆的一份献礼
。

作为

《武汉大学校史 》一书的姊妹篇
, 《漫话武大 》在内容上弥补了前者之不足

,

彼止呼应
,

相得益彰
,

因而受到广大校友和读者的热诚欢迎
。

出版前
,

我有幸阅读了该书清样
,

觉得内容丰富
,

文笔生

动
,

从新的视角为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了解武大提供了一本难得之作
。

《漫话武大 》由 5 个部分构成
,

各有侧重
,

又浑然一体
。

第一部分以 21 个专题概述了武大百

年历史的一些大事和有关人物趣闻
,

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

是全书精彩的部分之一
。

如

在 《中共创始人与武大 》一文中
,

作者记叙了毛泽东
、

陈独秀
、

李达
、

李汉俊
、

陈潭秋
、

董必武等中

共创始人与武大的渊源关系
,

证明武大不愧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
。

对于周恩来
、

蔡

元培
、

李四光等与武大的密切联系
,

该书也都有翔实的记载
。

第二部分辑录的是刘树祀
、

王世

杰
、

王星拱
、

周鲤生
、

刘秉麟
、

李达
、

刘道玉等任校长 (或代校长 )期间的重要讲演和报告
,

读后使

人对这些先行者在不同时期呕心沥血地办学有了较为深切的了解
。

第三部分辑录的是石瑛
、

陈

源
、

范寿康
、

杨端六
、

朱光潜
、

徐景恭等学者在武大任教期间的演讲和校情介绍
,

可谓佳作连篇
。

如朱光潜先生的《说校风 》一文
,

从风格
、

风行
、

风气
、

风范
、

风化等 5 个侧面论述校风的涵义
,

算

是把校风说透了
。

第四部分辑录的是李先闻
、

吴鲁芹
、

苏雪林等校友回忆武大的文章和胡乔木

纪念李达的一篇讲话
,

均各具鲜明特色
。

昊鲁芹校友不愧为散文大家
,

读着他用俏皮的笔调写

的《武大旧人旧事 》
,

既让人感到亲切
,

又令人忍俊不禁
。

苏雪林校友写的《悼念凌叔华 》一文情

真意切
,

读后使人了解到
“

格咖三女杰
”

当年的风姿
.

胡乔木的《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李达同志 》一文
,

是在纪念李达诞辰 1 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座 谈 会 经 中 央 批 准

,

由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

中 央 党 校

、

中 央 党 史 研 究 室

、

武 汉 大 学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

湖 南 大 学 联 合 于
19 9 0 年

12 月 2 7 日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举 行
.

胡 乔 木 时 任 中 顾 委 常 委

、

中 央 党 史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副 组 长

、

受 中 央 委 托 出 席 座 谈 会 并 发 表 讲 话

。

当 时

, 《人 民 日 报 》
、

《光 明 日 报 》等 报 刊 都 摘 要 发 表 过 讲 话

内 容
, 《漫 话 武 大 》此 次 全 文 登 出

。

第 五 部 分 辑 录 的 是 陈 独 秀

、

周 恩 来

、

张 治 中

、

吴 稚 晖

、

胡 适

、

张

君 励 等 在 武 大 的 讲 演

,

又 各 有 其 代 表 性

。

其 中

, 《现 阶 段 青 年 运 动 的 性 质 和 任 务 》是 周 恩 来 在 武

大 三 次 讲 演 中 的 一 次 讲 演 稿
,

引 导 了 当 时 的 青 年 向 往 和 投 身 革 命

,

现 已 收 入
《 周 恩 来 选 集 》

,

可

惜 的 是 另 两 次 讲 演 稿 已 遗 失

,

留 下 了 历 史 的 遗 憾

。

胡 适 的
《 中 国 历 史 的 一 个 看 法 》

,

分
5 个 部 分

/

述 说 了 中 华 民 族 五 千 年 文 明 发 展 的 坎 坷 之 路

,

这 篇 讲 演 当 时 也 曾 倾 倒 过 许 多 武 大 学 生

。

尊 重 历 史

,

实 事 求 是

,

是
《漫 话 武 大 》一 书 的 显 著 特 点

。

修 史 写 志

,

关 键 和 最 难 的 是 尊 重 历

史

.

作 者 坚 持 历 史 唯 物 论

,

对 武 大 历 史 上 出 现 的 人 物 和 发 生 的 事 件 做 到 了 实 事 求 是

,

秉 笔 直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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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学 校 的 建 设 和 发 展 做 出 过 巨 大 贡 献

,

作 者 并 未 因

其 政 治 观 点 反 共 而 加 以 抹 煞

。

蒋 介 石 也 有 缘 与 武 大 发 生 过 多 次 联 系

,

当 王 世 杰
1 9 2 9 年 修 建 路

咖 山 校 舍 受 阻 时
,

蒋 介 石 曾 支 持 王 世 杰

,

并 为 排 除 阻 碍 出 过 力

,

作 者 对 此 史 实 也 没 有 回 避

。

总 结 和 借 鉴 以 往 的 办 学 经 验

,

积 极 探 索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规 律

,

是
《 漫 话 武 大 》一 书 的 又 一 特

点
。

全 书 分 列 专 题 撰 写 和 辑 录

,

但 贯 穿 始 终 的 一 个 基 本 指 导 思 想 是 继 承 先 辈 的 办 学 经 验

,

探 索

办 学 的 规 律

,

这 里

,

仅 举 三 个 实 例

:

其 一

,

王 世 杰 是 当 时 著 名 的 教 育 家

,

他 的 办 学 思 想 曾 简 要 概

括 为 三 句 话

: “
名 教 授

、

高 工 资

、

好 住 房

” ,

这 对 我 们 今 夭 办 学 仍 有 借 鉴 意 义

。

要 办 一 所 一 流 的 大

学

,

必 须 要 建 设 一 批 一 流 的 学 科

,

而 建 设 一 批 一 流 的 学 科

,

关 键 是 要 有 一 批

“

名 教 授
” , “

高 工 资

、

好 住 房

”

正 是 吸 引

“

名 教 授

”
和 使

“

名 教 授
”
安 心 于 教 学 科 研 工 作 的 重 要 条 件

。

王 世 杰 的 上 述 思

想

,

在 书 中 就 有 系 统 的 介 绍

。

其 二

,

理 论 和 应 用 本 是 对 立 统 一 的 辩 证 关 系

,

处 理 好 这 二 者 的 关 系

对 于 办 好 一 所 大 学 十 分 重 要

。

王 星 拱 说

: “

大 学 不 能 为 应 用 而 抛 弃 理 论

” ; “
纯 粹 理 论 的 知 识 则 和

艺 术 一 样

,

不 能 用 它 的 功 利 的 价 值 来 批 评 的

” ; “
理 论 之 最 后 目 的 还 是 应 用

,

然 而 倘 若 我 们 天 天

只 把 应 用 的 目 标 摆 在 眼 前

,

反 而 不 能 得 着 圆 满 的 结 果

” ; “

在 科 学 史 上

,

有 许 多 的 研 究

,

先 是 为 应

用 去 做 的

,

但 是 后 来 成 为 理 论 方 面 的 发 明
;
又 有 许 多 的 研 究

,

先 是 完 全 在 理 论 上 进 行 的

,

但 是 以

后 收 到 了 最 大 的 应 用 效 果

” 。

这 些 话 仍 然 值 得 今 天 好 好 回 味

。

其 三

,

对 于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的 发 展

战 略 和 方 针

,

周 鲤 生 也 有 许 多 深 刻 的 思 考

。

中 国 的 高 等 教 育 是 趋 向 于 平 均 发 展 呢
? 还 是 集 中 几

个 少 数 的 学 校
“

作 充 实
”
呢

? 周 绞 生 说
: “

平 均 发 展 固 有 它 的 好 处

,

不 过 站 在 讲 求 学 术 的 见 地

,

是

当 然 选 择 那 些 设 备 好

、

教 员 好

、

环 境 也 好 的 学 校 来 充 实 的

,

到 处 开 学 校 的 结 果

,

反 倒 无 力 来 补 充

好 学 校

。

与 其 多 办 学 校

,

实 不 如 集 中 几 个 比 较 好 的 学 校 来 充 实

。 ”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是 应 注 重 理 论

,

还 是 应 注 重 应 用 呢
? 周 鲤 生 认 为 不 能 一 味 追 求 应 用 而 抛 弃 理 论

。

他 举 例 说

: “

我 们 知 道

,

有 一 位

先 生

,

两 年 前 曾 想 出 国 去 研 究 原 子 力

,

当 时 教 育 部 以 为 这 不 是 抗 战 所 急 需 的

,

竟 没 有 允 许

,

等 到

最 后 原 子 弹 打 到 了 日 本

,

大 家 才 恍 然 大 悟 原 子 理 论 的 重 要

。 ”

高 等 教 育 是 注 重 整 齐 划 一
,

还 是 让

它 自 由 发 展 呢
? 周 鲤 生 认 为应 该 让 大 学 能 较 自主 地 发 展

。 “
如 果 一 个 校 长 一 天 忙 于 看 表 册

、

阅

公 文

、

盖 图 章

,

又 哪 还 会 有 心 力 推 进 学 术 工 作 呢
? … … 从 前 蔡 元 培 先 生 得 出 过

`

行 政 学 术 化

’
的

口 号

,

不 料 现 在 却 是

`

学 校 衙 门 化

’

了

。

… … 要 知 道 一 个 大 学 的 学 术 工 作 乃 是 基 本
,

而 学 校 行 政

不 过 是 辅 助 学 术 工 作 的 进 行

。

我 们 今 后 应 当 本 着 这 种 精 神

,

使 本 校 一 切 避 免 衙 门 的 习 气

,

维 护

学 术 的 尊 严

。

不 然 的 话

,

就 是 一 个 一 等 的 大 学

,

在 学 术 上 站 不 住 脚

,

地 位 也 会 降 下
来 的

。 ”

当 我 们

读 到 这 些 论 述 时

,

觉 得 好 象 是 针 对 今 天 的 一 些 现 实 状 况 讲 的

。

我 与
《 漫 话 武 大 》的 作 者 曾 经 共 事 数 年

,

感 到 他 功 底 扎 实

,

思 维 敏 捷

,

虚 心 好 学

,

工 作 勤 奋

,

能 做 到 管 理 和 研 究 两 不 误

,

确 是 难 能 可 贵 的

。

武 汉 大 学 是 一 所 著 名 大 学

,

不 仅 要 有 一 流 的 教 师

队 伍

,

还 要 有 一 流 的 干 部 队 伍

。

大 学 里 的 干 部

,

应 该 既 善 于 管 理

,

又 从 事 研 究

,

二 者 是 相 辅 相 成

、

并 行 不 悖 的

。

在 这 方 面

,

可 以 认 为 《漫 话 武 大 》的 作 者 有 了 一 个 良 好 的 开 端
。

这 就 是 尽 管 书 中 还

有 许 多 不 足 之 处

,

我 仍 愿 向 读 者 推 荐 的 一 个 原 因

。

1 9 9 4 年 初 于 美 国 旧 金 山 旅 次

(作 者 系原武 汉 大 学教 务 长
、

高 教 研 究 所 所 长

,

教 授 )

(责任 编辑 吴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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