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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燕京大学创办的33年中，学生和工作人员近万人，众多的教师、职工、学生在学术上、事业上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有些人更有突出的卓越成就。为了向世人介绍燕京大学校友的风貌，积累燕京办学的宝贵资料，为

进一步研究燕京的历史和办学经验打下基础，燕京研究院编辑了《燕京大学人物志》。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受到海内外校友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关注。为了在1999年4月17日纪念燕京大

学建校80周年时使它能与校友们见面，我们先赶印了试印本(试印本来不及刊出照片和人名索引)，广为征

求意见，以便修订后正式出版。

上、《我从燕京大学来》是侯仁之教授1996年5月25日在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大学举行的“燕京经验与

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英文发言，它曾获得满场掌声，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与好评。现在他把中文稿

略加修改后发表在这里，做为本书的序言。

二、《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刊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

委员、烈士、中外教职工、三二学号以前的校友。其中有些人的传记资料尚在搜集，未能在第一辑刊出，待收

到后，将在第二辑刊出。

三、刊出的教职工，系按姓氏笔划多少为序。刊出的学生，系按学号先后排列。其余各部分所刊人名，

均按到燕京工作或学习的时间先后排列，以便检圆。

四、书后附有索引，所有人名都按汉语拼音先后排列。外籍教职员学生，除按中文名字列入外，还按外

文名字字头列入。例如，夏仁德(R．C．Sailer)，除列入“X”部分外，也用英文名列入“S”部分。

五、刊出的人物，如夫妻二人都是校友，有的列入一条，以一人为主；有的分列两条，如“吴文藻”、“冰

心”。 ·

六、各人的照片均随文刊出；没有收集到的则付阙如；夫妻二人都是校友的合影照片集中刊于图片插页

上。

七、我们编写此书时，参阅了许多书刊，引用了一些文章，未能一一注明出处，特此致谢。

八、本书出版得到了海内外燕京校友、中国摄影出版社和美国鲁斯基金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大力

支持，特此致谢。

九、燕京人才辈出，对国家、社会贡献巨大者难以胜数。而我们知之甚少，虽经海内外校友热忱提供资

料，仍有遗漏。至希各界人士、特别是燕京校友及其亲人踊跃推荐。第一辑遗漏需要补充列入者，还可在第

二辑刊出。本书内容虽经多方核实，仍难免有所错讹，请读者予以指正。

来信请寄北京市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97号燕京研究院，邮政编码：100083

编者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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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燕京大学来。代序，

一、中西文化与时代趋向

侯仁之

我作为一年级新生进入燕京大学，是在1932年的秋天。那时大学校园按着预定的规划设计，经历了

前后十年时间，已经基本建设完成。整个校园里，风景佳丽，光彩焕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这是

我初入学时的第一个印象，至今难忘。因此在这里先追记一下这座校园建设的本身所给我的影响。先从

以下两个方面说起：

1．风景如画的校园与中国古典式的建筑。

2．校园历史的探索与传统文化的研究。

新建成的燕京大学校园，选址在北京城的西北近郊，是历史上有名的园林区。校门西向。遥对西山。

校门以内，跨过一个波平如境的池塘上的一座大石桥，就进入了教学中心。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的大楼，

三面环列，中间场地开阔，绿草如茵。从教学中心深入校园腹地，岗阜逶迤，林木丛茂。大路起伏，畅

通无阻。羊肠曲径，经过其间。出人意外的是穿过这一区岗阜，突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微波荡漾的湖

泊，水光天色，视野开阔，这就是享有盛誉的未名湖。湖中有小岛，点缀其问，平添无限景色。男生的

宿舍大楼，一座又一座，并列在湖泊的北岸。深在湖泊南岸岗阜密林之后的则是传统庭院式的女生宿舍。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就为这座校园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只是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里原是二百多年前与

清朝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一座名园叫做淑春园。园中河流湖泊的上游，来自紧相毗连的勺园。而勺园的开

辟，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就已经是一座以水取胜的名园了。可是到了1921年燕京大学在这里开始建

校的时候，这两处历史名园的建筑，都已荡然无存。燕京大学正是在这两处名园的旧址上。经过独出心

裁的规划设计，充分利用其自然条件，建造起一座独具特色的大学校园。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这座校

园的建筑物，一律采用了中国古典的建筑形式，这更是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要求的相互结合。

还须指出，校园的规划设计，乃是在美国建筑师Henry K．Murphy的主持下进行的，实际上这也正

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下所完成的足以代表时代趋向的一种新创造。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燕京大学校园里。还有一些类似景点的建筑物，如小山上古松下的钟亭、俯视

水面的临湖轩、湖中小岛上的恩义亭、和湖边上凌空而立的博雅塔，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而“湖光塔

影”，更成为校园风景中颇负盛名的写照。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雅塔和思义亭。

博雅塔的命名和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的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 C．Porter)有密切关系。他深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曾兼任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办事处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的前辈曾为燕京大学前身之

一的通州协和大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渊源，燕京大学为供给校园内自来水而建成的

水塔，就采取了通州有名的古建筑“燃灯塔”的造形而兴建起来，并且取名博雅塔。“博”字是Porterj一

字第一声的音讯，“雅”字有“儒雅学者”的含义。英文就直接叫做“Porter’s Pagoda了。

比起博雅塔更有纪念意义的是思义亭。在这里“思”字是Luce一字简化的音讯，“义”字有“义举”

的含义。英文名称就是Luee Pavilion。这是为了纪念燕京大学第一任副校长Henry W．Luee为燕京大学的

筹款兴建所作出的贡献。②

我深感幸运的不仅是燕京大学校园新落成时就来到了这里而深受其幽美环境的感染，更重要的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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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燕京大学来

时洪煨莲教授对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又使我深受启发，一直影响到我日后的研究方向。

最初，还是在我入学不久的时候，洪煨莲教授关于勺园研究的重要著作《勺园图录考》由燕京大学

引得编纂处精印出版(序文写于1932年10月29日)。这部书影印了明万历45年(公元1617)勺园主人

著名书法家米万钟手绘的《勺园修禊图》，使300多年前校园一隅的景象重现于眼前。按早在燕京大学建

校之初，洪煨莲教授从记载中获悉这幅画卷尚流传在入间，遂刻意访求，终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购得。

煨莲师在影印之后，又进一步收录了晚明以来有关米万钟家世以及描述勺园景物的诗文记载，并且进行

了勺园故址及其地理位置的考证。卷末还附有校园以及附近地区河湖水系的略图，极有参考价值。其中

也包括了清朝乾隆年间英国使臣Lord George Macartney来朝时暂住勺园故址的记述。随后，他又用英文

写成了关于淑春园的研究。涉及到燕京大学校园中大部分地方的重要历史情况，而且他还用英文在“大

学讲演”中作了专题报告，深得师生欢迎。@

正是煨莲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

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在课堂教学上煨莲师的独出心裁和严格要求，更使我深受教益。例如我还在二年级的时候，从他学

习“初级史学方法”一课，主要内容之一，是科学论文写作的训练，他的要求十分具体，例如必须掌握

第一手资料，必须在写作中注明资料的来源、必须有新的发现或新的说明，然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写成论

文。课堂讲授时间只用了半个学期。然后分配给每一位学生一个问题，要求学生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

分门别类写成卡片，进行研究整理，写成学期论文，作为学习成绩。当时我所分配到的问题是“历史上

最爱藏书的是谁?”经过查阅图书资料，我认为有三位学者符合要求，根据收集所得，进行比较研究，在

课堂上向煨莲师作了口头报告，最后选定其中明朝的学者一人，写成我的“学期论文”：《最爱藏书的胡

应麟事绩考略》。结果我得到煨莲师两个字的墨笔评语：“佳甚”。这使我深受鼓舞，就把这篇写作珍藏起

来，整整62个年头过去了，虽然历经沧桑，仍得一赢保存到今天，这是燕京大学所给我的学术训练的第

一课。

煨莲师对我的教导，还不仅限于课业指导，他还有意在课外为我创造条件，使我得到更为广泛的业

务训练。在我作为他的研究生之后，更是如此。例如有一次，学校医学预科主任Professor Alice Boring约

我为PAuw用英文作一次报告，题目是Geographical Peking。这个组织的英文全名是Peking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它的会员自然都是长于说英语的，可是我从来还没有用英语作过讲演，心里有些魍

怯，极力推辞。于是Professor Boring就直接了当地告诉我说，她原来是要请洪煨莲教授去讲Historical

Peking，而洪教授却一定要推荐我去讲Geographical Peking。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立刻去看煨莲师，

说明我的英语程度还难以作公开讲演，希望他另外推荐别人。可是煨莲师却十分郑重地指点我说，“这正

是你练习的好机会嘛!”他一定要我写好稿先面对他试讲，然后再到会上去作报告。这是有意对我进行训

练，我也就只好同意了。

煨莲师早已体会到我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就有意为我安排出国深造的机会，

便于从学科理论上得到更好的训练。1938年的秋学期，一天上午，我应命来到煨莲师家中的书房，他开

头第一句话就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随后稍一停顿，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美国哈佛大学

是有名的大学，可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不如哈佛大学那样有名，可是那里却有

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对中国地理很有研究，就是Professor Percy Maude Roxby。现在经过学校研究，已经

决定明年秋学期送你到那里去进修历史地理学。”煨莲师和哈佛燕京学社有密切关系，曾派遣燕京大学历

史系的研究生到哈佛大学去进修。可是为了我的学术兴趣，他推荐我到利物浦大学去专攻历史地理学。

只是转年欧战爆发，我未能成行。一直到大战结束后，我前往利物浦大学的时候，Professor Roxby已经退

休，而他的继任者Clifford Darby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我深受Professor Darby的影响，并把

他所倡导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并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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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现在讲到这一点，我还是不能不想到当初燕京大学所给我提供的机遇。

上以我举出洪煨莲教授如何教导和培养我的一些例子，我在燕大学习期间所深受教益的，不仅是洪

煨莲教授一人。当时历史系还有其他两位专任教授，即顾颉刚和邓之诚。他们两位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却不象洪煨莲那样长于英语，学贯中西。如果说洪煨莲来燕大作教授是有历史渊源的，他既是基督教徒，

又与燕大的创办有密切关系，可是顾颉刚和邓之诚两位既不是基督教徒，又不谙英语，但在中国史学界

都有特殊贡献，因而受聘于燕京大学。邓之诚教授曾指导我研究中国史学专著，顾颉刚教授又进一步启

发了我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兴趣(详见下文)。顾颧刚教授和洪煨莲教授一样，都受聘于哈佛燕京学社北

京办事处，洪煨莲还曾兼任该办事处的负责人。在这里应该顺便提到，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由燕京大

学编辑出版的《燕京学报》，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传播于海内

外。与《燕京学报》同样见重于中外学术界的，还有关于中国古代图书典籍的《引得》丛刊的编纂出版。

洪煨莲教授对《引得》丛刊的规划设计以及印刷，贡献最大。在这里还应该附带提到的是1952年燕京大

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后，上述两种出版物都停刊了，可是两者的影印本还继续传播于世。更重要的是1993

年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校友会与北京大学分校(Branch Campus of Peking University)又进行合作，成立了

燕京研究院，为继承和发扬燕京大学的办学精神而努力。同时又组织以燕京校友为主的学术力量，重新

编辑出版《燕京学报》，首期复刊即“新一期”已于1995年8月出版。

还应该附带提到的是1952年燕京大学合并于北京大学后，校址范围已经大为扩展，可是原来燕京大

学校园，保留如昔，湖光塔影，无异当年。199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未名湖周围的原燕京大学校

园，列为全市文物保护单位，刻石立碑，永作纪念。

二、爱国主义传统与献身精神

燕京大学校园虽然风景如画，却不是“世外桃园”。它虽然是从旧时代的园林废墟上建设起来，可是

整个国家的命运还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学校创办的最初几年间，北京政府一直在争权夺利、卖国求荣的

军阀与官僚的控制之下。相继而来的南京中央政府，又面临着外患日疾的情况，也就是在这时候，日本

侵略者于1931年阴谋制造了“9·18事变”，入侵东北三省，中国人民以不同方式所进行的抗日救亡运动，

也就是从这时候进一步发展起来。

以上情况，就是我在1932年作为一年级新生进入燕京大学时的时代背景。当时，因为中央政府南迁，

北京已经称北平，而“9·18”以后的北平，也日渐接近国防的最前线。

在我入学后不久，有一天，我在校园里散步，来到图书馆附近一处溪流环绕的丘岗之间，忽然看到

一座笔直的石碑耸立在面前，碑的正面自上而下刻着一行大字：

魏士毅女士纪念碑

碑座上刻着魏士毅女士的小传和纪念她的铭文。最后三行小字刻的是立碑的时间和立碑人如下：

中华民国十六年燕京大学男女两校及女附中学生会全体会员敬立

原来这是为纪念前一年(也就是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中，被军阀政府所枪

杀的二年级女同学魏士毅而树立在校园中的。这次在北京被杀学生多人，是震动全国的大惨案，就叫做

“3·18惨案”。惨案发生时我所在的中学虽然远离北京，可是也深受这次学生运动的影响。没有料到，我

在进入燕京大学之后，竟然又一次感受到这次爱国运动的深刻教育，这一点，从石碑上所刻的铭文中又

充分地反映出来，兹将铭文抄录如下：

国有巨蠹政不纲

公门喋血歼我良

城狐社鼠争跳梁

牺牲小己终取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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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无酒南箕扬 民心向背关兴亡

愿后死者长毋忘

细读这篇铭文，我不禁联想到，如此强烈谴责当时的军阀反动政府的石刻，既是燕京大学青年学生

爱国主义的重要标志，又是燕京大学领导维护和发扬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无可争辩的说明。如今回

想，这应该是我在燕京大学所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一课。

在我进入燕京大学本科后的四年间，正是日本侵略者入侵东北三省之后，又进一步向华北的万里长

城沿线推进的时候。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在正常的教学工作之外，师生的抗日活动也在不断地进行中。教

师中曾流传着一个宣传抗日的内部刊物，封面上印着“火把”两个大字，记得是中国文学系教授容庚所

题。历史系教授顾颉刚组织大家利用业余时间，编写抗日救国的宣传材料，用《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名

义出版发行。学生中不断发起支援长城沿线抗日将士的活动。但是由于南京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终于激发了1935年12月9日这一天开始的爱国学生运动，逐渐扩展到其他城市。从运动的一开始，燕京

大学的学生就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并且得到教师们的支持，还包括了外籍教师在内，最突出的有两位，

一位是在教学上深受欢迎的心理系美籍教授夏仁德Randolph Sailer。另一位是美籍新闻记者同时又是燕京

大学新闻系的兼任讲师Edgar Snow。那时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就

是在这次“12·9学生运动”之后，Edgar Snow前往延安从而写出了他那部影响广泛的Red Star over

China。也是通过这次学生运动，Dr．Sailer进一步获得了学生们的敬佩，因为他对饥寒交迫中长途奔跑去

参加游行的学生们，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

“12·9学生运动”后的半年，我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毕业的前夕，顾颉刚教授告诉我说，学校从下

学年起聘他兼任历史系的系主任，要我留校作他的助教。从1936年9月到1937年6月，顾颉刚教授别出

心裁地开设了一门课，叫做“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每硒个星期的星期六下午，要带学生到他所事先选定

的古建筑或重要古遗址所在地，或在北京城内，或在城外近郊，进行实地考察。事先他要我先根据他所

提供的参考资料和我自己的检阅所得，写成书面材料，印发给同学作参考。这对我是个极为难得的训练，

也进一步启发了我对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兴趣。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阴谋制造了北平郊区的“卢沟桥事件”也就是“7·7事变”，进而攻占

北平城，全民抗日战争从此开始。这时顾颉刚教授为避免日寇的逮捕，仓促离开北平南下。其后，我得

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在洪煨莲教授的指导下，作硕士研究生，早自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北平的国

立大学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已南迁。燕京大学虽然处在沦陷区，因为是美国教会所创办，得以继续

存在，犹如一片孤岛，使华北沦陷区的青年还可以升学进修。我自己作为一个研究生，首先遇到的一个

问题，就是研究领域和论文题目的选择。实际上，早在大学本科写作论文时，煨莲师就向我建议过一个

题目，因为他知道我的兴趣已经转入历史地理，希望我把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中的山东一省，加以续修，从清朝初年一直续到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至于选择山东一省，因为我的故

乡在山东，而燕京图书馆所藏山东一省的地方志书又最为丰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时我对顾炎武最初编

写《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目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生在明朝末年，痛感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于

困苦患难之中。于是他立志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在全书的序文中，就写下了如下两句话：“感四国

之多难，耻缍生之乏术”。于是他开始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痛斥当时读书人的虚浮学风，进而公开提

倡“保天下者，匹夫有责”。并且大声疾呼“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责也。”

及至清兵入关之后，夺取了明朝的统治权，他却始终反抗清朝的统治，不为所用。我在当时国难当头的

情况下，进一步了解他一生的事迹，深受感动。我用了三年时间，在北平沦陷后国难深重的时刻，完成

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一省的续编。煨莲师又及时推荐，把这篇硕士论文，作为《燕京学报》专号

之十九付印出版，这本书在敌伪统治下包含着挽救祖国、重建家园的思想，如果不是在燕京大学和洪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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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教授的指导下，是不可能问世的。

可是，就在这本书于1941年冬刚刚出版之后，正在入侵中国遭到中国人民坚决抵抗的日本侵略军，

又突然于12月8日(北京时间)，空中偷袭美国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天一早。日本

宪兵立即包围了燕京大学，继而进侵校园。全体学生与教职员被驱逐出校。美籍教职员被关押到集中营，

部分教职员与学生被逮捕，关押在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司徒雷登校长也被拘留。被捕的教职员共11人，

我也在其中，是最年轻的一个。我的老师洪煨莲和邓之诚两位教授，也同遭逮捕。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被捕的原因。

1940年6月我完成硕士学业后，已决定留校任教，并已开始备课。这时司徒校长忽然约我谈话，要

我在教课之外还兼管学生工作，因为当时学校处在沦陷区，学生中所遇到的问题很多，有的学生因军事

的影响，经济来源困难；有的学生在敌伪统治下不能安心学习等等，都需要给予关心和帮助。因为我在

校作学生，已有8年时间，比较了解学生情况。经过三次商谈，最后决定成立一个“学生辅导委员会”

(Student Welfare Committee)，由深受学生钦佩的Sailer教授作主席，也便于对付日本人来学校找麻烦。

我作副主席，便于和学生联系。从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的年轻而又热心的教师中各选一人为委员，

并特邀教务主任作秘书，便于和全校的教学领导机构，即院长会议进行联系。1940年6月21日司徒校长

签字发给任命通知书。(我个人收到的这份通知书，保存至今。)因此在我尚未走进课堂之前，就先走进

了设在办公大楼的学生辅导委员会的办公室了。

我接受这项任务，也和燕京大学所给予我的教育有关。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是每个燕京学生都熟悉的。对于这个校训的理解，或浅或深可能各

有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每个学生都能或多或少亲身感到到的，那就是洋溢在校园中的服务精神。这种

服务精神体现在师生关系上最为具体、也最为突出。校长所提出的成立学生辅导委员会的设想，也正是

这种服务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遵循校训的要求，对我来说也正是“义不容辞”。

从整体来说，燕京大学的学生生活，除去业务学习之外，也自有其特点。特别是国难日深学生的课

外活动日益受到限制的时候，这一特点也就格外突出，这就是基督教小团契(Small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组织。燕京大学作为一所由外国教会举办的大学，师生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这些小团契主要是由信

教的学生带头组织，非教徒的学生可以自由参加，有的小团契还约请教师中的基督徒参加为顾问。小团

契各有名称，有的与宗教有关，如“耶稣之友”、“光盐”，但并不是都如此。例如有一个小团契，开始是

由六个人组成的，就叫做“六人团”。这些小团契富有生命力，因为除去研读《圣经》讨论教义之外，还

涉及到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时事讨论。如果不是在小图契聚会的名义下、集体的时事讨论是

不可能的，因为这在当时的敌伪统治下是被明令禁止的。后来又从小团契的组织形式，发展成一些专门

讨论业务学习的小组。我还参加组织过一个与业务学习有关的小组，在每个周末大家聚到一起，互相介

绍自己业务学习的心得，就叫做“星期六座谈会”(Saturday Symposium)。实际上这些学生中的组织，在

当时的客观情况下，真正起到了学生自我教育的效果，而爱国主义的思想也就因之而得到传播。因为我

自己在学生时代是这样走过来的，因此在学校组织上分担一些关心学生的工作，也是心甘情愿的。

在学生辅导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我和Dr．Sailer轮流值班，开始了我们“业余”的学生工作。我作学

生的时候，没有听过他的课，尽管他的“心理卫生”(Mental Hygiene)一课，有口皆碑，是深受学生欢

迎的。现在我亲眼看到他在工作中的献身精神，我不由得想到燕京大学校训中所强调的“服务”这一点，

在他身上已经具体地体现出来。他主要负责为经济上急需的学生安排各种各样的“自助工作”(Self Help

Work)，因工种的不同，计时付酬。当时由于战火的影响，申请自助工作的学生与日俱增。他工作的负担

也就有增无已。可是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和他的工作精神，却使我永远难忘。

至于我所负责的主要工作，则是学生中所遇到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即随着抗日战争的日益发展，日

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的“扫荡”也日益疯狂，这时有少数学生宁愿放弃个人学习的机会，要投身到抗敌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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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斗争中去。其中有所我所熟悉的学生直接找到我，也有学生径直去找校俊司徒雷登提出他们的设想。

校长就要我具体负责这件事，但是他也确定了一个原则，只要是停学去参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无论是自愿到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或是到解放区(即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区)，都应一律对待，

给予支持，包括联系路线和给予路费补助。至于要求转学或就业的，不在此例。就是根据这一原则，我

开始了帮助学生离校的工作，只是不得公开进行，只能在严格守秘密的情况下，予以帮助。当时有一位

国际友人艾黎(Rewi Alley)在四川办起了“中国工业合作社”，主要是把内地分散的手工业组织起来，

扩大生产，支援抗日。他的一位好朋友，燕京大学的英籍讲师赖朴吾(E．Ralph Lapwood)已应约于

1939年从燕京大学步行、穿越西山，经过八路军解放区前往四川，支援工业合作社的工作。在他的影响

下，有些在校学生自愿前往、支援工业合作社。另外也有学生主动要求就近参加八路军解放区的直接抗

日斗争。从1940年秋以后的一年问，我以学生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掩护这些学生分批离校。详细

情况见于我所写的“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收入在公开出版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一书∞。

不幸的是，南下大后方的学生有人走漏了消息，因此我遭日本宪兵逮捕。1942年6月，被日本军事法庭

判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铺保开释，但无迁居旅行自由。我的缓刑刚期满，日本侵略军战败投降。校

长司徒雷登获释，立即召集成立复校委员会共七人，我虽年轻，也被邀参加。复校委员会作出一项严格

规定，即凡是在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期间，参加了敌伪工作的，一律不得返校复职。这一规定，再一次

显示了燕京大学坚持原则的严正立场，得到了全体师生的坚决拥护。

我在燕京学习、工作、生活了近20年。燕京的一草一木对我是那样的熟悉，燕京的师长和同学对我

是那样的难忘。我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回顾过去，我写了《我从燕京大学来》。

0)Jeffrey William Cody，Henry K．Murphy，An American Architect in China，Chapter 5， “Old Wine in New Bottle：”

Yenching University，1918—1927．A Dissertation of Comell University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Cometl University。

1989．

②以上参考侯仁之《燕园史话》第74—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4—75页。Susan Chan Egan．A Latterday

Confucian，Reminiscenes of William Hung，PP．81—85，HaⅣard University。1987．

③最近，我又借助于一些新发现和历史地理的考察，在煨莲师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篇《记米万钟<勺园修楔图>》。

刊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国学研究》第1卷，1993。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

14



燕京大学尿大罕概述

夏自强

燕京大学创建于1919年，1951年改为公立，1952年与北京大学合并。在33年中，毕业学生和

教职工近万名。绝大多数燕京人，正如校歌中所说的那样，都能“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在不同年代

不同岗位上，为祖国做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如今不少人已经与世长辞，健在的大多也已年逾古稀。为

了介绍燕京校友的风貌，表彰他们的业绩、慰藉他们的心灵，也为了展示一些罕见的材料，积累燕京办

学经验，我们试行编辑了这本《燕京大学人物志》，收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校友，记录的也仅是他们事

绩中有限的一部分。

那么，燕京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燕大学生在那里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燕大师生在那里是如何

学习、工作和成长的?需要做一番历史回顾和人物介绍，、以就教于燕大的良师益友和社会上的关心者。

燕京大学原是一所由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学府。19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是由

三类学校组成的，即，国家设立的学校，私人开办的和外国教会举办的学校，也就是国立大学、私立大

学和教会太学。教会大学是在特殊环境下出现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有着

特殊的作用。由于办学有其特点，因此，在培养人才上，也有着特殊之处。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的佼佼

者之一，较能集中地典型地反映出这些特色。

外国教会，实际上是以美国教会为主，它在中国办学有较长的历史。起初，由于借助不平等条约，

在中国传教虽有一些进展，但只因武力征服不能取代文化认同，传教事业一直举步维艰。于是把“办学”

和“施医”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办学主要是为外国子弟上学提供条件，培养神职人员，同时也为培养

“领袖人才”，使中国基督化。后来，教会越来越重视教育。1877年，在上海举第一次全国基督教(新教)

传教士大会上，就把基督教教会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点。1890年，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传教士

大会时，进一步统一认识，强调教会应该创办学校，尤其是要把重点放在创办大学上。这时，中国大地

上开始掀起的维新运动，倡导设立新式学堂，传播西学的思潮给教会大学获得发展的机会。传教士韦廉

臣(Alexander Williamson)对此表述得很明白。“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未来的中国就在于他们如

何把它建立起来。因此，我们的努力应当大部分着眼子他们。”“(中国的)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

失去他们，我们就失去一切。”注(1)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awks Pott)把教会大学喻为

“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大众施加最巨大和最

有力的影响。”注(Z)一向积极鼓吹发展教会学校的狄考文(C．W．Mateer)认为：“一个受到(高等)

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着的蜡烛，未受到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儒家思想的支柱是受过儒家思

想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培养受过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

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注(3)这些话语清楚地告诉我

们：教会大学的共同办学宗旨是什么，它也必然深深地印在燕京大学创办者的脑海里。

在20纪初，教会教育在竞争中要求联合。为了在质量上和国立、私立大学相抗衡，增加更多的图书、

设备，聘请更好的师资。教会大学在进行调整联合。于是，出现了齐鲁、金陵、之江、文华等一批学校。

正在这时，在北京，酝酿十多年的燕京大学(起初英文名称为北京大学)就应运而生了。燕京大学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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