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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民国时期的安徽大学，有三位同为皖籍的校长至今被人铭记。他们是：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

中西，尤精国学，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师从章太炎学《说文》，与鲁迅为章氏同门弟子，与陈独秀亦师亦友，胡适、陈寅恪

曾为他的书稿作序捧场，跟蒋介石干过仗，与毛泽东握过手的刘文典；学科学出身，先后出任二所著名国立大学校长和

一所省立大学校长的教育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称“一代完人”的王星拱；两次担任安徽大学校长一职的杨亮功。

他们三人，在民国时期的安徽大学发展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亦真亦儒的安大校长

早年积极活跃政坛

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文典在上海

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以

刘天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

主、反袁的文章。

1913 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

人、范鸿仙，两人身亡，刘文典也手

臂中弹，但所幸未有大碍。孙中山

“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刘

文典也于是年再度扶桑，参加了孙

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

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

倒台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

葬送。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

望，从此毅然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

术研究。1916 年从日本回国后，由

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年

27岁，由此开始了他的著书立说苜

蓿生涯，直至终老。

当面顶撞蒋介石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

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 11月

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

的学潮。

这时，蒋介石抵达安庆，见到此

情此景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

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

映，决心严惩。29日下午，蒋介石传

刘文典见面。两人一见面便展开了

唇枪舌剑。

在《近代学人轶事》中的描述

中，“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

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

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

名单，并惩罚罢课学生。刘当面顶

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

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

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

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

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

‘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

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

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

进了监狱。”

刘文典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

言要“解散安大”。

迫令其即日离皖

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立即组成

“护校代表团”，与安庆多所中学的学

生400余人，聚集在省府前请愿，要

求释放刘文典，收回关押、开除学生

的成命。同时，安大教职员代表和皖

省各界贤达联名致电教育部长蒋梦

麟以及中国公学校长胡适。

所幸，蔡、蒋、胡分别致电蒋介

石，历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

报》主笔时宣传革命的功绩，劝蒋恕

其一时语言唐突，并“力保其无他”。

一说陈立夫也从中斡旋。在强大的

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蒋介石最后放

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

日离皖”。

安大事件后，刘文典应蔡元培邀

请，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

由罗家伦介绍，刘文典到清华大学任

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1938

年到西南联大，1943年因磨黑之行被

解聘。后又被云南大学续聘，在三尺

讲台上耕耘终老。 张亚琴

1915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杨

亮功入学北大预科，并于次年升入北大中

文系，亲历了三年后爆发的五四运动。蔡

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杨亮功和傅斯年、

罗家伦、杨振声一样，后成为“五四学人”。

这批当年在五四运动中脱颖而出者，大多

成为大学教授或校长，延续蔡元培先生的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

1920年杨亮功北大毕业，在安徽省立

中学教书，然后于1922年前往美国深造，

入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1924年6月获得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硕士。完成斯坦福的学

业后，杨亮功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

院就读一年，然后基于获得博士学位方便

的考虑，随同哥伦比亚的学科成绩转入纽

约大学教育学院，于1927年底获得哲学博

士学位。

在王星拱出任安徽大学校长之际，并

继续承担实际主持国立武汉大学校务工

作，多数时间留守武汉，从而极大地限制

了他的精力，安大管理工作不得不常常让

文学院院长杨亮功代理。在王星拱离校之

时，杨亮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多数人认为，王星拱的离开是杨亮功

造成的。其实不然，他们虽在一些问题上

意见不一，但是双方对对方的学识和人品

都是充分肯定的，不仅没有出现根本对立

的情况，而且双方都在竭力维护对方。王

星拱在辞职信中称“杨亮功先生品学优

粹，任事勤敏，且专供教育，上学期维护

本校，致力尤多”，明确建议由杨接任安大

校长，并表示：“钧座使之继任，必能展其

所长，安大前途实利赖焉！”而杨亮功在王

星拱提出辞职后，率其他安大学院院长，

一再致函省政府，陈述王星拱对安徽大学

发展的贡献，并明确提出若王星拱离校，

安徽大学将“失其中心一切”，只有王星拱

回校，才能“固学校根本”，甚至表示自己

准备与王星拱“同进退”。

1930年6月，根据王星拱的建议，任

命杨亮功继任安徽大学校长。朱玉婷

先后出任三所高校校长

学成回国后，王星拱在北京大学

从事化学和科学方法论等课程教学

11年，先后做过系主任、北大教授委

员会评议员、出版委员等。

1929年秋，他回安庆，出任省立

安徽大学校长。这是他做的第一个

大学校长之职。在短短的一年时间

内，安徽大学完善成立了理学院、文

学院、法学院和预科。

在1930年，他被教育部任用，专

注于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和建设，1933

年5月~1945年7月出任国立武汉大

学校长。

1945年 12月至 1948年，出任国

立中山大学校长，为中大的复校和建

设殚精竭虑。

掩护陈独秀出逃

陈独秀一生中有很多朋友，王星

拱便是其中之一。

陈独秀在散《北京市民宣言》传

单时被捕。此后，王星拱参与北大教

授营救陈独秀出狱等一系列活动，与

北洋政府交涉。

经过各界的营救和孙中山的施

压，陈独秀终于被释放。后李大钊与

王星拱设法掩护陈独秀逃避京师警

察厅对其的监视，李大钊想法让陈独

秀化装，头戴毡帽，穿上王星拱家厨

师那油迹满衣的背心，坐上雇来的骡

车装作收账人，逃离北京，潜赴上海。

与安大的不解缘

1928年 11月，刚刚成立半年的

安徽大学就遇到一场严重的危机，

主持安大校务的刘文典因当面顶撞

正在安庆视察的蒋介石，被关进大

狱。1929年 1月，蒋介石的亲信、时

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江西人程天放

对安大进行一系列整顿，并亲自出

任安大首任正式校长。

可他志在高远，不愿被校务缠

身，于是在1929年 6月正式辞去安

大校长职务。此时，安徽教育界的

人们又想起正在武汉大学任职的王

星拱，在他们的竭力推荐下，同月，

安徽省政府聘请王星拱接任安大校

长职务。

在王星拱出任安徽大学校长

后，学校面貌一新，为此他也在学校

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王星拱虽在1930年6月正式辞

去安徽大学校长的职务，但是这并

没有完全割断他与安徽大学联系的

纽带。1933年，安徽大学为了加强

与社会的联系，决定成立首届安徽

大学董事会，聘他为安徽大学首届董

事会董事。 张亚琴

刘文典：硬骨头文人

人 物

简介：刘文

典，国立安

徽 大 学 校

长，安徽合

肥人，祖籍

怀宁。

王星拱：教育界的“一代完人”

杨亮功：
北大的“五四学人”

人物简介：杨亮功，安徽巢县（今巢湖

市）人。1930 年，杨亮功继任安徽大学校

长，1948年复任安徽大学校长。

人物简介：

王星拱，安庆市

怀宁县高河埠

王家大屋（今高

河 镇 凌 桥 村）

人 ，著 名 教 育

家 、化 学 家 。

1928 年就任安

徽大学校长。后又与李四光等一起

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

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 年 5

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后任国立

中山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