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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今日的北京大学，100多年。这
样一个时间，一个家族可以繁衍四代。一个学校，同样有自己的繁衍发展：如
果按照时期划分的话，抗战之前处于沙滩红楼的老北大是个白胡子的老爷
爷，属于第一代，资历深，威望高；抗战期间南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和抗战之后
复原一直到1952年的北大同属于第二代，西南联大是不幸而夭折的天才，复
原之后一直在红楼延续到1952年的北大则是小弟弟，或许是没有经历太多
历史的“风雨”，小弟弟最终也没有见到多少历史的“彩虹”；1952年，北大从沙
滩红楼西移到西郊燕园，从此北大告别了令人神往的马神庙，一直到了今天。

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
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

的产物。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的是国子
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学堂这所新学校里
面弥漫着许多旧时代的空气。里面的学生，多
是官员或者举、贡、生、监等旧派人物，1903 年
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可以授予
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一时之间，
大学堂成了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身的好
处所。

据沈尹默记述，在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
位老先生，每次上课都有一个听差跟随，挟一地
图、捧一壶茶和一个水烟袋。上课之前，听差先
把这些物件摆放在讲台，然后退出，下课后再收
起随老先生回府。上起体育课来就更为滑稽，
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
转”的喊声，学堂如官场，教师却一点也不能嫌
累。而当时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著名的花柳巷

“八大胡同”，其最好的主顾就是“两院一堂”，
“两院”者，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
一堂，则是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之后的荣
光，很难与现在的京师大学堂联系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所大学堂，在筹办之初，命运
颇有波折。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
变，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康梁逃亡国外，
之后，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维新派的改革措施
全部被废。京师大学堂据说“以萌芽早，得不
废”，实际并非如此，当时京师大学堂中有不少
洋教习，聘书已经延订，慈禧老太太得罪不起洋
教习，所以“不能不勉强敷衍”。大学堂虽然得
以保留，但是招生人数大为减少，原定招生500
人的计划，到 1898年 12月开学时，学生竟然不
及百人，到了第二年，也不过200人。就是这样
一个无关宏旨的大学堂，也没有存在多久，1900
年，先有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后有八国联军侵
占北京，大学堂校舍被占，设备被毁。“大学堂弦
诵辍响者年余。”新世纪来了，大学堂却死了。
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次夭折。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
学堂，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过一段时
间的筹备，10月 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
生考试。12月 17日，大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正式开学。从这一年一直到1951年，北京大学
一直把这一天作为校庆日给学生放假一天。

张百熙头脑开放，“喜用新进”，这让清廷大
为不满，1903年，清廷加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名

为协助，实为监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
学调之”。1904年，张百熙干脆被扫地出门，孙
家鼐走马上任成了京师大学堂的新领导。截至
辛亥革命爆发，战乱频繁，教育经费被挪充军
饷，1911 年底，清政府再次下令停办大学堂。
这是大学堂建立以来的第二次关门。不能说蔡
元培校长之前的北大一无是处，京师大学堂开
始向近代大学迈进，正是在这一时期里。

清政府第二次叫停大学堂

北京大学的第三次面临停办，已经是民国
建立之后。1912年 2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
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京师大学堂。5
月份，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
严复成为北京大学校第一任校长。早在京师大
学堂创建之初，严复就被认为是总教习的最佳
人选，迟到了 14年的任命，只是因为严复的资
历不够，此次，严复终于迎来自己一展宏图的时
刻。不过，2月任命，10月辞职，严复在北京大
学校长的位置匆忙一闪，但在北大发展史上，严
复的位置至关重要。

严复接管大学堂之后，由于袁世凯常把教
育经费挪作他用，以至于大学堂数月领不到经
费。一代思想家不得不靠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
以筹备复学，不想财政部又下令减少教员薪水
至60元以下，严复担心此举无法保证教员到校
复学，提出“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 60

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
应准照额全支”。有研究者称，严复之所以能够
提出此议，在于严复“另有进项”，即使如此，此
举也算难得，不过，这已经属于题外话。

除了经济困难，其他问题同样重重，1912年
北大开学之后，学生返校不多，仅百余人，其中理
科4人，工科14人，政法科不到10人。当时的人
们对于北京大学，远没有像今天的人们这样趋之
若鹜。职员比学生还多，正好落了教育部的口
实，当年7月，教育部以经费困难、学校程度不高
和管理不善为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

严复以思想家的严密逻辑，上书教育部，洋
洋洒洒一千余言，从大学对于国家、民族和文化
的多重意义，论证“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最高
教育机关”的北京大学为何不可停办。严复上
书之后，教育部表态：“解散之事，纯属子虚。”如
果没有严复，北大会如何？谁也无法假设。

何燏时上书袁世凯力保北大
时局纷乱，严复之后的大学校长有如走马灯，

两个月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屋漏偏逢连阴雨，就
在这时，北大又差一点被“办”了。那时，北大任上
的校长是何燏时。何燏时与北大的关系不那么融
洽，这位1912年12月27日被任命的何校长到北
大后，因为整顿预科不利，引起学生风潮，130多
个学生到校长办公室，要求校长立辞职字据。

但当教育部以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
度尚低等为由，拟将北大停办，并入北洋大学之
时。何校长拍案而起，给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
和教育部呈文：“（北大）办理之不善，可以改良，
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之不一，可以
力加整顿，而此唯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可遽
行停止。”社会舆论一时全部倾向北大，使得教
育部不得不发出声明：“本部职司教育”，对北大

“但有整顿之意，并无撤废之心”，北大并入北
洋，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据《现代快报》

经费困难再次遭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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