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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00年7月22日，山东大学与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

学三校合并，从而在这个古老学府的历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我们所在的齐鲁大地，有着极为丰厚的学术积淀：周公的

“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华民族礼乐文化的确立；孔子的“有教无

类”，使“学在官府”的教育活动开始向民间下移；“稷下学宫”

的创办，确立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风范；“鲁壁藏书”

的发现，导致了两汉以降“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论

争⋯⋯。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被称为“京外第一所官办大学堂”

的山东大学堂于1901年在山东济南成立了，这便是山东大学的

诞生。

正像我们这个屡经磨难而又生生不息的民族一样，山东大学

的历史也是几经离合、历尽沧桑：从1914年山东大学堂停办，

部分师生分别转入清末民初陆续成立的工业、农业、矿业、商

业、法政、医学等六个专门学校，到1926年这六个专门学校重

新聚合为省立山东大学；从1928年因故停办，到1930年在原有

校产的基础上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产，将本部由济南迁至青岛，

成立国立青岛大学，后易名为国立山东大学；从1937年因日寇

侵华而再度停办，到1946年重新复校；从1951年与华东大学合

并，到1958年奉命迁回省府济南；从“文革”期间的“一分为

三”，分别置于济南、曲阜、泰安，到1974年恢复建制，重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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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东大学百年史

立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这期间有太多的艰辛、太

多的磨难。

所谓“莫道秋霜不滋物，菊花还借后时黄”。或许。正是由

于身世坎坷、命运多舛，才锻炼了山大人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坚毅

执著的精神。因此，我们不仅有着艰辛的岁月和痛苦的记忆。而

且有着光荣的历史和璀璨的功勋。在以往的校史上，山东大学至

少出现过两个辉煌的时代：第一个黄金岁月发生在20世纪30年

代，当时的山东大学人文荟萃，闻一多、梁实秋、黄敬思、黄际

遇、谭书麟、王恒守、汤腾汉、曾省、杜光埙、游国恩、闻宥、

沈从文、老舍、洪深、王统照、傅鹰、王淦昌、童第周等专家学

者与杨振声、赵太侔两位著名校长一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使山东大学名扬遐迩，成为京、沪以外的另一个学术重镇。第二

个黄金岁月发生在50年代，当时的山东大学学科齐备，组建了

文、理、工、医、农“五院十八系”的强大阵容，陆侃如、冯沅

君、赵纪彬、丁山、杨向奎、高亨、萧涤非、张维华、郑鹤声、

童书业、黄孝纾、王仲荦、王普、王恒守、郭贻诚、丁西林、童

第周、曾呈奎、何作霖、丁履德等大师巨子和华岗、成仿吾两位

著名校长一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南北学人无不称道，各

路学子心向往之⋯⋯。

这两个辉煌时代，不仅奠定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学术

特色，出现了一批在国内外享誉甚高的人文学者，以及像《文史

哲>这样倍受关注的学术阵地，而且使山东大学的数理研究也取

得了令人仰慕的成绩：渊源于山大的“童(第周)鱼”和“夏道

行函数与夏不等式”，是国际上用中国人命名的为数不多的重大

科研成果中的两项。邓从豪院士的“配位场理论研究”曾位居国

际先进水平，潘承洞院士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探索驰名于海内

外⋯⋯。这两个辉煌时代，不仅使山东大学跻身于中国著名学府

的行列，成为教育部重点综合性大学，而且在国际上也颇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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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被《大英百科全书>列为中国5所著名大学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大学获得了新的历史机遇，进入了全面

发展的新时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吴富恒、邓从豪、潘承

洞、曾繁仁四任校长与全校师生共同努力、解放思想，在迅速恢

复教学和科研秩序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学校规模、加强学科建设，

在保持“文史见长”之学术特色的基础上，使文、理、工、管理

等各学科更加齐备、彼此兼容，并于1996年通过“211工程”立

项，被国家列为重点投资建设的高等院校。

历史是用生命写成的。当我们手捧这部由十几万、甚至几十

万山大人谱写的校史时，一种历史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面对着志士仁人、先贤学者创立的这份基业，我们每一个山大人

都没有理由不发扬蹈厉、继往开来。

本书问世之际，正值山东大学百年校庆之时，也正是山东大

学有希望创造第三个黄金时代的起步阶段。

从“天时”上讲，在党中央。科教兴国”的方针指引下，高

等教育的发展受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重视，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空间。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还有什么比上大学、办教育

更令人羡慕、更能够发挥聪明才智、更能够有所作为的事业呢?

从“地利”上讲，我们所处的齐鲁大地不仅有着极为丰富的

文化底蕴，也是一个入口大省和经济大省。要使这样一个拥有

9000万人口的经济大省跃入经济强省乃至文化强省的行列，显

然需要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有力支撑。因此，山东省地方政

府十分重视山东大学这所全省最高学府的发展，在“九五”期间

即已开始同教育部合作，采取国家和地方两级“共建”的形式，

加强对山东大学的投入和建设。

从“人和”上讲，2000年7月22日，山东大学与山东医科

大学、山东工业大学三校合并，组建成为规模更大、力量更强、

学科更加齐备的新的山东大学，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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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东大学百年史

原山东医科大学是一所国家卫生部直属的高等综合性医学院

校，有着90余年的办学历史和光荣传统。她是由齐鲁大学所属

的医学院、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而成的。齐

鲁大学医学院创建于1903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水平最高的西

医院校之一；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是1944年由新四军创办的一所

军事院校；山东省立医学院创建于1932年，1948年并入华东白

求恩医学院，1950年改名为山东医学院。1952年齐鲁大学医学

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称山东医学院，校址设在原齐鲁大学校

园。1985年易名为山东医科大学，1997年山东医科大学实现国

家卫生部与山东省政府共建。凭借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山东医科大学一向以齐备的学科门类、雄厚的师资力量、严谨的

治学态度和高超的医疗水平而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原山东工业大学是一所已通过“211工程”预审的山东省重

点高等院校，有着强劲迅猛的发展势头。她始建于1949年11

月，由六所旧学校并编而成，前身是山东省工业专科学校，1951

年经教育部批准改为山东工学院。1983年更名为山东工业大学。

半个世纪以来，山东工业大学在新中国的怀抱中迅速发展成长，

经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改革创新，已成

为一所学科门类比较齐全、规模较大、水平较高，在国内外有一

定影响的综合性工科大学。她是山东省重要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和高新技术研究基地，为山东省的经济振兴与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

在历史上，这三所大学相濡以沫，本来就有着相当深远的血

脉联系：1948年华东大学就曾与齐鲁大学合用过齐鲁大学的校

园；1952年院系调整期间，山东大学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

与山东工学院合并，齐鲁大学文史系的部分教师则并入山东大

学。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现在的三校合并，更是获得

了一种“强强联合”的发展机遇，为我们“跻身一流，走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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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办学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必要的前提。

所谓“大学”者，乃人文与科学之所在，乃人才与成果之所

在，乃思想与学术之所在。一百年来，山东大学不仅为民族的救

亡与图存，为国家的繁荣与富强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而且形成

了自己坚毅朴实的传统、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关注人类命运、承担

历史责任的办学理念。这一切都将成为我们珍贵的财富和更高的

起点。山东大学的未来将会更加辉煌、更加灿烂。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词：“团结进取，开

拓创新，为把山东大学办成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而奋斗。”

这是对我们全校数万名师生员工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山大未来

的预期与展望。我们坚信，在教育部和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关怀

指导下，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在不久的将来，一座熠

熠生辉、魅力四射的新山大将在齐鲁大地上卓然崛起，它将为山

大校史谱写新的篇章!

和；赢薛
．2001年8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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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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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从封建教育向现代教育转

变，山东大学应运而诞生

(1901—1928)

从1901年至1928年，这一时期是山东大学的初创时期，先

后创办官立山东大学堂、山东省立六个专门学校、私立青岛大

学、省立山东大学。在此期间，学校几经离合，历尽沧桑，在山

东大学的校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京师大学堂以外最早的官办大学
——官立山东大学堂的创办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

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民带来

了巨大灾难，同时也使中国人民真正从睡梦中惊醒，逐渐认识到

中国要救亡图存，“不妨以强敌为师”，“取而鉴之”，“举而行

之”，效法日本，实行变法①。而要变法自强，关键在于兴学育

才。康有为认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

“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同样，“近

①‘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16页。



近代教育发展的大趋势。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英、法、

德、俄、美、意、日、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

动，组成了八国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占领了北京

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虽然使清

政府获得了在中国继续统治的地位，但却使危机四伏，内外交

①‘中国书院史>第917页。

②<中国书院史’第917页。

③‘中国书院史)第9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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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缓和同广

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加强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勾结，协

调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的利益，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也

被迫唱起了“变法”的调子。
‘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当时朝廷

尚在西安，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宣布实行变法。上谕说t“世有

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法积则敝，法敝则更，

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

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并限期两个月，要求朝廷百官，驻外

使臣，各省督抚，“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

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所见”①。从此以后，实行变

法，推行新政，便成为朝廷内外、全国上下议论的中心。书院改

学堂作为文化教育方面“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也重新受到了

重视。’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光绪皇帝正

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上谕云：。人才为政

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

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

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②

经过戊戌政变的曲折后，书院改学堂又重新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

旨，下达全国。于是，各地督抚纷纷遵旨办理，很快在全国范围

内掀起了一个书院改学堂的热潮，山东省第一个官办大学堂就是

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光绪皇帝有关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发布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

①<中国书院史)第941—942页。

②‘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791页。



①‘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五。学校上”，第7页。

②光绪皇帝朱批袁世凯《奏试办山东大学堂折)，原件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编

号001853。

③在19晰年版本的<山东大学校史)一书中，第一任校长为唐绍仪。这是当

时编写校史的同志根据山东省图书馆藏‘山东高等学校建制沿革纪略>一书中的记

载而来的。但在这次编写百年校史的过程中，我们多次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

书馆等单位查阅资料。‘周学熙传记汇编)中的‘周止巷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

传>、<周学熙集)、‘中国书院史>、<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书均载周学熙为山东大

学堂第一任校长，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这次编写百年校史特更改为周学熙为

第一任校长。根据史料记载．唐绍仪为山东大学堂的创办也作出了一定贡献。因为

唐绍仪当时是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幕僚。袁世凯在创办大学堂时委托唐绍仪督办过此

事，但就在山东大学堂开学不久．袁世凯即调任直隶总督，而唐绍仪也随着袁世凯

到直隶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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