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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百年名校清华大学的历史名册里，断然少不了两个安徽人的名字：周诒春和金邦正。被梅贻琦尊称为

“老校长”的周诒春，是我国第一部《英汉大辞典》主编者之一，唯一一位担任过孙中山先生英文秘书的徽州人，燕京大

学史上的第一位出任代理校长的中国人，北京图书馆的创建人，为清华大学的创立竭力耗神；而被学生们逼迫辞职的

金邦正，虽然是灰溜溜地逃离清华的校门，但他为中国科学做的贡献有目共睹。

水木清华的掌门人

徽商的后人

徽商巨贾周聿修，以经营徽帮茶

叶为业，曾在汉口、天津、上海等地开

设颇具规模的泰昌源茶庄等商行，他

也是周诒春的父亲。

为培养独子周诒春成才，周聿修

特聘老师专授英语，使其顺利考入美

国教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书院。后

又腾出巨资，实现了周诒春自费赴美

国留学、继续深造的愿望。周诒春先

入威斯康星大学选攻教育、心理学，于

光绪三十四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复转

入耶鲁大学进修，宣统元年（1909 年）

获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在母校圣约翰

及吴淞中国公学教授英语。周诒春还

曾应清廷留学生考试（相当于科举制

度会试），中试进士，被点名为翰林，当

时社会上都把他叫做“洋翰林”。

不能忘却的开拓人

对于百年名校清华大学来说，“老

校长”周诒春的名字是不能须臾忘却

的，他是清华的第一任副校长、第二任

校长。

他在职期间，提出了“创办清华大

学完整计划”，他也是清华园第一个

“德、智、体三育并进”教学宗旨的提出

者。

1914年冬，周诒春邀请梁启超先

生到清华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

述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同

学。之后，周诒春遂将出自《周易》的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大字，

作为清华史上的第一个校训，并将这

八个字刻于校徽之上，永久流传，直

至今日，这八个字仍是清华校训，师

生以此自律，视其为“清华精神”之精

髓。

而清华大学校园内那些被誉为

“具有清华大学地标意义”的、迄今仍

被校友们视为“清华校园文化象征”的

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旧馆）、

科学馆、体育馆（西馆前健身房）等，以

及二校门等诸多老建筑，也是周诒春

组织设计建造的。

引领全体师生着布衣

周诒春在清华学校以严格著称。

他曾经推行了著名的“强迫运动”：每

天下午4时至5时为运动时间，在那一

小时内图书馆、教室、宿舍一律锁门，

学生都必须到户外操场或体育馆内去

锻炼。所以他一直被视为清华体育传

统的开创者。

清华在社会上有“贵族学校”之

称，周诒春却经常教导学生以课业为

重，不追求物质享受。当时，清华学生

的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

钱可以留少许在身上；但花费每分钱

都要记明细账，月底结算完要呈送斋

务室，备核盖印后发还。

在他身体力行的引导与严格管理

下，清华学生养成勤奋勤俭、朴实无华

的风气，蓝布衫及粗布鞋是清华学生

的制服。有校友回忆，当时清华校内

全体布衣布鞋，无一例外，即便达官富

贾之子弟，在校园内亦绝不敢公然衣

着华服，勤俭成为一种风气，人人严格

遵守。使社会各界子弟均视能在清华

读书为荣。

“老校长”赢尊重

他的威望由此可知：老一代的清

华人，包括清华大学最著名的校长梅

贻琦，始终以“老校长”称呼周诒春 。

在他离开清华那天，全校曾经集合，学

生们身着军操制服，一齐举枪向他致

敬。

在清华大学发生了几次“校长风

潮”之后，师生们派代表到周诒春家里

“劝驾”，同时在校刊上发出“请教育部

任命周诒春为校长”的呼吁，却因本人

的坚辞而作罢。

1934年，胡适曾说：“照我这十几

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新文化

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

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

往往超越前人……如周诒春先生……

他们人格的崇高可爱，在中国古人中

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

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

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张亚琴

周诒春：人格可敬的“老校长”

人物简介：周诒春，祖籍安徽休

宁，1912年5月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

前身）副校长，1913 年 8 月至 1918 年 1

月出任清华学校校长。

“六三惨案”成为导火索

直皖战争，军阀互斗，离不开军

费，北京政府将大批财力投入战争，以

致教育经费也大量挪用，公立院校经

费被长期拖欠，教职员生活无法保

障。为此，北大、高师、女高师、法专、

农专、医专、工专、美术八所国立高等

学校教职员，于1921年 3月 14日宣布

停止职务。

6月3日下午，北京22所公立学校

的校长，与八校教职员代表，以及学生

共千余人，再至新华门请愿，遭到早有

准备的军警们痛打。据当年的报载，

受伤师生更是不计其数。这便是震动

全国的“六三惨案”。

清华“同情罢考”反响强烈

北京城内各校进行索薪斗争期

间，远在郊区的清华学校由于有美国

退还的庚款为经济后盾，无论是教职

员还是学生均未介入。

“六三惨案”发生后，在社会上引

起强烈反响，作为五四运动时期加入

北京学联的清华学生会，遂于6月8日

在评议部上通过《清华学校明日罢课》

案，决定执行市学联的决议。清华园

的这次罢课便被称为“同情罢考”。

按照清华的课程安排，原定6月13

日举行期末大考。但是，既然学生通

过同情罢考，自然拒绝参加这次大

考。6月13日大考这天，清华学生无人

进入考场。面对这种情况，清华教职

员自上午至下午，召开了整整一天的

紧急会议。当晚，校长金邦正将会议

结果报告董事会后，董事会遂做出决

议：“本期大考改于18日举行，不赴大

考学生即认为自请退学”。

6月21日，清华学校又发布两道校

令，决定对参加同情罢考的同学集体

留级一年，和对辛酉级罢考学生以“自

请退学”的处分。八校教职员及公立

各校学生数次派人调停，校长金邦正

称“董事会之处理此事，系根据该校教

职员之决议，现在各校教职员多数已

暑假回家，无从再次决议，故董事会所

执之态度，决然不能变更”。

学生冷面驱校长

这年暑假结束前夕，清华学校教

务处给辛酉级罢考29人各发一通知，

声称只要缴上一份悔过书，9月即可

回校补习一年，第二年再毕业出国。

这显然是挽回学校面子的一个措

施。但是，辛酉级罢考者经过分头联

络，均表示坚持不写悔过书。后来清

华又作了让步，说既然不愿个人悔

过，写一张集体悔过书也可以，可这

些人一致坚持无过可悔，认为集体悔

过书也不能写。

1921年9月12日，清华学校暑假后

开学，辛酉级罢考29人开始被迫一年

的留级生活。按照惯例，清华毕业生

可以直接插入美国各大学二年级，这

29人因无课可上，学校亦无法另外编

级，便称他们为“大二级”。清华学校

有大二级者，仅此一届。

开学后的清华园，仍然充满着火

气。学生们对校长金邦正的恶劣态度

极端不满，大家拒绝出席由金邦正召

集的开学典礼，让其尝到了学生们的

厉害，使他只好以太平洋会议中国代

表团随员为借口，悄然离校。而学生

们还不甘心，去信“请其不必作卷土重

来之梦想”，最终迫使金邦正不得不辞

职。 朱玉婷

金邦正：
无奈地离开清华门

人物简介：金邦正是黟县人。

1909 年 9 月由游美学务处录取赴

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林科硕士学

位。1920年8月至1922年4月出任

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