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的清華大學不但是著名學府，也是當下遊客的打卡 「網
紅」 之地。偌大的清華園中最具 「可看性」 的，大概是早期 「四
大建築」 ─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和大禮堂，尤其是在陽光
明麗的天氣，茵茵綠草襯托下的大
禮堂，秀美而端莊，中西合璧，令
人流連忘返；大禮堂奠基石刻有 「
周詒春立」 。不過，大部分在這裏
留影的人，恐不知道 「周詒春」 這
個名字。周詒春是清華的校長，相
較於梅貽琦、蔣南翔等清華校長，
周詒春是前輩，但他的 「名氣」 卻
小多了。然而，正是在這位 「非著
名」 校長任期內， 「四大建築」 開
始興建，而他對於清華乃至現代中
國的貢獻，又遠不止於 「四大建築
」 。新近出版的《周詒春圖傳》以
翔實的資料，為我們揭開了周校長
勤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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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杏壇半生官場
通觀全書，我想，或許可用 「半生杏壇，半

生官場」 這八個字概括周詒春的一生。一八八三
年，周詒春出生於湖北漢口。一九一二年，他被
任命為清華學堂教務長。從此，他的一生與這所
學校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一九一八年，周詒春
離開了清華，但他此後長期在文教界活動，擔任
過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秘書、副董事長，
協和醫學院董事會董事長，燕京大學代理校長，
貴陽清華中學董事長等。一九三五年，他又轉入
政界。一九五八年去世。

本書作者金富軍精研清華校史，撰述本書時
以圖文史料說話，刪之筆之，繁簡得當，不拘泥
於穿靴戴帽式的流俗文風，在概述傳主人生大事
的基礎上，把最主要的筆墨花在了作為教育家的
周詒春身上，以全書大半篇幅講述其任職清華以
及傾心文教的往事。這樣的處理突出了周詒春最
重要的歷史功績，讓人明瞭了他之所以得以留在
歷史上的最主要原因。本書披露珍貴圖片頗多，
雖名為 「圖傳」 ，實則是一本完成度頗高的教育
家傳記。

算起來，周詒春在清華任職時間並不長，總
共只有四年又五個月，卻創造了多個校史乃至教
育史上的 「最」 或 「第一」 ：周詒春正式就任清
華學校校長時，不滿三十歲，是迄今為止最年輕
的校長。一九一五年，《清華月刊》創刊，十一
月改為《清華學報》，這是中國創辦最早、使用
中英文兩種版本出版，且以英文版為主的高校學
報，在西方最新科技學術捨棄日本轉手而直接從
歐美傳入中國方面，開創了學報界先河。刊名為
周詒春所題，而這也是 「學報」 二字第一次出現
在中國高校期刊刊名之中。周詒春主政清華期間
，不遺餘力提倡體育，支持休梅克博士在清華建
立了現代體育訓練體系，使清華成為中國最早設
立正規西式體育的學校。他又是最早將西方職業
輔導引入中國的人，如書中所言， 「他推動在清
華建立了完善、系統的職業輔導教育體系，幫助
學生科學、合理地認識自己和確定留學方向，對
清華學生日後成長起了重要作用」 。

凡此種種，充分驗證了金富軍在書中的判斷
：周詒春對於清華是抱有一種 「使命感」 的，而
且做好了長期為清華服務的準備。書中援引周詒
春的兒子周華康的回憶： 「一九一四年，我出生
在清華園。父親周詒春當時是清華學校的校長，
為把這個留美預備學校改辦成大學，他制定了 『
五步發展計劃』 ，可謂躊躇滿志；他還在清華園
附近買了一塊地，準備年老退休之後，就近欣賞
清華的發展，足見用情之深。我名字中的 『華』
字，就是清華的華，是爸爸的心路給我留下的痕
跡。」

清華精神的塑造者
哲學家羅素訪問清華後曾讚嘆道： 「清華大

學位於西山之麓，有不少精美而牢固的美式建築
……一進校門就可以發現中國慣常缺少的所有美
德都呈現在眼前，比如清潔、守時和高效。我在
清華的時間不長，對它的教學無從評價。但所見
到的任何一件東西，都讓我感到完美。」 這無疑
是一種清華精神、清華氣派，而這是一代又一代
清華人共同塑造的，周詒春是其中關鍵的一位。
《周詒春圖傳》這本書中始終貫穿着一條線索，
即勾勒周詒春與清華精神的互文性。

說起 「清華精神」 ，很多人會認同一個 「實

」 字，不自我吹噓、靠實力說話是清華人的精神
特質。周詒春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對於清華精神
的養成極為重要。本書對此作了詳盡的闡發。周
詒春重視學生品行的鍛造，他強調對學生要 「注
意訓育良美氣質，養成純正之品行」 ，造就一完
全人格之教育。為此，他鼓勵學生組織豐富多彩
的社團，編輯出版各類報紙雜誌，訓練學生辦事
能力，培養集體精神和合作意識。

他特別強調 「實幹」 。他說： 「今日中國所
急需者，非高談闊論之思想家，乃身體力行之實
驗家也。」 他還對學生說， 「你們做事，總要實
事求是，腳踏實地，要從小做到大，從低升到高
。若是腳沒有着實而攀得高高的，那一跌下來，
就要跌死的。」 這一觀念深深地浸潤到學生心中
。一九二一年，《清華周刊》上有一篇文章說：
「像我們這般頹唐的國家，要想振作，非得有一

群人老實肯作事。所以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有人
抱着好心腸極力的作事。不管怎樣作法都是好的
。換句話，不管怎樣，實地的工作最有價值。在
學校裏，養成不肯放過光陰，時刻準備作事的習
慣最要緊。」

周詒春又以嚴格管理作為人格教育之手段。
他常常對學生說， 「我不要你們怕我，我要你們
怕法律。」 他主持校務期間，訂立了許多制度規
章，小到學生請假回家、不准飲酒吸煙，每周至
少洗澡一次，每兩星期必寫一家信，均有制可循
。周詒春抓制度落實可謂 「抓鐵有痕」 。畢業於
清華的化學家楊石先回憶，周詒春 「常常深入到
學生中間，或把一些學生叫到他的辦公室，除了
檢查學業外，還要聞聞他們口中有無異味，問問
是否經常洗澡，每天通不通大便，參加不參加體
育活動。」

在教育和造就人才方面，周詒春更值得稱道
的是對學生悉心的職業指導。當年，即將留學深
造的畢業生都會接到周校長的一張調查表， 「請
你詳細填列：個人興趣、個性、目前學會些什麼
、將來打算怎麼樣等等。」 他還常和畢業班同學
開會，或者單獨召見學生，進行詳細交談，為學
生選擇專業、職業提供 「一對一」 的精準輔導。
這種指導不止於學業，還包括留美後日常生活中
的習慣和禮儀。據陳鶴琴回憶，一九一四年出國
前，周詒春和學生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會住了一個
月， 「周校長差不多上了一個月的吃飯課，我們
竟變成了 『吃飯學生』 ，周校長倒變成 『吃飯先
生』 了。」 從坐姿到麵包和湯的吃法、刀叉的使
用等，周詒春都事無巨細地加以教導。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認為周詒春所作的這一
切，只是純粹出於留學生活 「技術」 或學生將來
找飯碗的考慮，那就未免把周校長看小了。金富
軍在書中特意指出， 「周詒春對學生的留學指導
，特別注重學生愛國精神的培養。」 一九一四年
十二月，周詒春在對學生演講中提出： 「清華同
學均愛國男兒，以救國為前提。」 他教育學生，
「擇業不當貪貨利、騖虛名，亦不可拘於時世之

盲論，及父兄親友之成見，當（一）天性之所近
，（二）國家之急需，及（三）能造福於人類為
權衡。」 有的學生回憶， 「在到芝加哥之前夜在
火車上開座談會，周校長希望此次同來美國之全
體學生，學成後回國服務，並期望每人能創辦一
項新事業。」 讀書至此，深感真愛國者，必從小
處細處實處入手。

出山更比在山清
丁文江在一九三五年寫過一首詩： 「紅黃樹

草爭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為語麻姑橋下水，
出山要比在山清」 ，道出了當年許多知識分子的
人生態度、旨趣情懷和現實選擇。周詒春也是其
中之一。一九三五年底，周詒春入閣擔任政府實

業部次長。兩年後，他結束任職，前往貴州擔任
省政府委員。雖然在實業部的時間不長，但把清
華的作風帶了過去。他親自守着官員上班簽到，
如果誰遲到了，就把鬧鐘指給他看；他戴着白手
套和事務科長一起檢查內務，一如他在清華當校
長時對待學生嚴父般的樣子。

周詒春小處不隨便的嚴謹細緻作風，是本書
重點着力處之一，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在閱讀
時，筆者忽然想到：改造國民性，培養新一代中
國人，大概是近代知識界的共同夢想。而改造之
道又或分兩途，一為思想規訓，如魯迅從思想入
手，以觀念變革洗刷人之靈魂；一為行為訓練，
也就是像周詒春這樣，從人的日常行為和細節入
手，力圖養成國民的現代處事習慣。二者孰是孰
非、孰優孰劣，或許很難下一判斷，但是，它們
共同對歷史發生着各自的作用。以往治史者，對
前者關注較多，研究後者則相對不足，從這個意
義上說，《周詒春圖傳》塑造的周詒春形象，
直觀地給我們認識近代歷史提供了新的角度和
方向，也增強了這本傳記的學術意義，使其從
一人一校之史，而具有了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
史之意蘊。

一般而言，傳記兼有史學與文學之特點。《
周詒春圖傳》在寫法上更偏向於史家的態度，作
者很少出面說話，而是以史料的鋪陳取捨來表明
態度，這可說是本書一大特色。舉例而言，一九
一八年周詒春辭職一案，到底幕後原因如何，一
直存在着爭議。金富軍在書中沒有迴避這個問題
，但在現有史料條件下，也沒斷然就下結論，而
是總結介紹了三種主要觀點。

一為派系傾軋說，認為外交部有人想搶奪校
長之缺而排擠了周，《清華大學校史稿》即持此
說。二為身體衰病說，這也是周詒春在師生惜別
大會上自己陳述的原因。三為私人恩怨說，認為
由於周詒春嚴格管理，得罪了學生中的官二代，
受到權貴打壓。介紹三種觀點後，金富軍又揭出
彼時外交總長換人，親美的顏惠慶被親日的陸徵
祥所取代，陸簽署的批准周辭職之批示中，對周
無勸慰之詞，且絕口不提周遭人誣告之史據。接
下來，他又以 「餘音猶存」 一節，詳述一九三○
年清華校務動盪時期，學生大會呈請當局重定校
長時，又將周詒春列為備選，以及周一生熱心清
華同學會等事。綜合來看，作為周詒春傳記的作
者，金富軍雖未直接下斷語，但行文之間觀點和
態度實已含蓄而充分地得到了表達。

當然，不論清華，還是周詒春，都是一個說
不盡的話題。本書也留下了一些值得繼續開掘之
處。比如，通觀周詒春之一生，顏惠慶、吳鼎昌
二人對他影響極大，隱隱可見學界政界人脈走向
，對此，書中雖多次提及，但或限於史料不足，
或礙於體例之限，似還未深入展開探究，只是抻
出了一個線頭。中國人向來最重門生故舊、同學
老鄉。沿着這個線頭爬梳史料，料有一番豁然開
朗的新天地。

一九四○年四月，香港《大公報》曾對周詒
春作過專門報道： 「周詒春是前清華大學和燕京
大學兩校的校長。他……在工作上講科學方法的
管理和着重效率。在過去幾十年的工作中，都以
他堅強的體魄，精密的頭腦，身體力行。只是苦
幹，不尚多言……」 誠哉斯言，這確實是周詒春
的真實寫照，也正是《周詒春圖傳》為我們刻畫
的這個 「實幹家」 周詒春。

清華非著名校長的

──《周詒春圖傳》評介

▲金富軍著《周詒春圖傳》，清華大學出版社，二
○一九年

胡一峰

▲周詒春

▲清華大禮堂始建於一九一七年，是清華大學早期四大建築（大禮堂、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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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幹人生

▲清華大學二校門為一座青磚白柱三拱 「牌坊」 式
建築，門額上刻有那桐題寫的 「清華園」 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