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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人 文 知 齐 鲁

蓬莱阁上有祠，曰“苏公祠”。这苏
公不是天上星宿，也不是民间传说中的
神仙，而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人物——— 宋
代著名诗人苏东坡。蓬莱乃传说中神仙
聚集之地，苏东坡缘何会列班于绿野仙
踪的蓬莱阁上？原来，这里还有一段令
人荡气回肠的故事。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十月，苏东
坡由黄州调任登州（今蓬莱）知军州
事，成为登州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然
而，他十五日到任，二十日却又接到调
任礼部员外郎的任命，十一月初便平
调晋京离开登州。也就是说，他在登州
任上仅仅五天。就在这短短五天中，他
深入地方了解民情，视察海防，居然为
蓬莱做出了三个重大贡献。

首先，苏东坡两次登临蓬莱阁，
留下了《望海》《海市诗》《海上书怀》
等十多篇诗文佳作。其中，《海市诗》
独领风骚，诗云：“东方云海空复空，
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皆万象，
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
敢以耳目烦神工。”诗中描绘的“海市
蜃楼”，恣肆汪洋，仙气回荡，为蓬莱
仙境平添了迷人的色彩，打造了一张
千古不朽的旅游名片。此前，蓬莱阁
只是耸立丹崖山上默默无闻的建筑，
借助苏东坡的诗句，从此成为群仙毕
至的海上仙阁。

除了写出诗作佳品，苏东坡还连
上两道奏文《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乞
罢登莱榷盐状》，直指军事与民生。登
州乃北方著名的海军要塞，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自古便是兵家必
争之地。苏轼深知登州对于大宋王朝
的重要，因此奏文中鲜明指出太平中
潜伏着危机，建议朝廷加强蓬莱沿海
防务，固定驻军，教习水军。这道奏文
很快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在蓬莱阁下
建成了刀鱼寨，为不久后发生的边患
提前做好了准备。

当时，登州府灶户（煎盐之人）煮
盐为生，老百姓的食盐本来可以从灶
户那里买。而榷盐制度规定，灶户所
产的盐只能卖给官方，由官方再转卖
给百姓。普通百姓买不起盐，只好少
吃或不吃盐，以致身体因长期缺盐缺
碘导致虚弱患病。发现这一制度的弊
端后，苏东坡不畏触及一些权贵既得
利益，疾愤上书请求免除登州榷盐制
度，准予蓬莱沿海一带“灶户以煮盐
为生，百姓赖灶户食盐”，即让灶户直
接把盐卖给百姓，官家收税即可。由
于奏章分析有理有据，也很快得到了
朝廷批准，为蓬莱百姓争得了不食官
盐的优惠政策。

为了报答和颂扬这位心系百姓
的好官，表彰其为民请命的功德，登
州百姓集资在蓬莱阁东侧修建了一
座苏公祠，祠内供奉着苏轼的拓本画
像，卧碑亭上有其楷书的《海市诗》。

我曾几次游过蓬莱阁，每每站在
苏公像前，联想和品咂“五日登州府，
千古苏公祠”之说，便会陷入一种沉
思：苏轼虽然为官艰难坎坷，数遭贬
谪，但他勇于为民担当。四十载为仕，
三十多年地方官任上，始终关注百姓、
重视民生，每到一地都留下了兴利除
弊、功在百姓的实绩。尽管从秦始皇坐
龙墩时起，就不乏至蓬莱寻仙求长生
之人，可悠悠几千载，有谁见过真正的
神仙？又何曾有人寿齐天地？然而，在
蓬莱阁上，在苏公祠的故事里，我似乎
找到了人的一个“长生”之道，这就是：

“长生不老”在人民心中。苏公祠之所
以被冠以“千古”之谓，只当了五日登
州府的苏东坡连同他的故事，之所以
被蓬莱百姓世代为继地敬仰和传颂，
以至成为蓬莱阁上一道特有的人文
景观，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壮哉，五日登州府！美哉，千古
苏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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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国立山大设在
青岛

蔡元培十分关心国立青岛大
学的创办，亲自参加了筹备和决
策工作。1928年5月，济南发生“五三
惨案”，山东大学停顿。8月，南京国
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教育厅的
报告，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
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设筹
备委员会，聘何思源等十一人为
筹备委员。

1929年6月初，蔡元培与蒋梦麟
赴青岛参与筹备事宜。蔡元培偕
眷住在原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
楼。他对青岛的环境非常熟悉，力
主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址设在青
岛。理由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
争频仍，济南乃四省通衢，兵家必
争；青岛地处边陲，既有舟车之便，
又可免战乱影响。

6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第26
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筹建国立青
岛大学的议案》。6月13日，教育部
函聘蔡元培、何思源、王近信、赵太
侔、彭百川、杨振声、傅斯年、袁家
普等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委
员，并推定何思源为筹委会主任。
国立青大筹委会成立后，共计召
开了6次会议，研究筹办工作。其中
第二次会议于1929年7月在青岛召
开，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教育
部长蒋梦麟专程到青岛参加国立
青岛大学筹备会议。

8月3日，蔡元培因国立青岛大
学经费迟迟未落实，遂致信吴稚晖
请其代催经费，信中写到：“山东旧
有山东大学，又有私立青岛大学，
现教育部取消两大学，而设一青岛
大学，似乎又多设一大学，而实则
并两为一也。青岛之地势及气候，
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
系甚大，其经费预算年60万元，拟
请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出24万元，
而市政府与胶济铁路各出6万元，
省政府原拨各专门学校经费28万
元……”信函由山东省教育厅长何
思源面交检察院长吴稚晖，托请转
财政部长宋子文，希望官方给予重
视批拨青岛大学经费。

筹备期间，蔡元培以他在北
京大学的经验体会提出了许多具
体意见，得到众人的尊重。特别是
经他举荐，1930年4月26日，南京国
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任命杨振声
为青岛大学校长。据称，国立青岛
大学筹备委员中多人均有被任校
长的可能。蔡元培与蒋梦麟对此
探讨后，指定杨振声担任。

蔡元培在青岛筹备建立国立
青岛大学时，当即为国立青岛大
学题写了校名，制成木牌长期悬
挂在学校大门上。梁实秋曾回忆
说：“我们初到青岛的时候，蔡孑民
先生还偕眷住在女生宿舍那座小
楼里。学校大门上的木牌是蔡先
生的题字，清癯一如其人。”

参加国立青大开学
典礼

1930年8月11日，为扶持国立青
岛大学，蔡元培偕夫人来到青岛，
出席了12—18日在国立青大召开
的中国科学社第15次年会。经过蔡
元培和诸位筹备委员的努力，国
立青岛大学克服了众多困难，于
1930年9月正式成立。

9月20日，国立青岛大学在大
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杨振声
宣誓就职，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蔡元培监誓。当日上海《申报》以

《青岛大学今日开学》为题报道了
开学典礼盛况：“二十日上午九
时，国立青岛大学在该校大礼堂
正式开学典礼，同时该校杨校长
宣誓就职……该校第一年级学
生一百七十余人，主席蔡元培。行
礼如仪后，杨校长宣誓，监誓员蔡
元培授印后，并训词。次有何思
源、袁方治、周钟岐、胡家凤等相
继演说，后由杨振声致答辞，报告
今后办学方针。”

“政府所以设大学于青岛，实
以青岛有文化中心的资格，以我国
的广土众民、文化集中，势不能限
于一点，现在长江一带有中央大
学、武汉大学，北方有北平大学，西
南有中山大学，东北有东北大学，
此外各省则有浙江大学、河南大学
等。”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致训词，
介绍了国立青岛大学设在青岛的
意义：“山东为古代文化最发达之
所，在昔伯禽治鲁，太公治齐，战国
时稷下为学者荟聚之地，所以教育
部决定设一国立大学于山东境内，
乃归并前山东大学及私立青大而
设诸青岛。旧时大学多设于都
市，使与社会相接近，如法之巴
黎大学，德之柏林大学皆是。然
英国大学之最著声誉者，则在
牛津剑桥，美国各大学多设于
山清水幽之所，而交通便利，接
近自然，与接近社会两者均宜。
青岛水陆交通，均极便利，山海
林泉，处处接近自然，而工商发
达、物产丰富，又非乡僻小村可
比。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并可
设星期演讲会，以集中全国学者于
一地，至于大学课程，包括范围极
广，青大现因经济关系，先设文理
二科为任何各种应用科学之基础
及研究的归宿点也。”

出席国立山大四周
年开学典礼

杨振声作为蔡元培的高足，
是其教育思想的追随者。他任校
长后，以北京大学为榜样，效法蔡
元培在北京大学当校长时倡行的

“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科学与民
主”的办学方针，广聘专家学者，使
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之初，就形成
了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师资队
伍。如闻一多、梁实秋、黄敬思、黄

际遇、汤腾汉、曾省、闻宥、游国恩、
沈从文、傅鹰、任之恭等均应邀来
青岛大学任教。另外，还经常邀请
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等学者名
流来青岛大学讲学。一时之间，国
立青大名流云集。

1932年9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
行政院会议议决，将国立青岛大
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并准杨
振声校长辞职，任命赵太侔为国
立山东大学校长。

赵太侔遵循效仿杨振声的办
学方针，求贤若渴，更加重视师资
队伍建设，使这个辉煌时期得到
延续和发展。

1934年8月28日上午九时，蔡元
培与夫人养浩（黄仲立）携子，从上
海港搭乘普安轮北上，29日午后二
时到达青岛。赵太侔作为蔡元培
的学生，对老校长的到来，自是更
为热情。他亲自到码头迎接，次日
晚，即与夫人俞珊一同到蔡元培
下榻处拜望，31日晚，“赵太侔、俞
珊夫妇招饮于顺兴楼……”9月18
日赵太侔登门造访，“约二十日午
前九时，参加山大开学式。”

9月20日，蔡元培如约来到国
立山东大学，参加成立四周年纪
念大会，并发表演说。9月24日，《国
立山东大学周刊》以《本校举行四
周年纪念及始业式》为题报道了
大会盛况，当时有教职员及学生
共约四百余人参加。

校长赵太侔报告后，蔡元培
进行演讲，他对学校的办学特色
给予了高度赞赏，并勉励山大学
子刻苦耐劳、脚踏实地向前努力。
他说：山大还有几点特色，是其他
各大学少有的：第一文学院与理
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 因为文
理不能划的界限太清楚了，譬如
有许多科目，过去都划到文科里，
现在却都归为理科了；如果文理
两院合并，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学
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东西，理科
的学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课
程，所以山大合并来办是非常好
的。第二是理工两学院都在一处
来办！我们知道工与理的关系，是
非常密切的，工就是理的应用，理
就是工的基础，两个东西是不应
分开的，现在山大将两院在一处
来办，自然很经济而且很容易得
到好的成绩的。第三是农学院能
按照本省农业情形，加以研究，再
想法来改良和发展本省的农业，
这也是非常适宜的。况且山大的
环境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背山
面海，实在是适于研究学问的地
方，并且现在又有这样的设备，较
北平、上海只有一片房子和几块
黑板的大学里的学生，幸福多了！

国立山东大学其实是蔡元培
擘画中国教育的最后手笔，堪称
其谢幕之作。他两次出席国立山
大开学典礼并致辞，足见他对山
大的重视和垂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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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登州府
千年苏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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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齐鲁】“第一次开学典礼的时候，我正在青岛，所以能够参加。今天是山大四周年纪念，我又在青岛，也能得到参加的机会，，所以我觉
得非常高兴。”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1868-1940）一生对青岛、对山东大学情有独钟，曾多次到访青岛。在他的力主下，原在济南的
山东大学改移青岛，他积极参与国立青岛大学（山大于1929年至1932年称国立青岛大学）的筹备工作，校门口挂的“国立青岛大学”
的木牌是他亲笔所写；那封为解决学校经费困难转交宋子文的信，是从青大一座小楼里发出的。他数次到山大演讲，并并先后两次
出席国立山大开学典礼并致辞，特别是举荐了两位北大爱将杨振声、赵太侔先后任山东大学校长，使北大“兼容并蓄””的学风，融
入了山大的血脉，使山大迎来了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山东大学是蔡元培擘画中国教育育的最后手
笔，是其谢幕之作。

1934年9月山大周刊刊发蔡元培讲话 ▲蔡元培(左二)与友人在青岛游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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