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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鲁 丽 致 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尊敬的傅氏家族代表： 

今天我们汇聚一堂，在傅斯年先生的故乡聊城，讨论傅斯年与新文化运动，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傅斯年先生是 20 世纪上半叶的爱国学者，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聊城市、聊城师范学院先后成立了傅斯年研究会、傅斯年研

究所，进行专题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 

今天以五四运动爆发 95 周年为契机，海内外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举行“傅

斯年与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聊城大学与聊城傅斯年研究会共同

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单

位专家学者都莅临大会，是聊城的一次文化学术盛会。今年又是聊城大学建校

四十周年，我对此表示祝贺。 

现就我浅陋的水平，结合研究会的命题讲几点认识：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傅斯年先生是新文化运动

的一位健将。傅斯年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创办了《新潮》杂志，与《新青年》

杂志联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这次运动是由新知识分子发起，又始

终具有主导地位的运动，它的最主要功绩是培育和训练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群

体。傅斯年是其中走在前列的一名干将，他以《新潮》为阵地，激烈批判了封

建信条对人的束缚，他说：“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

的旧信条。”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将傅斯年一代青年从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

来，要求民主和科学，全方位地动摇了封建思想之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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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运动

爆发时，傅斯年又被推举为学生领袖。视其一生热爱祖国，不愧为爱国学者

之称。 

第二，新文化运动促使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

文化知识报效祖国，傅斯年是其践行者。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的思想文化领

域逐渐向世界开放，向西方学习成为青年知识精英的奋斗目标。1919 年，傅斯

年留学欧洲，先后在英国、德国修习了心理学、地质学、语言学等现代科学知

识。他 1927 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文史科主任，兼文学、历史两

系主任，为中山大学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应该说为中国现代大学做出

了贡献。 

第三，新文化运动改变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傅斯年亦然。

新文化运动前，“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理念在教育领域占统治地位。新文

化运动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经过新文化运动培育的青年知

识分子，积极投身科学教育领域，成为科学教育救国、强国的骨干力量。在蔡

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领导和影响下，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分子的

思想意识有了根本改变，基本抛弃了为个人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而读书的思想，

树立了为救国救民、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奋斗的目标。如傅斯年在表述自己

志向时曾强调：“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

大众，以劳力效之社会，务使中国大多数人得一新生活然后成中国民族之康宁，

然后可与世界诸民族同浴于同一文化之流。”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回国后投身现

代化建设，为中国教育事业、一些学科在中国的创建等，做出了重大贡献，奠

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傅斯年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第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运动，傅斯年奉献了毕生精

力。新文化运动宣扬科学与民主，激烈地批判而不否定传统文化，“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开创了中华民族文化改革创新的新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

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傅斯年早年受传统家庭和地域文化影响，可

以说是“有现代思想又有浓厚传统意识的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时期，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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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说自己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

人”。傅斯年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改造，逐渐把中国学术引向了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洪流中。傅斯年所投身的

新文化运动，青年虽曾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其中也有对东西方文化绝对否定或

绝对肯定的偏向，但傅斯年一生都为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于世界文化、为实现中

国传统文化的升华与创新而努力。 

当年新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内，由于当时的国情也不可能与广大

农、工、商等行业之群众结合，难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但新文化运动提

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等，以生

气勃勃的思潮影响着后来。今天的中华文化是历史的延续，积淀着中华民族的

精神追求，其中新文化运动是重彩浓墨的一笔。其代表人物，包括傅斯年，应

被铭记在中国近代史上。 

傅公和先父何公思源同是鲁西人，为北京大学同学，1919 年同年赴英、美

留学，1924 年又聚首柏林大学，1926 年底先后回国，均到中山大学工作，当

年共同秉持读书救国、科学兴国的理念。我曾耳闻傅公轶事，近年又读了其传

记和有关文章，为纪念前辈先贤，我提出以上粗浅的认识，请诸位指正。 

 

何鲁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中央委员会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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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继 业 致 辞 

尊敬的何鲁丽副委员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今天，聊城大学在这里隆重举行傅斯年先生铜像落成典礼，在此，我谨代

表民革山东省委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参加今天会议的各位领导、诸位专家学者

表示热烈的欢迎！ 

傅斯年先生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

爱国主义者。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帝国主

义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临迫在眉睫的亡国之祸，傅斯年先生

始终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立场和巨大的爱国热忱，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和妥协投降路线，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与包括汉奸、卖国贼在内的帝国

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一个正直学者高尚的爱国情操

和民族气节。 

傅斯年先生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还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改

革家，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先驱。其一生从事高等教育，曾先后任教于中山

大学、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参与了大量的大学改革活动，为实现高等教育的

理想不遗余力。在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办学观、

教师观、人才观和教育管理思想。他的高等教育思想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

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学术研讨会，就是要深入研究傅斯年先生的教育思

想，结合实际，吸收和借鉴其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借以提高我们高等教育的质

量和水平；要以傅斯年爱国思想为纽带，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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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祖国和平统一，做出我们最大的努力。 

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 

 

孙继业：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山东省委员会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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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峰 海 致 辞 

尊敬的何鲁丽副委员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女士们、先生们、朋

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齐聚聊城这个卓越秀美的“江北水城”，隆重举行“傅斯年与

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在此，我代表聊城市委、市政府，向出席会议的各

位领导、各位学者和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大家多年来给予聊城的关心、

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聊城市位于山东省西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辖 8 个县（市区）、1 个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 1 个省级旅游度假区，总面积

8715 平方公里，总人口 604 万人。聊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优秀旅游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其特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聊城是一座文化厚重、民风淳朴的城市。聊城是黄河文化与运河文

化共同孕育的一座古城，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明清时期，聊城借助京杭大

运河繁荣兴旺达 400 多年。古典名著《水浒传》《金瓶梅》《老残游记》等书中

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抗日名将张自忠、著名学者傅斯年、国学大师季

羡林、国画大师李苦禅、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等人，都是聊城人。 

第二，聊城是一座交通便捷、资源丰富的城市。聊城位于京津唐和长三角

的中间位置，是中西部能源资源进入山东的重要通道。纵贯南北的京九铁路和

横跨东西的邯济铁路在聊城交会，形成了“黄金大十字”，青银高速、济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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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和正在建设的青兰、德商高速，构成了“丰”字形高速公路体系。从聊城到

北京 3 个小时，到济南国际机场 1 个小时。聊城资源能源丰富，全市每年可用

水 21 亿立方；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800 万千瓦，占山东省的 1/10；已探明煤炭

储量 242 亿吨，原油储量 3000 万吨，盐矿储量 310 亿吨，天然气储量 1 万亿

立方，一半以上的土地下面有热水，是一座温泉之乡。 

第三，聊城是一座产业发达、潜力巨大的城市。聊城是全国重要的有色金

属、机械制造、纺织、医药、造纸、化工和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在农业方面，

2013 年粮食总产达到 115.7 亿斤；瓜菜菌总产 1550 万吨，居全省第一位；用

不到全国 1‰的土地，生产了全国 1%的粮食和 2.5%的蔬菜。在工业方面，培

植起高端铜铝材料加工、精细化工、新能源汽车、纺织、造纸等优势产业，拥

有信发铝电、祥光铜业、时风机械、中通客车、鲁西化工、东阿阿胶、泉林纸

业等一批全国同行业领军企业。在服务业方面，加快建设中华水上古城、聊城

物流园区、聊城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等一批龙头项目。聊城正在成为冀鲁豫交

界地区的商贸物流中心城市和旅游度假目的地城市。 

第四，聊城是一座生态宜居、养生养心的城市。聊城的特色在于“水”，

市区内有我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湖泊东昌湖，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徒骇河和南水

北调工程穿城而过，水域面积约占城市面积的 1/3。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2.4%，

是林业部平原绿化先进城市，这里栖息着近 300 种鸟类。聊城是东阿阿胶的产

地，也是中国温泉之城，同时还是曹植发明梵呗音乐的地方。大家到聊城来，

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度假休闲，在梵呗的发源地聆听天籁，会让你的心情更加

舒畅，心灵更加纯净。 

近年来，在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聊城各项事业都取得了

长足进步。特别是先后纳入国家中原经济区、山东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山东西

部经济隆起带三大战略，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为抢抓机遇、加快发展，

去年聊城市委召开了十二届四次全会，确立了“东融西借、跨越赶超，建设冀

鲁豫三省交界科学发展先行区”的奋斗目标。一年来，聊城市委、市政府带领

全市人民，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各项决

策部署，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核心，扎实推进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产

业转调、城乡发展、优化环境、改善民生等各项工作，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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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有进、进中向好”。2013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2365.9 亿元，同比增长

10%；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135.6 亿元，增长 19.9%，与国税、地税收入增幅一

同位居全省第 1 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087 元，增长 10.1%，农民人

均纯收入 10083 元，增长 13.6%，增幅分别居全省第 3 位和第 2 位。2014 年以

来，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上

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9.4%，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13.4%，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9.9%和 13.1%，均居

山东省前列。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各位来宾，聊城是著名学者、著名爱国民主

人士傅斯年先生的故乡。他原籍聊城市东昌府区，是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的第

七世孙，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

高等教育等诸多领域卓有建树，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长期以来，我市以聊城大学为中心，对傅斯年先

生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这次研讨会的隆重举行，必将为进一步深化傅斯年研究专题及相

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加强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衷心希望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和

各位来宾在傅斯年先生的家乡多走走、多看看，留下宝贵经验，提出宝贵意见，

指导和促进我市各项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最后，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林峰海：聊城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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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喆 致 辞 

尊敬的何副委员长，尊敬的傅氏家族的各位老乡，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傅斯年与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隆重开

幕了！首先，我代表聊城大学向何委员长、孙主席、郭厅长、林书记，向各位

专家、学者，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研讨会的顺利开幕表示衷心的祝贺！ 

傅斯年先生是从聊城走出去的我国著名的文化名人，也是我们聊城大学非

常敬重的一位学术大家。傅先生的政治思想、民族思想、教育思想、学术思想、

史学思想等，时至今天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其民族国家意识、人格、

风骨等也是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标本。聊城大学坐落在聊城办学，多年来，一

直注重吸收地方德育资源的精华，服务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经常用傅先生所提倡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

东西”，“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

意、爱校爱国爱人的心愿”，“宽博的胸襟、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疾

恶的习惯”等思想教育引导我校师生，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立

德树人”教育，创建了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 

同时，我校还积极开展傅斯年相关研究，于 1988 年成立了傅斯年研究所，

并与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台湾“中研院”、

台湾大学等建立了学术联系。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研究所成立了由 14

名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在傅氏家族、傅斯年与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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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近现代知识分子 3 个方面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方向；先后举办了“全国傅斯

年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傅斯年学术研讨会”“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

讨会”“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学术研讨会”4 次高水平学术会议，出版

了《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傅斯年传》《傅斯年社会活动与政治思

想研究》《傅斯年评传》等多部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以上研究

中，我校名誉教授、傅斯年先生的学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我校

名誉校长、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多次来我校参加学术会议、指导讲学；何

鲁丽委员长也曾在 2010 年召开“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学术研讨会”

期间来我校视察工作，给我校开展傅斯年研究带来很多启发；台湾大学原校长

孙震先生、李嗣涔先生也数次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工作。今天的研讨会，何委

员长再次莅临我校，并带着自己的家人回到了山东老家，这充分体现了她对家

乡教育事业的重视，对故处的留恋，对傅先生的敬仰。在此，我代表聊城大学

全体师生员工，向何委员长多年来对我校工作的关怀和指导，同时也向各位领

导、来宾对我校的关心、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缅怀傅斯年先生为挽救国家危亡、振兴中华民族呐喊

呼吁、英勇奋斗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民主和科学的现代精神，以及作为一

名知识分子不畏权势、敢讲真话的铮铮铁骨，崇尚学术、尊重科学的严谨治学

态度，并衷心祝愿，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为文化强国

战略、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真诚邀请大家能常来我校交流、指导工作！ 

祝研讨会顺利圆满成功！ 

谢谢！ 

 

李喆：聊城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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