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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1901年建校，历经晚清、
民国和新中国三个阶段，其间几多变
革，成就今日的百年学府。建校112年
间，山东大学经由15位校长执掌。

其中，新中国成立前有5位，分别
是周学熙、王寿彭、杨振声、赵太侔和
林济青。除了首任校长周学熙是一位
晚清实业家外，其余几位都是民国教
育家。王寿彭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
名状元，杨振声、赵太侔、林济青全都
曾留学美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三任校长华
岗、晁哲甫、成仿吾都是无产阶级革命
家。此外，华岗还是一名哲学家、史学家，
山大著名刊物《文史哲》即由他创办。成
仿吾早年留学日本，并在欧洲从事革命
工作，曾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

1979年起，山东大学先后迎来7任
校长，分别是吴富恒、邓从豪、潘承洞、
曾繁仁、展涛、徐显明和张荣。这七人
全都是学者型校长。其中，吴富恒、曾
繁仁、徐显明三人从事人文社科类研
究，其余四人从事理工科研究。

吴富恒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哈佛大
学荣誉法学博士称号的学者；曾繁仁
是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奠基人；
徐显明是法学博士，1993年起担任山
大法律系教授，2001年至2008年担任中
国政法大学校长。

四名理工科出身的山大校长中，
邓从豪是著名量子化学家，潘承洞是
中国数论派代表人物，两人均是中科
院院士。展涛师从潘承洞，24岁获得博
士学位，37岁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
重点大学校长，2008年调任吉林大学
校长，3年后又调任教育部信息中心主
任。刚刚履新的张荣，长期致力于光电
信息功能半导体材料生长、器件与物
理研究，来山大前担任南京大学常务
副校长。 （综合）

历任校长 任职期间

周学熙 1901年-1902年

王寿彭 1926年-1927年

杨振声 1930年-1931年

赵太侔
1932年-1936年及
1946年-1949年

林济青 1936年-1938年

华 岗 1951年2月-1955年8月

晁哲甫 1956年-1958年

成仿吾 1958年8月-1974年1月

吴富恒 1979年12月-1984年

邓从豪 1984年6月-1986年11月

潘承洞 1986年11月-1997年

曾繁仁 1998年-2000年7月

展 涛 2000年7月-2008年11月

徐显明 2008年11月-2013年10月

张 荣 2013年10月-

徐显明在山大这五年

爱爱讲讲故故事事的的改改革革者者
徐显明最爱讲的

四个故事

“胸有雷霆，口若平湖。”山大
文学院刘老师这样评价徐显明。在
他印象中，徐显明在山大的演讲全
部脱稿，演讲时娓娓道来，常常被
掌声打断。

2011级档案学专业的黄艳华
在山大新闻宣传部门任助管，时常
在活动中见到徐显明。徐显明在
2009年学生毕业典礼上讲的“不要
拼爹要拼德”，至今仍激励着这个
背景平凡，但一直努力奋斗的女
生。

梳理历年来徐显明的开学典
礼和毕业典礼讲话，不难发现，徐
显明最爱讲四个故事：

第一个是山东大学的历史。
1901年由光绪皇帝御批的《山东大
学办学章程》，第一句就是“公家设
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
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
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为
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就是
山东大学承担的历史使命。

第二个是季羡林的故事。季羡
林在山大附中读书的时候，对一些
经史科目不感兴趣，但当时的山大
校长王寿彭发现他非常聪明，就对
他进行单独点拨。因此，季羡林有
了之后的成就。“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大学是改变人生方向和人生命
运的地方。”

臧克家的故事也是徐显明经
常提到的，借以阐述山大不拘一格
选拔人才的传统。臧克家入学时国
文考了98分，数学则是0分，当时的
山大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爱惜他的
才华，便破格录取了他。

徐显明常讲的第四个故事是
关于前财政部长项怀诚的。项怀诚
是文学院一位博览群书的学生，同
时也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他用这
个故事告诉学生，文理兼通的人，
兴趣也高雅，山东大学便是名家雅
士的乐园。

本报记者 杨凡

同样是90度深鞠躬，与5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
徐显明与山大不是重逢。

2008年11月7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赴任山大
校长，他回到阔别7年、工作过16年的山大；今年10月
22日，离山大校长任满5年还有不到20天，徐显明正
式与山大告别。

执掌山大的这5年，他提出新山大的发展目标、
恢复山大青岛办学传统，在争议中铁腕力推多项改
革，擅长面对媒体发表演说。这位法学家出身的大学
校长，在师生们眼中更像一个爱讲故事的改革者。

山大校长任上这5年，徐
显明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有两
件事：“天大的事”和“地大的
事”。这是他来山大后主推的
两件大事。

2011年10月15日，在山
大110周年校庆大会现场，徐
显明宣布，山大将在历史新
起点上，向建校120周年时初
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出发。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在
他的设想中，“如果山东大学
未来10年内培养10至20个进
入世界排名前1%的学科，就

可以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
这是他提出山大要做的“天
大的事”。

2012年3月17日，山东大
学青岛校区建设奠基典礼隆
重举行——— 恢复在青岛办
学，形成一校三地的新山大
办学体系，这是徐显明推动
的另一件大事，也就是他口
中“地大的事”。

未来，山大在济南本部
的学科定位是基础学科、人
文学科和医学科，青岛校区
的学科定位是新兴学科和技
术学科为主，威海校区则是

天(空间科学)、海(海洋特
色)、韩(韩国特色)，这对未来
山大的发展道路影响深远。

“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大
家一起实现这两张蓝图了。”
22日下午的任免决定宣布大
会上，徐显明语调低缓，再度
谈起这两件事。

他说，“功成不必在我，
但功成必在大家。我希望在
青岛校区建成的时候，在山
大跨入世界一流大学门槛的
时候，我能再有机会回到山
大，与大家一起面向大海，拥
抱春暖花开。”

“天大的事”和“地大的事”

“改革派”，这是很多山
大师生对徐显明的另一主
要印象。

学校管理体制层面，徐
显明搞了“大部制”改革，正
副处级干部减少了20%。学
术管理体制上，徐显明作为
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提倡

“教授治校”。基础设施方
面，校区名称、校园道路更
名改造，修建新的体育馆和
地标性大楼，连标志性的中
心校区“山字形”校门也变

成了“环抱形”。
与这一印象相伴，徐显

明的改革和改造也伴随着
争议。但无论反对声音多
大，最终还是改了。

这让人联想到他在中
国政法大学期间砍掉自考
培训班、按生源比例分配招
生指标的铁腕改革。

“很多人说他独裁专制
不民主，但这就是做事情的
魄力，不拖泥带水。”一名网
友在一篇流传甚广的《十议

徐显明》网帖中写道：任何
改革都是对既有利益格局
的变动，既得利益者肯定会
反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改革
者从长远出发，从大局出
发，来决定是改革还是原地
踏步。一旦决定变动现有之
格局，那么就要快刀斩乱
麻。

在谈到诸多改革举措
时，徐显明曾这样表述自己
的决心：“自反而缩，虽千万
人，吾往矣。”

无论反对声音多大，最终还是改了

在他眼中，改革后的大
学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他
曾经用“一把椅子”理论来形
容：“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
长不能坐，处长也不能坐，只
要老师来了，这把椅子只能
是给老师坐，校长和处长要
站起来，把椅子让出来。”

“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一
定不是规模最大的大学。”徐
显明在与学生交流时，强调
山大“以本为本”的理念：“我
的办学理念是，不在规模上

发展，不在结构上发展，我们
一定要追求质量，育人的质
量和每个人发展的质量。”

徐显明认为，建设一流
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
难解决的不是经费投入问
题，而是师资问题。“有什么
样的教授就有什么样的大
学。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教授
都有资格代表大学。”

“如果能引进一名‘最有
价值球员’，对方开什么价码
给什么价码。”徐显明是这么

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12年5月11日，诺贝尔

物 理 学 奖 获 得 者 P e t e r
Grünberg教授加盟山大，被
徐显明称为“就任山大校长
以来最值得高兴的一天”。5
年间，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
任、著名学者温儒敏教授，中
国科学院院士佟振合，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明高，中国社
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
主任吕政教授等一大批知名
专家学者加盟山大。

引入诺奖得主是“最值得高兴的一天”

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刘侠 王昭钧

徐显明为诺奖得主Peter Grünberg教授颁发聘书。（资料片）

印象

1979年后七校长

四人出身理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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