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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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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

2012 了，元旦假期过后的
第一天，清冷的空气里仿佛带
着新年的气息，大街上匆匆忙
忙的上班族一如既往，上学的
孩子马上要准备紧张的期末考
试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
旧生活的延续。新的一年，只是
在日历上换了一个数字，除了
2011 不再，一切都在继续。有个
笑话，说有人买的 2012 年的新
日历只印到 12 月 21 日，那是
笃定今年冬至日那天是世界末
日了。可现在连天文学家都出
来辟谣说玛雅人 2012 世界末
日的传说是无稽之谈，咱们就
不用杞人忧天了。今后的日子
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本期“人文齐鲁”依然是浓
浓的怀旧气息。《中国第一位留
美博士王长平》介绍了一个我
们不太知道但应该知道的人物
王长平。他是庚子赔款第一批
留美生中唯一的山东人，是第
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曾是毛
泽东的老师，曾与老舍一起被
聘入齐鲁大学……此外，他的
学问如何，成就如何，性格如
何，我们所知寥寥。作者李耀曦
在文章最后说：“关于王长平其
人如今也就约略知之如此了。
但不知是王长平者的不幸呢还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知。”是
的，想当年考取庚款留学何等
之难，作者云，录取率不足 1/
13，王长平这位第一批留学生
中的第一位博士身上应该有一
段精彩的故事，我们渴望知道
得更多。

本期《扒榆树皮》的作者来
信说，最近特别喜欢怀旧，不知
是人到中年还是正值岁末年
初。他在《扒榆树皮》里面介绍
的用榆树皮面掺地瓜面当主食
的日子大概很多老人都经历
过。我们劳动人民的饮食智慧
何其发达，粮食不济的日子树
皮都能派上用场。我听说过灾
荒年吃树皮的故事，以为就是
把树皮扒下来煮煮吃，没想到
树皮还可以扒成面。我有时候
纳闷，他们怎么知道这东西有
黏性又能吃的呢？

《东西方宗教文化碰撞的
将军庙街》和《故乡的铁匠》一
个城市，一个乡村，从不同视角
为我们回顾了过去的岁月。无
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在变迁，很
多东西都在消失，将军庙街的
府城隍庙已经坍塌了，但教堂
还在；而乡村里的铁匠还能存
在多久呢？

□李耀曦

王长平(1889—1962)，名长平，字
鸿猷，山东济南人，祖籍泰安县肥城
乡安驾庄，出身三代基督教会家庭。
1909年北京汇文学堂毕业，同年考
取清末首批庚款留美生，入美国密
歇根大学教育系，修习教育心理学，
1914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留
美博士第一人。1915 年归国，历任湖
南商专、湖南第一师范、雅礼大学、
南京金陵大学、山东第一师范、河北
大学、北京大学、齐鲁大学等校教
授。1953 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
馆馆员。

与老舍同时

被聘入齐大
最早知道王长平这个名字，是

因为其曾与老舍同在齐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1930年夏天刚刚归

国不久的老舍，即应邀由京南下执
教于山东齐鲁大学。但却很少有人
知道，此番老舍前来济南并非只身
独往，而是共有六位学界名人同时
应聘而至，其中之一即为王长平。而
诸位名人则是应代理校长林济青之
请，为挽救齐大之危局而来。原来此
时之齐大，由于申请立案受阻等问
题，而导致校园内人心浮动，学潮工
潮迭起，大有难以为继之势。在老舍
王长平等人到来之前，齐大文理学
院实已停课长达半年之久。齐大代
理校长李天禄未干几日即在学潮中
被迫辞职，而由理学院院长林济青
再行代之。

故而众人来后均担任了齐大文
理学院各学术要职。王长平出任文
学院教育系主任，郝立权(名昺衡)任
国文系主任，余天庥任社会经济系
主任，陈祖炳任理学院物理系主任，
谢惠任化学系主任，老舍则被聘为
文学院“新文学教授”并兼《齐大月
刊》编辑部主任。现已得知，六人之
中除老舍为新文学作家外，余则均
为知名学者资深教授，其中四人为
留欧美博士。如陈祖炳(1890 — 1963)，
湖北江陵人，德国柏林大学原子物
理学博士，受业于著名科学家爱因
斯坦。又如余天庥(1896 — 1987)，广东
人，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与国际学
博士，为中国社会学开先河人物，
1949 年移居美国，曾任美国总统卡
特的顾问。

然而林氏有何神通能一口气请
来这么多学界顶尖人物呢？

原来这位林代校长去年意外发
了一笔洋财。当时他不知通过什么关
系说服了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从

“燕京—哈佛学社”申请到一大笔美
元。林济青先是用这笔巨款为齐大图
书馆购置了10万册文史图书，成立了
一个齐大国学研究所。其后即逐一登
门拜访把王长平老舍他们恭请了来。
因这笔款子只能用之于中国古文化
研究，所以王长平老舍等人均算齐大
国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诸公之薪水即
从研究所经费中开支。但国学研究毕
竟非写家老舍之所长，加之在此辈人
中数他资历最浅学历最低，仅为北京
师范毕业，故而当时文学院同仁中即
有人对其“新文学教授”颇有微词。于
是老舍一怒之下拂袖而去，1934年秋
接了赵太侔的聘书，到青岛国立山东
大学教书去了。

尽管如今我们已无从得知当年
王长平课堂教学之情形，但从当时
齐大教育学所开课程中仍可略窥一
斑，如儿童心理学、青春期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比较教育学以及杜威
教育学说等。而从上世纪30年代齐大
师资表中来看，王长平离开齐大的
时间与老舍差不多。大约于1934年后

去了北平燕京大学。

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

那么王长平是如何成为中国第
一位留美博士的呢？

原来在清王朝灭亡前三年间，
即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1911)，
由清廷“游美学务处”利用美国政府
退还的庚子赔款共招考了180名学子
派往美国留学。其中山东籍学子六
名。王长平为第一批留美生中唯一
山东人。

其余五名齐鲁学子分别为：第
二批中一名，栖霞人高崇德；第三批
中四名，福山人史译宣、文登人孙学
悟、蓬莱人孙继丁、福山人张
福运。

1909年的游美学务处设
在北京史家胡同。是年夏天
学务处向社会公开招考留美
生。据9月1日《申报》报道前
往史家胡同报名者有近千
人。考场设在宣武门内学部考棚。考
试分为初复试两轮进行，先后五场
共考了十天，课目多达十四五门。但
并非凡报名者均可参考。经面试合
格者方可。即须“身体强健，性情纯
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9 月 4 日、
5 日初试两场，考国文与英文。9 月
10 日发初榜，从 630 名参考者中取
68 人，再经三场复试，最后取定 47

人。录取率不及参试者十三分之一。
可见考试水平之高，录取之严格。

9 月 13 日(农历七月廿九)在史
家胡同放榜公布录取者名单。

据云47人之中位居榜首者为程
义法。初试放榜第一名裘昌运则降至
第18名。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为复试第七名。王长平复试成绩如
何？可惜今已不得而知。因宣统元年
第一批庚款生名单中未附录取成绩。
而今日所见录取名单却有两种排序。
一个名单中王长平排名第三，另一名
单则排名第43。不过到了第二年胡适
那批人再考时名单中就附有成绩了。

当年王长平胡适他们被录取后
都曾在史家胡同学务处拍过师生合
影照。

所幸百年过后我们还能看到如
此极具历史意味的合影照。只可惜
胡适他们那一张模糊不清已很难分
辨出谁是谁了。而王长平他们这一
张不但尚清晰可辨，且由此照中的
浙江籍学子王琎(季梁)给每个人都
标上了编号。按号索骥我们很容易
辨识其中某人。请看图中前排正中
端坐者为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字子
廙)，其左右为两位从办范源濂(字静
生)与唐国安(号介臣)。周自齐身后第

二排标编号7者即为王长平，最后一
排标编号46者则为梅贻琦。

清末宣统元年第一批留美生是
直接被送出国去的。是年秋后王长
平等人身穿250大洋置办的洋装，在
从办唐国安的率领下从上海搭乘

“中国号”邮轮启程赴美，总办周自
齐则留下来筹办清华学堂留美预备
学校。他们于 11 月 12 日(农历十月
初一)抵达美国三藩市(今旧金山)。但
当时美国各大学都已开学，这批游
美学子只得暂入高中补习学校。

不过其中王长平等九人并未入
补习学校，而是当年即直接进入惟士
米安高等学校。第二年王长平转入密
歇根大学，修教育心理学，1914年获
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稍后获得博士

学位者还有王健(晋生)。其后
还有两位考取了博士，一是河
北密云籍人士魏文彬，1915 年
获哥伦比亚大学财政学博士
学位。二是河南开封籍人士秉
志(满族)，1918年获康奈尔大学
农林学博士学位。故而王长平

即成为清末中国留美博士第一人。

湖南师范的棒球运动

王长平于 1915 年从美国归来。
其回国后曾先后在河北天津、湖南
长沙、江苏南京等地高校与师范任
教。那么这位山东王博士又怎么会
成了湖南省立师范毛泽东就读时的
老师了呢？事情要从王长平与毛泽
东两头说起。

毛泽东原非湖南第一师范学
生。他是1913年春考入湖南第四师范
预科，不久第四师范被汤芗铭解散，
其所招三个班的学生并入第一师
范，毛泽东随同并入翌年被编入本
科八班。于1918年秋天毕业。前后在
此读书五年半。

当年湖南第一师范所开课程
有：国文英文、数理化、中外史地、博
物、修身、伦理、心理、哲学、教育学
等。其中伦理修身、教育心理学等为
高年级课程，各修习一年，每周两学
时。伦理修身从第二学年开始讲授，
教育心理学则在最后一年即第五学
年开设。而当时讲授伦理修身与教
育心理学者为同一人即杨昌济(怀
中)先生。此外教育学教员还有徐特
立。1917年底杨昌济辞职应邀赴京去
北大任教。此时毛泽东尚未毕业，接
替杨昌济而来授课者即为王长平。
当年湖南第一师范校园位于长沙城
南门外城南书院旧址，此时王长平
正在位于长沙城北麻园岭的雅礼大
学任教，故而其来也方便。

当年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同学

中有名“白喻”者后来去了台湾。其
在上世纪60年代曾有如下简略回忆：

“有关教育那一套课程，杨怀中先生
回北大任教后，教育部介绍山东王
长平博士来教。”其对王老师之印象
为“王先生一派洋化，以国文较逊，
讲习欠佳，但和学生玩在一起，是新
的开创(如打球之类)。”

不过这位白喻同学之印象因时
过境迁有略作分析之必要。其曰“国
文较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王长平
一直读的是教会学校，从北京汇文
大学堂毕业的。与当时国文教员湖
南名士袁吉六等人比自然要逊上一
筹。而秀才出身擅长考据的胡适当
年不也在傅斯年等学生面前露怯
吗？至于“讲习欠佳”则恐怕主要是
语言障碍造成的。一是当时普通话
远未普及，王老师的北方官话在这
些操湖南土语的学生听来恐怕与外
国话也相差无几。而彼时教育心理
学课程也确乎是英文原版教材，但
王老师若用英语上课，大概就更没
几个人能听懂了。

其实当年毛泽东在读师范前还
曾考入一所“湖南商专”(湖南公立高
等商业学校)，但只读了一个月就自
动退学不上了。据毛泽东自述，原因
就是无论教材还是上课绝大部分都
是英文他听不懂。而王长平即曾在
此执教。

那么这位王老师当年和学生玩
在一起会打什么球呢？

从王长平国内外求学经历来
看，最有可能者当为美式棒球。当时
湖南第一师范校园内有个很大的后
操场就坐落在妙高峰山脚下。每到
下午课余锻炼时间，都会看到一位
身材高大的青年教师，在夕阳的辉
照之中，正与一帮同学少年热火朝
天地玩美式棒球。此人即是中国留
美博士第一人王长平。

关于王长平其人如今也就约略
知之如此了。但不知是王长平者的
不幸呢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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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庚款留学生中唯一的山东人———

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王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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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统元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之合影(总办周自齐身后为王长平)

提起中国最早的庚子赔款留美学者，人们首先会想到大名鼎鼎

的胡适之博士。其实当年胡氏不过在第二批人中名列第 55 名而已。

而当时他那个博士头衔也有“卖楼花”之嫌。殊不知在宣统元年首批

留美生之中，还有一位山东人王长平，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国第一位

留美博士。此人还曾是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只可惜

早已被历史所淹没，如今是鲜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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