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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太侔是蔡元培的学生，二人相识于
1917年的北京大学。赵太侔于1914年考入北
京大学，学习英文。时任校长是胡仁源。当
时北大校风十分颓废，不少学生四处打茶
围、搓麻雀、捧女伶、逛公园，以为不应酬，
将来便没有出路了。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
大学校长，成立了进德会，整饬颓废校风，
北大风气为之一振。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民主
办学”的办学方针，聘请《新青年》主编陈
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
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实行“教授
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
运动。北大这种兼容并包的氛围，对赵太
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与袁振英等一道
创办了无政府主义社团实社，还邀请蔡元
培、陈独秀等入社。

1925年5月，赵太侔、余上沅、闻一多怀揣
着振兴中国戏剧的梦想，从美国留学回到祖
国。10月，赵太侔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
戏剧系主任、教授。北京艺专的前身是北京
美术学校，是依据蔡元培“美育”思想建立的
重要艺术教育单位。蔡元培的“美育”思想，
潜移默化到了赵太侔的戏剧教育中去。

赵太侔与恩师蔡元培第一次共事是在
1928年。是年，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欲创
办国立山东大学，并成立国立山东大学筹
备委员会，赵太侔与蔡元培皆是筹备委员。

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青岛
作为新崛起的现代城市，引起了蔡元培的
关注，他认为“青岛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
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1929年6月，蔡
元培第二次来到青岛小住，通过考察，对青
岛寄予厚望。鉴于济南地处交通要冲，战争
频仍，蔡元培主张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
岛，易名为国立青岛大学重新创办，获得国
民政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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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蔡元培年近七十岁,已是人生古稀之
年,但作为一代学术泰斗，在国内仍无固定的居
所，在上海租房子住。他的学生曾说：一般人言家
无积蓄为家徒四壁，但蔡元培先生连“徒四壁”的
房子也没有。

于是，北大师生发起了一次特殊的捐款集
资，准备在青岛建造一所房屋，作为庆祝蔡元培
先生七十寿辰的贺礼。

9月7日，赵太侔与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
西林、罗家伦共同署名，写了一封祝寿献屋函，信
中写道：“我们觉得要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
须选他所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
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
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
在北平、南京、上海各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地
方……各地的响应，已超过了我们当初的期望。
现在我们很恭敬地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先
生，很诚恳地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

这封信出自胡适的手笔。蔡元培收到信件
后，心情很复杂，开始坚决不同意，后来因为盛情
深厚，却之不恭，1936年1月1日表示接受，并写了

《答谢祝寿献屋函》，其中写道：“元培现愿为商君
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
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
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
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

胡适、赵太侔等人决定将房建在青岛，据王
森然在《蔡元培先生评传》中称：北大师生商定的
结果是筑屋名曰“孑民堂”，每股五十元，“在荣成
路购地基一块，不数日已得二三万元，拟于翌年
动工”。然而，1937年，抗战爆发，青岛陷入日军之
手，献屋之举，最终未能实现。

1940年3月5日，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蔡元培
在香港病逝，享年73岁。蔡元培逝世后,毛泽东特
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对蔡元培毕生致
力于“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予以高度评价。

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评价蔡元培：“拿
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
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
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
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
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诚
哉斯言，蔡元培领导北京大学影响了一个时代，
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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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与青岛

□杨洪勋

今年是中国著名教育家
和美学家蔡元培先生(1868-
1940)诞辰150周年。关于蔡元
培，大多数人最熟知的，是他
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
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新文
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
发源地。殊不知，蔡元培还促
成了山东大学的创办，以及
该校上世纪30年代学术史上
的高峰。有学者认为，山东大
学是蔡元培擘画中国教育的
最后手笔，是其谢幕之作。

蔡
元
培
与
他
的
学
生
杨
振
声
赵
太
侔

1929年6月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成
立，蔡元培与他的学生赵太侔、杨振声是筹
委会委员，他的另一位学生何思源为筹备
委员会主任。何思源主导山东教育14年，有

“山东的蔡元培”之誉。
蔡元培为创办国立青岛大学，倾注了

自己大量的情感和心血。1930年9月，国立青
大成立，蔡元培推荐自己的学生、教育家杨
振声任校长，并亲笔题写国立青岛大学的
校牌，在学校办学经费拮据之时，给国民党
元老吴稚晖写信，恳求他帮助解决国立青
大经费的困难。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更
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继任校长。

蔡元培对国立山东大学的影响与贡
献，主要体现在：一是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
迁青重新开办，成为抗战前夕中国13所国立
大学之一；二是他的学生赵太侔在办学过
程中，继承其教育理念，将国立山东大学办
成一个崇尚学术，校风自由而严格管理的
现代大学；将北京大学的大学精神移植到
青岛这块土地上，在国立山东大学扎根、萌
芽、开花结果，学界形象地称国立山东大学
为“北大的青岛版”。

学者沈卫威认为：1949年之前民国时期
的现代大学形态分成两大派。其中北京大
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青岛大
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的人文学科是一
派。因为他们有师资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北
京大学的文科教授对后几所大学学科建设
的支持，同时也带来了北大求新、求变的学
风和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发散。在蔡元培的
主导下，赵太侔任校长期间的山东大学，新
文学作家云集，正是得益于北大的学统和传
承。

1934年8月29日，66岁的蔡元培携妻儿到
青岛，赵太侔对老校长来青岛格外高兴，亲
往码头迎接。次日晚，即与夫人俞珊同去蔡
氏下榻处拜望；9月1日晚，“赵太侔、俞珊夫妇
招饮于顺兴楼，座有元任夫妇、邓仲纯、丁
山、怡荪夫妇等”；9月20日，蔡元培如约参
加了山东大学纪念会，演说中阐述了山东
大学较国内各大学特优之点，并在日记中
特意写到对青岛的“偏爱”：“(一)山海壮
观；(二)组织完善，例如文理学院之合设，
工学院与理学院之连贯，农学院之专事研
究，均与我个人主张相同。最后说，学生享
此幸福，不可辜负之，尤不可因享受幸福之
习惯，而失去刻苦耐劳之精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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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青岛结缘于1903年。是年6月15日，
苏报案(6月29日)爆发前，蔡元培避走青岛，客居
青岛近两个月的时间，学习德语，为留学德国做
准备。从此，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成为蔡
元培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色调。

1934年蔡元培来青时，青岛市高层人士及北
大在青校友宴请蔡元培，多邀请赵太侔等教授作
陪。10月4日，“午，律师于世琦招饮顺兴楼，座有道
充、太侔及姜忠奎等”；同日，应邀出席北大旅青
同学招待会，当时北京大学在青岛同学有40余人，

“北大旅青同学招饮中山路青岛咖啡，先摄影，公
推太侔致词，我答之。座间有人提议组织同学会，
推赵(太侔)、张(怡荪)、狄杨、王五君为筹备员”，也
许这是北大青岛校友会的源头。10月11日“周志俊
招饮顺兴楼，座有太侔、法章等……”9月29日，蔡
氏夫妇应约观看一场演出，演出剧目除了《六月
雪》《沈头刺汤》《御碑亭》之外，还有赵太侔夫人俞
珊演出的《四郎探母》，俞珊其时已很少走上舞
台，这次到场演出，实属难能可贵。

直到11月10日，蔡元培才离开青岛。蔡元培的
这次青岛之行，几乎踏遍了岛城的大小景点，到
崂山观耐冬，游丹山赏红叶，迎宾馆、水族馆、湛
山寺等都在其游程之内。

青岛、山大，一直是老教育家蔡元培魂牵梦
绕的地方。1935年，年近古稀的蔡元培一年内两次
从上海到青岛，共住66天。

1935年8月10日，蔡元培从上海动身赴青避暑，
11日午后五时抵青，下榻平原路12号。蔡元培尽管
对外称此行“为料理私务”，但他几乎每天都在为

“公务”奔忙。9月5日，蔡元培离青赴南京出席中央
研究院评议会及六全会，在青岛住了26天。其间，
蔡元培与赵太侔及山大教授往来频繁。

1935年9月14日，蔡元培第二次来青小住。作为
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如何办好青岛的海洋
研究机构，自在其考虑之内。青岛海洋生物研究
所开办后，经费捉襟见肘，拟向各大学之设有生
物学者协商，凑款资助该所。10月8日，蔡元培“晤
太侔，与商海洋生物研究所经费问题”。

1935年10月23日，蔡元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青岛，从此再没登临青岛，直到逝世。在青岛的
日子，蔡元培与朋友开怀畅饮，难得浮生片刻闲
情，度过了人生一段美好而惬意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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