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太侔、吴克明：
青州走出来的大学校长

□许志杰

赵太侔、吴克明

青州共同成长

在青州时，赵太侔家住现在
青州的东关青龙街，吴克明家住
青州城南藕园街，直线距离不过
两三公里。

吴克明1898年出生，他早年
丧父，家境贫寒，从小好学的吴克
明一门心思读书，没有进过藕园。
他15岁毕业于青州崇实中学，后
来考入齐鲁大学化学系，在校期
间成绩优异、多才多艺，曾任学生
会主席，校篮球队、足球队、歌咏
队的队长。吴克明1919年毕业后，
在齐鲁大学负责学生会工作，兼
任化学系助理教员。1923年经齐
大校方推荐，吴克明到山西铭贤
学校当教师兼教务长。1929年他
被铭贤学校推荐到欧洲、美国参
观访学，两年后吴克明获得美国
欧柏林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回国
后，吴克明先后在铭贤学校续职，
1938年铭贤学校改名铭贤农工学
院，吴克明出任院长。全面抗战开
始后，原在济南办学的齐鲁大学
迁到成都华西坝，随铭贤农工学
院西迁四川的吴克明，被齐大董
事会举荐为齐鲁大学校长。

赵太侔1889年出生在青州东
关一个半农半职员的家庭，他原
名赵海秋，后改名赵畸，又改名赵
太侔。1907年赵太侔从益都中学
毕业后，到烟台实益学馆学习英
文，后转学到济南陆军小学。1914
年赵太侔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
四年后毕业回到济南，先后在山
东省立第一中学和山东省立第一
师范任英语教员。第二年赵太侔
考中官费留学，进入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后改读西
洋戏剧，他与留美同学梁实秋、闻
一多、余上沅等一起组织京剧公
演。1925年赵太侔毕业回国，到北
京大学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任
教，并担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
剧系主任。1929年赵太侔回到济
南，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济
南实验剧院院长，并出任国立山
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后改为
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委员)。1930
年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杨振
声任校长，赵太侔被聘任为教务
长。1932年初，国立青岛大学改名
国立山东大学，杨振声去职，赵太
侔任校长。

两度出任校长

赵太侔带山大走向辉煌

赵太侔在山大有两个任期。
首次出任山大校长之后，他适当
实施了一些符合学校实际的改
动，比如文学院、理学院合并为文
理学院 (不久后两个学院又分
开)，撤销教育学院，在济南设立
农学院，筹备成立工学院。他在继
续坚持前任校长杨振声提出的

“兼容并包、学术民主”办学方针
基础上，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提出
了自己的思路，并开始谋划山大
新格局，克服各种困难予以实践。
首先是网罗人才，赵太侔希望能
够建立一个水平高、阵容齐全的
师资队伍，大力提高山大教学质
量和科研水平。赵太侔有一个小
本子，记录着全国各门学科拔尖
人才的名字和动态，在掌握情况、
了解基本动向之后，他就开始联
系这些人才。

赵太侔第一次任山大校长期
间，共邀请了50多位学有专长者
加入山大，如文科的老舍、洪深、
孙大雨等，理工科的王淦昌、童第
周、曾呈奎、周承佑等，还有两位
著名的体育老师郝更生、宋君复，
山大的师资力量较之以前大有提
升。

1936年8月，赵太侔辞去山大
校长职务，结束了四年零五个月
的山大校长第一次任期。

抗战开始后，山东大学蒙受
巨大损失，因为内迁不利，被教育
部责令暂停办学，时间长达八年
之久。

抗战胜利后，山大人复校心
切，以各种形式督促教育部速批
复校。1946年2月，教育部批准山
大复原，正式恢复办学，赵太侔被
任命为战后第一任山大校长，开
启他的第二次山大校长任期。此
时，山大面临着巨大困境，教师走
散、学生各奔东西，教学设备、图
书多已去向不明，原校舍遭到破
坏。赵太侔首先要求收回校舍，让
返校的广大师生、员工有家的亲
切与温暖。

其次是启动招揽人才的工
作，赵太侔向曾经在山大任教的
每一位教师发去邀请信，诚望他
们回校复课，同时向一些尚未确
定去向的著名教授伸出橄榄枝，
诚邀加盟山大。在赵太侔积极而
诚心的邀请下，游国恩、陆侃如、
冯沅君、杨向奎、王普等教师陆续
到校。

赵太侔做的另一个工作是调
整院系设置，在原有的文、理、工
三个学院的基础上，增设医学院，
恢复济南的农学院，形成五院十
六系的办学规模，处在国立大学
前列。1946年10月，国立山东大学
在青岛举行战后第一次开学典
礼，也开始了赵太侔为校长的第
二个办学辉煌时期。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山大成
了学科齐全、师资力量强大、教学
设备完善的综合性大学。赵太侔
深爱自己亲手参与建设起来的山
大，把自己的生命与山大紧密相

连。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赵
太侔校长把一个完整的山东大学
交给人民，完成了自己第二次山
大校长任职。

此后，赵太侔先生还曾任职
山大外文系，晚年他致力于文字
改革的研究工作，有《汉字新法打
字机拟议》《汉字改革方案》等未
刊稿。赵太侔1968年4月在青岛辞
世。

顾大局挽狂澜

吴克明将齐大带回济南

日军占领济南期间，齐鲁大
学校园被改建为战事医院，曾经
有1000多名伤病员驻扎在校园。
学校的各种设备破坏严重，整个
校园面目全非。

抗战胜利后，直至1946年1
月，日本人才全部撤走。齐鲁大学
也结束了八年艰难的异地办学，
在校长吴克明的带领下，开始走
上复原之路。

吴克明校长派出了由方维
廉、罗世绮、温福立、林仰山、裴
礼伯组成的先遣团队，赶回济
南接洽复原接收事宜，并委派
教务长孙恩三和医学院院长杜
儒德先行乘飞机由重庆抵达济
南，全权负责返校工作。至1946
年5月，齐鲁大学复原准备工作
完成，一切就绪，只待全体师生
返校回家。齐鲁大学同时开始
了本年度新生招录工作。当年

暑假结束前，齐鲁大学大部分
师生陆续返校，10月1日正式开
学上课。因为交通及其他事宜
暂缓返校的师生，到1947年秋师
生全员报到，回迁工作结束。

1946年12月25日，《齐鲁大学
复原纪念特刊》出版，吴克明撰文

《抗战期间的齐大》，介绍了齐大
内迁成都办学的艰难历程，同时
简要介绍了学校复原的基本情
况。吴克明写道：“本校在抗战期
间，虽遇艰困，唯奋斗精神，始终
不渝。本校原有一切设备，均被敌
人摧残殆尽，今复校伊始，百废待
举，将来所感受之困难，或当较甚
于往日，所望社会贤达，全体校
友，随时惠予援助，使本校预计之
复校建设事业得到迅速完成，为
国家社会培育有用之人才，以完
成吾人之教育使命。”《齐鲁大学
复原纪念特刊》同期还刊登了教
务长孙恩三的《战后本大学的教
育计划及其任务》《本校复原后之
概况》，以及署名赖思源的《我们
必须闯过的经济难关》，对于复校
后齐大所面临的经济困难进行分
析。文章开宗明义：“本大学的复
原建设包含事项很多，例如校舍
的修缮，家具、仪器和图书设置，
以及学识超群、经验丰富的著名
教授之延聘，都是一个高等学府
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以上这些
事项都需要经费，而且需要大宗
经费。”

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安顿
下来后，吴克明开始梳理齐鲁大
学逐项工作，根据轻重缓急，首先
是完善因为内迁而受到不同程度
损失的学科。1947年秋，在医学院
增设护士科、药学科、医事检验技
术科、助理护士训练班。1948年又
增设农学院，恢复高级护士学校，
使医学院学科门类更加齐备。文
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历史社会系、
政治经济系和教育系。理学院设
天文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
系、生物学系、制药系。吴克明兼
理学院院长，聘请吴金鼎、尤家
骏、张国安等一批杰出人才入职
齐大，担任主科教授和相关管理
部门主管。

受战事影响，1948年7月，齐
鲁大学医学院南迁福州，校本部
与文学院、理学院随后迁至杭州。
此后不久，济南解放，吴克明校长
经过许多波折，于1949年4月将齐
大杭州部分迁回济南，8月又把福
州部分搬回母校，完成了全部南
下师生回迁济南的工作。

1952年齐鲁大学撤销建制，
吴克明先后在山西大学、太原工
学院、山西化工学院任教授。1977
年9月12日在太原逝世。

在山东教育史上，山东大
学与齐鲁大学曾经双星闪耀，
从初期两校同在济南，到后来
山东大学迁至青岛，一直与齐
鲁大地息息相关。翻检山大校
长赵太侔和齐大校长吴克明的
履历，原来两位校长同是山东
益都县（现在的青州市）人。

赵太侔，1932年2月至1936年
8月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1946
年2月至1949年6月，再度出任国
立山东大学校长。

吴克明，1945年8月至1950年
7月，任齐鲁大学校长。

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 齐鲁大学校长吴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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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学军

12月28日，《济南历代竹枝词
辑校》出版发行暨“诗城济南”城市
品牌建设座谈会在济南龙奥大厦
举行。“多少诗人生历下，泉城自古
是诗城”是已故济南文史学家徐北
文先生的一句名诗，是历史文化名
城济南的城市特质之一。新出版的

《济南历代竹枝词辑校》一书收录
古往今来近2200首竹枝词作品，堪
称为“诗城济南”添加了充分佐证。

《济南历代竹枝词辑校》由中
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济南市地

方史志研究院)、济南市方志馆组
织编写，由济南地方文献学者刘书
龙、李关勇进行辑校。该书共辑录
了从金代到1949年间156位文人所
作的描写记述济南地方风物名胜、
民俗民情的竹枝词类作品近2200
首。此前，1990年出版的《济南竹枝
词》一书，所录诗歌仅400余首。

竹枝词是源自古代巴渝地区的
民歌，自唐代起成为文人用以吟咏
一地风土民情和见闻感怀的诗体，
其文辞清新活泼，诗意简明易懂，因
而也是研究地方风物变迁的文献佐
证。值得一提的是，《济南历代竹枝

词辑校》所录作品中有大量罕见诗
歌作品。据刘书龙介绍，毛大瀛的

《续齐音一百首》、沈可培的《莲子湖
舫歌一百首》此前未见有当代文献
收录，封大本的《续广齐音》此前很
少见文献著录，几乎不为人所知。而
王初桐的《济南竹枝词》和范坰的

《新齐音风沦集》(100首)此前仅仅被
地方志收录了部分作品。

“《济南历代竹枝词辑校》的出
版，实现了济南的古典诗歌爱好者
和地方文史研究者的一个愿望。书
中辑录的竹枝词为今天的文化建
设、城市建设、园林建设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和营养。”济南文史专家周长
风在座谈会发言中说。

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地方
史志研究院)院长史宏捷介绍说，
市方志馆组织专家广泛收集、精心
校勘，各方通力合作，高质量完成
了《济南历代竹枝词辑校》的编辑
出版任务。该书是迄今为止收录济
南历代竹枝词时间跨度最长、诗词
数量最多、内容最全面的版本。

座谈会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
式，主办单位分别向省、市图书馆
赠送了《济南历代竹枝词辑校》一
书。

“泉城自古是诗城”再添新证
《济南历代竹枝词辑校》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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