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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L
刖 罱

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92周年之际，《清华人物志》第五辑与大

家见面了。

清华大学是当代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之一，历史悠久，建校92

年来，名师荟萃，学者云集，不同历史时期都拥有一批著名学者和

大师；培养的十万余名毕业生，人才辈出，涌现了一批学术大师、科

学巨匠、兴业英才、治国栋梁，为人民革命解放事业，为发展祖国的

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和突

出成绩。认真研究他们的成长道路、治学态度、思想品德和奋斗精

神，对于继承和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促进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

对培育学生严谨勤奋的学风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有重要意义。

编辑此书的目的，一方面为了表达对这些老学长们对国家对学校

作出的业绩的缅怀之情，为研究这些人物提供较为翔实的史料；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对青年人进行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

种辅助教材，以学习和发扬老学长们的先进思想和优良品德。

本辑共选编了23位清华人物的志传。这些人物如曹云祥、

刘达、高景德、袁复礼、陈岱孙、施嘉炀、赵访熊、张维、黄文熙、

胡乔木、任之恭、张仁、艾知生、曹本熹等；都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教育家、科学家或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清华大学不同的发展阶

段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书志传的排列顺序，除曹云祥、刘达、高景德三位校长排列

在前外，其余以出生年月为序。

本辑《清华人物志》的撰稿除校史研究室人员外，还约请电机

系、土木系、水电系、物理系、电子系、数学系、力学系、化学系、经管

·Ⅲ·



学院和后勤党委的同志及有关家属撰稿。孟昭英、任之恭和

吴仲华的志传原载于《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编者稍作删节。书

中照片主要由田彩凤收集和家属提供。校史编委会副主任方惠坚

和叶宏开同志对书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校史研究室领导的指导，校史研

究室成员的帮助；受到许多校友、专家、教授的指教，还得到了有关

家属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的水平所限，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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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Z-X祥曰 ’Ir十

(1881～1937)

田彩凤

曹云祥，字庆五，江苏南翔人。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

该校助教。后曾任常州市宁波中学教务长、上海南方报编辑等职。

1907年，以官费留美，入耶鲁大学．学习文科。1911年，取得学士

学位。在校期间，曾被选人耶鲁辩论会，为本级辩论队员、耶鲁辩

论团团员、耶鲁世界会会长，同时兼任留美学生月报总编辑。参加

多次演说竞赛，俱获头奖。1914年，被任命为我国驻英使馆二等

秘书。著有《科学的商业管理法》一书。19l 7年，任我国驻英国总

领事。1919年夏天回国，在国内游历各省，组织全国欧美留学生

同学会．为第一任总干事。同年冬天，被任命为丹麦中国公使馆一

等秘书。回国后担任外交部参事，兼清华学校董事会会长。1922

年4月，担任清华学校代理校长。1924年5月任校长。

曹云祥代理清华学校校长，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面临着学校

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决心整顿清华，学生很欢迎这位校长，认为

他会给清华带来革新的曙光。



立意改革 以法治校

曹云祥来清华之前，清华校长几经更换。1918年1月周诒春

辞职后，一直到4月，清华学校没有正式校长。4月15日，外交部

派张煜全为校长。7月，到校就职。1919年12月，学生会开成立

大会时，张煜全校长叫来巡警干涉，引起学生公愤，激起罢课风潮。

一个月后，张煜全辞职。1920年2月，外交部派严鹤龄为代理校

长。在严鹤龄代理校长期间，学生会评议部曾提出改良校务运动，

组织了一个校务改良委员会，搜集了许多意见，写了一篇改良校务

计划书，但严鹤龄并未实施。

1920年8月，外交部派金邦正为清华学校校长。清华学生因

同情北京“六三”教潮，议决罢课。金邦正与董事会决定，凡届期不

赴大考者，一律留级一年。学生因无辜受了这种留级的惩罚，愤愤

不平。1921年秋季举行开学典礼，多数学生不出席，给金邦正以

极大的打击。10月，他离开学校，赴美参加太平洋会议，清华校务

由王文显代理。1922年初，金邦正辞职。4月，外交部派曹云祥代

理校长。

过去的清华素重人治，政出多门。曹云祥到校后，认为首先要

改人治为法治，职员如有调换，不致影响校务。他决心对清华学校

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调查，然后施之改良。所以，他开诚布公征求

各方面的意见。如分批邀请教职员共进午餐，召集学生开茶话会，

希望大家一心一德关心校务，凡是对于学校校务大政方针有益的

意见，一律采纳。同时组织调查委员会，设委员五人，印发调查各

种问题的表格，发给教职员、学生，以调查学校情况，作改革之根

据。并且在校内设多个意见箱，凡师生对于学校有建设性及改良

意见的投入箱内，以便校长采纳。对于所提意见，作详细讨论，以

定改良方针。

曹云祥要求学校各职员每日服务均须开列报告，并亲自审查。

· 夕 。



教职员各部开会须亲自出席，使各人均有机会发表办事所遇到的

困难，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校中各部服务人员，重新从事甄

别，不称职的，悉予淘汰。曹云祥经过切实考察，访问座谈，觉得亟

待改革者有董事会、清华的方针和计划、课程改革、学校的经费问

题，等等。

改组清华学校董事会

1917年8月，因为有人告发周诒春校长“妄蘼钜款”，外交部

令设立“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章程里，提到董事

会的组织。1917年10月25日，董事会章程里规定，它的职务只

以“稽核用途，增进利益，巩固基金为主，关于教务方面，不得干

预”。所以在张煜全校长任期内，只有经济方面受董事会干涉，其

他一切，董事会均无权干涉。张煜全辞职以后，董事会经过了极大

变动。1920年2月5日，外交部改变董事会章程，规定为：(一)清

华学校董事会，以外交部部员二人，暨驻京美国使馆馆员一人组

织。(二)董事会对于清华学校及游美监督处一切事务，有协同校

长管理之权，遇有清华学校或游美监督处发生的各项问题，得由董

事会处理⋯⋯原来的董事会只管款项，现在的董事会无所不管。

1920年上半年，严鹤龄以董事会主席，兼任清华代理校长，所以职

权上不发生冲突。金邦正任校长期间，凡事都要请教董事会，所以

清华自有董事会以来，学校行政工作便陷于极度无法独立自主的

困难状态。1921年2月，学生在《清华周刊》上曾刊登《彻底翻腾

的清华革命》一文，对于董事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改良的方法，

都作了详细的讨论。自此以后，教职员、留美同学、回国同学、国内

教育家，都有改组清华董事会的议论。曹云祥校长于1923年2月

上书外交部，要求改组董事会，他说：“默察既往，远测未来，董事会

问题不能解决，则校务一日不能发展，纵有种种计划，亦属空言

无补”。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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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云祥认为清华董事会的职责，只在裁夺种种重要方针，而不

应在管理一切烦琐校务。若校长凡事请求董事会定夺，足证明该

校长无办事能力。董事会不胜其烦，校长忙于奔走，岂有余暇办理

校务。

关于改组董事会，曹云祥提出采取以下几项做法：(一)组织

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外交部总次长及美公使组织，其职务为保护基

金及每年进款。(二)组织赔款及留学事宜委员会，以现有之董事

和教育家及同学会组成，其职务为审定派送留学事宜，并负责每年

留学经费预算，呈请外交部或基金会批准。(三)组织大学董事会，

以中国教育家、同学会会员及他人组成，专管大学发展及进行方

针、聘请校长、审定预算等事。 ．

改良课程重视国学

清华学校名为中西并重，实则偏重西文。学校规定英文好，即

可毕业，可以游美。学生为毕业计，为游美计，不能不重视英文。

学生英文功课过忙，中文程度每况愈下，所以在课程方面急需切实

改良。曹云祥在1923年秋季开学典礼上讲到修改课程应特别注

意：(一)不抄袭外国课程，使清华自行发展。(二)中西文并重，无

所偏倚。(三)适合中国社会大学课程之目的，所学能适合所用。

曹云祥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执教。当时任课的教师有张彭

春，讲授伦理及修学方法；陈桢讲授生物；陈达讲授现代文化、社会

学；朱自清讲授李杜诗；钱端升讲授世界史；梅贻琦讲授物理；郑之

蕃讲授数学。请学问渊博、富有经验的学者编选适用课本。组织

国学课程委员会，在师生中组织国学讨论会，由国学部主任与国学

教员每日集会讨论，对于教授程序及方法认真研究，使学生在短时

间内多学到国学知识。聘请梁启超为国学讲师，并多次发表演讲，

讲修学的目的及方法，演讲题目有“近百年学术史”及“群书概要”

等。青年求学，务求实在，且勿染慕虚荣。对于同学，务必振作精

· d ‘



神读书，为清华放一异彩。此后同学们对国学发生了极大兴趣。

教员除在课时中教授而外，还带学生去旅行、参观，给学生以

实习和观察的机会。除功课之外，学校还请国内外的名人经常来

校演讲，学生从中可以学习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曹云祥主张研究各种科学，“不必专恃外国书籍，即研究中国

书籍，亦可发展。预备课程，第一步，先有完满普通知识以为基础；

第二步，有二三年专门知识的彻底研究；第三步，注重独立而有系

统的思想，养成处事之态度，或日人生观。当时中国的所谓新教

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教育。本校组织研究院，本着中国文化的

精神研究中国的高深经史哲学，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参考中国考据

之法，希望寻出中国之国魂。”

在此新旧计划过渡之时，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很多。旧制学

生人人努力所学各科之预备；新制学生，人人属望所选各系之成

功；研究院学生，又人人预期大学院之实现。千里之行，而责之于

跬步。曹云祥认为将来大学的发展，“必循合理之次序，文理教育、

外交新闻诸科宜在先，农工商诸科次之，而大学院又次之。留学生

之特殊使命，在了解与沟通东西学术思想，取其精华，舍其糟粕。”

办大学部延聘名!J币 三育并重

清华学校改办大学，从周诒春任校长时就已经提出。1916年

7月，周诒春呈文外交部，请逐渐扩充学程，设立大学。他列举清

华办大学的三大理由为：(一)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限，以

节学费；(二)可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于本国情

形不致隔阂；(三)可谋善后，以图久远。1916年外交部指令，照准

扩充学程，预备设立大学，并着令校长悉心规划。

曹云祥来清华，积极改革，设教育方针委员会，组织调查委员

会，作改革之根据。留学与办大学问题，均在调查之列。调查委员

会作了改办大学的报告。改办大学的第一步，首先要整顿课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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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施改办大学。他主张不办大学则已，欲办大学，必办成一所完

备之大学，必求与美国一等大学相符。高三、大一两级，当着重通

才教育，过于专门，非造就人才之道，一切功课以提高质量，减轻钟

点为原则。至于清华将来的成绩，不在校中房舍丰美、设备完善，

应在回国学生对于社会的贡献成绩。清华学生在校宜受充分德育

训练，做道德之表率而收最大的成功。他说：“清华教育，大致为美

国中学程度，限于课程上难于变化，因此清华学生赴美时，尚不能

规定等级加入大学，返国时尤不能在中国社会上，尽相当之义务。

学生培养，若不能在中国受相当之高深教育及社会训练，留学太

久，即于社会情形隔膜，服务效率反而减少。将清华办成大学后，

使教职员、同学会及学生结成坚固之团体，为中国教育谋永久之

利益⋯⋯”

1923年5月，曹云祥聘请张彭春为清华教务长。张彭春为张

伯苓之弟，是清华1910年留美生。在美国获得教育学博士，曾在

中华教育改进社专门研究教育课程。张彭春来校，有志把清华办

成完美大学，为全国之表率。他在1923年9月开学演说时讲到：

“出洋留学，不惟金钱上不经济，就及学问及为人方面，亦吃亏甚

多，外国观点不同，习惯不同，制度环境一切不同，游学者非真有把

握，往往自误，致回国后不适於用，吾人敢信在中国，为中国所办之

大学，如办理得法，其所造就人材，比较自外国出身者尤为合用。”

1923年7月暑期，曹云祥讲到学校计划，在于着重培养学生

精神。如兵操训练整齐，使学生不致散怠，着重道德教养，使学生

养成高尚人格。由张彭春、陈福田等组织教程研究会，研究中国大

学生应有之知识，趁此时期将清华办成一模范大学，使人人皆有应

具之知识。所谓完美大学，非谓大学毕业后知识完美，大学乃授青

年以初级知识，至于高深学问，则在各人自勉。爱因斯坦、罗素毕

业之际，未尝有所之名，只能孜孜以求，穷究博识，所以才有大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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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曹云祥在秋季开学演说词里讲学生应注重体智

德三育。他说：“我去年夏问在南京开会时所见到的教育家，大半

面黄肌瘦，足见不注重体育。本校体育馆内设施已略加改善，并有

曹霖生先生主持军操，马约翰、徐国祥先生主持户外运动，李剑秋

先生主持户内体操，虞振镛主持童子军。学生应特别注意体育锻

炼。在德育方面，德育问题为修养事业，须各教职员随时帮助学生

中优秀分子通力合作，学生须各自奋勉，以增进立身处世之道德。

希望诸君在学年内谋三育并进，和衷共济，互相提携，如同一家，造

成大团体精神，使清华校风发展而感化后来新生之基础⋯⋯”

清华这个时期的方针重在培养人才。1925年4月，曹云祥讲

“领袖人才的养成”。他说：“为良好公民，须知己；为良好领袖，须

知人⋯⋯吾校岌岌变更学制，提高程度，添设大学部、研究院，欲培

养青年学子，成就领袖人才，以供我国之需求，而期挽此狂澜，使政

治统一，百废具兴，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为广征社会专家名流对清华改办大学的意见，1924年2月，

曹云祥特发函，诚邀周诒春、胡适之、张伯苓等教育专家、学界泰斗

担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1924年10月，清华学校“大学筹备委员

会”宣告成立。

1925年5月，正式成立大学部，增设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

研究院)，清华学校包括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三部分，

开始往完全大学过渡。

1925年9月，曹云祥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致开学词：“⋯⋯清华

为中国大学之一，自今而始，派送留美学生，逐渐减少，新大学生，

陆续增加，今年招收新大学生132名，研究院学员30名。四年之

后，公开留美考试，并非专派清华学生，凡国立大学毕业之学生，成

绩优良，在社会服务两年者，均可应试。每次考试30名为限。清

华学校改变留学政策，曾经当代教育界名流讨论决定，此种计划得

到知识界所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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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成员有校长曹云祥，旧

制部兼大学普通部主任张彭春，大学专门科主任庄则宣，研究院主

任吴宓，课外作业部主任全希德，机要部主任王酌清。教员代表：

梅贻琦、赵元任、孟宪承、陆泳沂。

校务委员会的职权主要是确定学校的教育方针，每年经费预

算及支配，建筑及设备计划，教授以上教习之设置及各教员之人

选，出版事业等。

同时设置课程委员会、招生计划委员会、免费奖金委员会、研

究图书购置委员会。

随着大学部、研究院的成立，清华聘到了一批名师。主要有：

陈桢(生物)、钱端升(世界史)、陈达(社会学)、陈福田(高二英文)、

朱自清(国文)、梅贻琦(物理)、郑之蕃(数学)、庄则宣(心理学)、余

日宣(政治学)、叶企孙(物理)、钱基博(国文)、刘崇鲮(历史)、张彭

春(伦理及修学方法)，以及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

寅恪、李济等。教师治学严谨。在课堂上，教者循循善诱，听者心

悦诚服。清华学校有完备的仪器和设备，学生做起实验来，脑子里

立刻就会有真确印象，比如电学，教员不仅在课堂上实验电子给学

生看，还要带领学生到电灯公司去参观发电的各种机器。有些教

员将一辆汽车全部零件卸下来，讲给学生听。在世界地理课堂上，

教员时常用幻灯放世界著名都市的景象，看到辉煌壮丽的巴黎，雕

刻精致的罗马，巍峨高大的建筑呈现在眼前，无不引起学生对课程

的兴趣，且加强了记忆。

1926年4月，经清华学校评议部通过，学校共设17个系，选

举出各系主任：国文学系，吴在；东方语言学系，陈寅恪；西洋文

学系，王文显；数学系，郑之蕃；物理系，叶企孙；化学系，杨光弼；

生物系，钱崇澍；历史系，陆懋德；政治系，余日宣；经济系，朱彬

元；教育心理系，朱君毅；农业系，虞振镛；工程系，周永德；体育

军事系，马约翰；音乐系，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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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曹云祥在清华大学响导专号上发表文章《清华

大学将来之发展》，将清华学校办成清华大学，综其理由，约有五

项：“(甲)在中国造就人才，较提早资送赴美，时限费用，俱为经济。

(乙)中国大学生毕业赴美，可入美国大学院，研究高深之学术。

(丙)留美考试公开，全国大学毕业生之优异者，均可有留学美国之

机会。(丁)留国较久，国情明了，较之提早留美，事半功倍。

(戊)积储基金，以维久远。”并指出“清华教育之目标，重在大学教

育之建设，专门人才之养成，与欧美各著名大学并驾齐驱。此种目

标非仓促所能企及。进行顺利，须十年到二十年之工作。凡事非

经艰难缔造，难收效恢弘。以清华之现状，非无发展之可能。当此

过渡时期，束缚尚多，倘及此时早植强固之根基，本各方互助之精

神，合全力以奔赴，当不难达到。”

重视德育教育培养完全人格

在唐国安和周诒春两校长在任时，因为学生年龄尚幼，对于学

生的管束非常的严厉。学生极其谨言服从，终日埋首读书。当时

陈筱田斋务长对于学生中头发太长，衣履不洁等事严行禁止。用

款要记账，家信每月两封。因此学生注重功课，重视英文，注重体

育，服饰简朴。唐国安任校长时曾设有道德奖，分一、二、三等来奖

励品行好的学生。

1918年春周诒春辞职后，风潮屡起，学校曾发生三赶校长事

件。在中等科有一个年级，一年内赶走7个教员。校长失去权威，

学监尤其受气，罢课、罢考时常发生。1919年以后，随着新思想的

输入，学生要求自治的声浪弥漫清华；往日埋首窗下的书生，居然

一变而为关心国家政治，议论学校大事，对一切事物持怀疑态度，

作真理的考究。清华学校对学生采取过分干涉的管理方法受到了

冲击。

曹云祥认为，教育并非专事诵读记忆，是要养成完全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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