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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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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的 关 系，以 往 研 究 几 乎 无 人 涉 及。１９３０年 代 初，教 育 理 念 相 近 的 蒋 介 石 与

南开校长张伯苓由初识到相知，政治与教 育 的 相 互 需 求 以 及 私 人 友 情 的 增 长，对 于 此 后 南 开 大 学 的 存 续 与 发 展 关 系 重

大。抗战爆发，毁于战火的南开大学成为战时高等教育损失的标志性形象，蒋介石在广泛的舆论 同 情 中 做 出 了“有 中 国

即有南开”的承诺。其后，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北大、清华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跻身西南联大，战后获得国立地位，并由此

摆脱战时及战后的办学经费困窘，得以于抗战时期及战后的经济危机中生存。这一切，都与南开大学校史及近代中国高

教史极力回避的蒋介石关系甚大。作为回报，视南开如生命的张伯苓积极投身政治以支持国民党政权，为南开的发展置

荣辱于不顾。三者间的关系，折射出近代中国高教史上政治与教育关系的特殊复杂性。

［关键词］　蒋介石　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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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南开大学算是一

个“异类”。不仅在于它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中的

佼佼者，名师集合，人才辈出，更在于其虽于抗战

炮火中毁于一旦，却又能依赖舆论及政治力量的

运作得与北大、清华联合并肩且跻身国立，摆脱办

学困窘并时来运转。其实，南开命运转机的背后，
既有蒋介石欣赏、尊重张伯苓执掌南开的教育理

念和利用张氏树立政府形象的政治意图，有校长

张伯苓对蒋介石主导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及由此对

蒋介石所发挥的影响力，有蒋介石视南开大学为

战时中国文化不屈标志的态度，当然也有蒋介石

与张伯苓长期相交相知而日见加深的友情。
一、教育理念近似而惺惺相惜

私立南开学校的成长、南开大学的发展，源于

早期严修、张伯苓在“教育救国”潮流中的理性思

考与执着追求。严修、张伯苓早期先后考察过日

本大中小学教育、美国的大学教育，特别强调大学

对于近代中国崛起的使命，当年在南开所提倡的

“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理以强国”的学科布局正源

于此。此外，张伯苓又把对人精神面貌的塑造、对
人务实风格的培育，视为知识教育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果稍微思考一下蒋介石早年对日

本教育的深刻记忆、其在新生活运动中所倡导的

理念及其对基督教的信仰，就不难发现蒋介石何

以对张伯苓及南开大学的教育理念如此推崇，也

不难理解蒋介石何以对张伯苓充满了尊重。
蒋介石对于张伯苓创办南开的事迹及教育理

念十分欣赏，几次欲请张伯苓出任要职，以壮国民

政府名声。张伯苓则深知利用中国政治人物的能

量对于南开学校生存的重要性，也极力靠拢中枢，
以求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扶持南开大学的发展。

１９２８年冬，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奉蒋介石之命考

察平津高等教育。张伯苓在与钱昌照的会面中极

力称颂蒋介石。钱氏回南京后对蒋介石称赞南开

大学办得好。蒋介石立即电令张学良补助南开大

学经费，令张伯苓十分感激。① １２月１８日，张 学

良在沈阳与即将出访美国的张伯苓会面，并允诺

捐２０万元，分１０年付给，每年２万。② 这是目前

看到的蒋介石与张伯苓交往的最早记载。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４日，赴南京参加全国运动大

会筹备会议的张伯苓，拜会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等党政要人。蒋介石“对南开校风及张伯苓三十

年如一日的办学精神尤为钦佩，更同情南开的经

①

②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

版，第２８页。

梁吉生撰著：《张伯苓 年 谱 长 编》中 卷，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２００９年８月版，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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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状况，答 应 将 设 法 补 助 南 开”。① 应 该 说，这 是

蒋张两氏的第一次会晤。此后，张伯苓多次致信

蒋介石声言南开“经济维持目前实无能为力”，请

求“中央特别谖［援］手”。② 蒋介石电请张学良代

为“拨款为助”。张伯苓在得知英国退还庚款后，
致信蒋介石希望能给南开月配２万元经费。③ 九

一八事变后，深忧国难必至的张伯苓，“认识日本

较切，而南开校址又接近兵营，倘有变，津校之必

不能保，自在意中，故乃早事准备”。④ 此后，张伯

苓除关注西南地区外，也曾委托谭熙鸿、曾养甫到

浙皖边境天目山考察并代寻校址。１９３５年冬，张

伯苓应邀参加禁烟委员会议并游历四川后，“深感

津校事业，仅能维持现状，而川地教育，尚可积极

发展”，⑤遂决定在重庆创办私立南渝中学。１９３６
年１月，张伯苓致信蒋介石与教育部长王世杰以

“华北环境恶劣，支撑现状，事已非易，再求扩充，
势所难能”和“深觉全国优良中学之缺乏”为由，提
出“拟在重 庆 购 地 建 屋，先 开 办 南 开 中 学 第 一 分

校”，约需１５万法币开办经费，请求支持。⑥ 蒋介

石当即“赞助拨款五万元为开办经费，后又承教部

每年给予经常费用，学校遂得顺利进行”。⑦ １月

２０日，张伯苓受邀赴杭州参加蒋介石任校长的航

空学校第五期毕业式。３０日在南京与蒋介石、吴

铁城共进晚餐时，张氏再向蒋氏提出，抗战建国必

须建设四川为根据地，而四川的建设必先从教育、
实业、交通入手，并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在四川设

校的动机。蒋介石再次当面允捐５万元。⑧ ３月，
张伯苓派 南 开 中 学 主 任 喻 传 鉴 赴 重 庆 沙 坪 坝 以

２．８万元购地４００余亩建造南渝中学校舍。８月

下旬校舍完工并开始招考，投考者近千人。１０月

２５日，张伯苓在致蒋介石信中详细介绍了南渝中

学筹建状况，显 得 十 分 兴 奋。⑨ 蒋 介 石 这 一 行 为

或如张伯苓所述，是蒋介石抗战前“即认定四川为

我民族复兴根据地，建设四川即所以建设中国，故
乐于助苓在 川 设 立 分 校，其 眼 光 为 何 如 哉？”瑏瑠或

许也只是蒋介石拉拢教育界名流的一个举措，但

至少表明战前蒋氏与张氏间关系已相当亲密。
这一时期，张伯苓以教育家著称，同时积极靠

拢政府，在各种场合强调支持国民政府的内外政

策，根本目的在于希望获得足够的办学经费与政

治便利条件。１９３２年，地质学家翁文灏应邀在庐

山为蒋介石讲学时，主张国家用人不必以政党为

限，曾向蒋氏推荐包括张伯苓在内的诸多教育、文

化、工商界人士，蒋称 均 想 面 见。瑏瑡 １９３３年４月，

张伯苓应行政院长汪精卫邀请，出任农村复兴委

员会委员。６月，南 开 大 学 被 列 入 英 国 退 还 庚 款

补助名单。同时，张伯苓还积极参与行政院驻平

政务整理委员会的事务，并与蒋介石保持着书信

往还的密切关系，甚至主动为青岛市长沈鸿烈说

项。瑏瑢 １９３５年，张伯苓还应蒋介石之 邀 参 加 了 重

庆行 营 禁 烟 委 员 会 总 会 的 工 作。１９３６年１２月，

震惊 中 外 的 西 安 事 变 爆 发，张 学 良 扣 押 蒋 介 石。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南开教授会立即发出

谴责张学良的电文。张伯苓也同时致电张学良，

呼请释 放 蒋 介 石。由 于 张 伯 苓 与 蒋 介 石 私 交 甚

好，中共代表周恩来毕业于南开，张学良又极其尊

敬张伯苓，使得张伯苓一下子成为了赴西安斡旋

的首选人物。１２月１６日，行 政 院 长 孔 祥 熙 致 电

张伯苓，以“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

当有旋转之效。可否即请尊驾径飞西安，力为劝

导，抑先飞 京，面 商 进 行 之 处”。瑏瑣 张 伯 苓 慨 然 赴

京，与孔祥熙等国民政府要员协商解决事变方案。

后因局势复杂，孔祥熙无力主政，张伯苓只好暂回

天津等待时 机。１２月２６日，得 知 蒋 介 石 返 京 的

张伯苓电贺“我公平安抵京，举国腾欢，同申庆祷，

特此慰问”。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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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２月，张伯苓应国民政府邀请赴江西

参观访问，蒋介石亲电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予以接

待。① ５月，得 知 重 庆 南 渝 中 学 办 学 成 功 消 息 的

蒋介石，委托南开出身的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转

交张伯苓在川办学补助费，明确表示“如川省未列

预算，准由中正设法另拨”②。１９３７年 前 半，国 民

政府已有建设西南基地的构想，蒋介石曾有请张

伯苓出长四川大学的设想，但被张伯苓以“在先与

严范孙先生有誓约，愿终身办理南开”婉拒，蒋介

石也只能作罢。③

二、“有中国即有南开”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北 平 郊 区 的 卢 沟 桥 事 变，
引发了中国抗战的全面展开。随即，天津也陷于

战火中。７月２９日凌晨，以南开大学为据点的国

民革命军第２９军第３８师一部，从八里台进攻海

光寺日本兵营及日租界。下午，日军飞机重点轰

炸天津重要设施及军事目标，驻守南开大学的第

３８师 预 备 营 即 被 炸 死 百 余 名 官 兵，④秀 山 堂、木

斋图书馆被毁。３０日下午，日军百余名乘车携汽

油至南开大学，到处放火，思源堂、芝琴楼、教授宿

舍及邻近 民 房“尽 在 火 烟 之 中”。⑤ 与 此 同 时，南

开中学、南开女中也在多次轰炸中被毁。
私立南开大学毁于战火，是抗战开始 后 高 等

学校中的第一所。据统计，包括房屋、地产、图书、
仪器、标本、机 器、家 具 等 的 损 失，时 值６６３万 元

法币。⑥

南开大 学 被 炸 时，校 长 张 伯 苓 不 在 天 津。７
月初，他作为著名教育家应邀赴江西庐山参加由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商讨国是谈

话会。７月１６日，在 第 一 次 共 同 谈 话 会 上，蒋 介

石向与会人士表达了对日抵抗到底的决心：“战争

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

抱定 为 国 奋 斗 之 决 心，与 敌 作 殊 死 战，如 中 途 妥

协，与丧失尺土寸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

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与敌抗

战到底”。⑦ ７月２０日，在教育组谈话会上，张伯

苓率先提议：“我们应不分党派，团结在一起，服从

蒋委员长的领导”。与会人士全体签名发表拥护

国民政府 和 军 事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的 宣 言。⑧ 随 后，
张伯苓赴南京。２９日夜，张伯苓得知南开大学被

炸的消息，悲 痛 欲 绝。３０日 晨，教 育 部 长 王 世 杰

亲向张伯苓表示慰问并郑重表示：“大变敉平，政

府必负责恢 复 该 校 旧 有 规 模。”⑨下 午，张 伯 苓 向

《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
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

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

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

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

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现已在

京成立南开办事处。”瑏瑠

在抗战初期特殊的氛围中，南开大学 作 为 战

时中国一个惨痛的象征，引发了教育文化界的广

泛关注和同情。黄炎培著文称：“今敌人发于政治

上的凶欲，有意毁灭南开大学，适足以证明被毁灭

者不但在文化上有伟大贡献，致惹起敌人的嫉恨，
并且它所养成的青年，他们的思想与能力是给民

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敌人发生不容并立的感觉，
致出于最残酷的一种手段”。日军“能毁灭我有形

的南开大学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

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

南开大 学 的 中 华 全 国 亿 万 民 众 的 爱 国 心 理”。瑏瑡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胡适及茅盾、郭沫若等文

化 界 名 流、上 海 各 大 学 联 合 会 纷 纷 致 书 电 慰 张

伯苓。瑏瑢

或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南开被毁成 为 蒋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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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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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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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筹笔———统一时 期（１５１）”（１９３７／２／２），蒋 中 正 总 统 文

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０－００１５１－０１５，（台北）“国史馆”藏。
“筹笔———统一时期（１７５）”（１９３７／５／１６），蒋中正总统文

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０－００１７５－０７６，（台北）“国史馆”藏。
《致王世杰函》（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２日），梁 吉 生、张 兰 普 编：

《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第１０２５页。

中共天津市委党 史 征 集 资 料 委 员 会：《津 沽 怒 涛———天

津人民抗 日 斗 争 史 话》，天 津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８月 版，第５０
页。

《日机继续轰炸南开》，《申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第４版。
《私立南开大学 抗 战 期 间 损 失 报 告 清 册》（１９４３年），南

开大学档案馆存。转引 自 南 开 大 学 校 长 办 公 室 编：《日 军 毁 掠 南

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３０－３１页。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 蒋 公 大 事 长 编 初 稿》第４卷 上 册，
（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版，第７８页。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 组：《南 开 大 学 校 史（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版，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南开大学 被 炸 毁　各 方 深 表 痛 愤》，《申 报》１９３７年７

月３１日第４版。
《南开大学 被 炸 毁　各 方 深 表 痛 惜》，《申 报》１９３７年７

月３１日第４版。

黄炎培：《吊南开大学》，《大 公 报》（上 海 版）１９３７年７月

３０日。
《茅盾等昨日慰问张伯苓等》，《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６日第

１２版；《沪各大学联会电慰张伯苓》，《申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８日第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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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营造抗战氛围、凝聚教育文化界人心的一个最

佳时机。８月１日，国 民 政 府 主 席 蒋 介 石 约 见 平

津教育学术界人士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
陶希圣等。① 会 谈 中，痛 感 办 学 心 血 被 毁 的 张 伯

苓慷慨而言：“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

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
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

打完了仗，再 建 一 个 南 开”。② 一 席 话，表 达 出 了

一位爱国教育家的高风亮节，也深深地感动了蒋

介石。蒋氏当时即明确地安慰张伯苓：“南开为中

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③

蒋介石这番话，决不仅仅只是对老友 张 伯 苓

的安慰和对教育文化设施毁于战火的痛心，也极

大提升了南开大学作为战时教育被毁标志性象征

的意 味，表 达 了 国 民 政 府 坚 决 抗 战 到 底 的 决 心。
此后，这番承诺成为张伯苓建设重庆南渝中学、重
建南开大学的护身符咒，南开的命运及历史轨迹

由此巨变。
三、跻身西南联大

１９３０年代中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

的蒋介石，渐将国民党内反蒋派系一一折服。抗

战全面爆发后的蒋介石，更被视为中国抗战及建

国的领袖人 物。８月１日，蒋 介 石 会 见 张 伯 苓 并

发表支持南开重建的讲话。不管蒋氏出于何种考

虑，讲话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④也直接影响着

教育部优先考虑对南开大学的安置。

８月中旬，教 育 部 在 南 京 与 参 加 庐 山 国 是 谈

话会后不及北归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进行协

商，商讨平津失陷后救济三校的办法。由于“平津

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学生为数极多，势非借读所

可以完全救济”，“为使优良教授得以继续服务，并
使学生完成学业，且隐为内地高等教育扩大规模

起见”，经蒋介石批准，教育部决定在长沙、西安各

设立一所临时大学。⑤ 由于战前清华大学在长沙

修建了 一 所 新 校 舍，正 可 用 来 安 置 三 校 师 生。８
月２８日，教育部致函清华校长梅贻琦：“指定张委

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

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

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⑥梅贻琦遂放弃北上计

划，转赴 长 沙 筹 备 临 时 大 学 成 立 事 宜。９月１０
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由撤出平津的北大、清华、
南开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的命令，

此时，推动北大、清华、南开合 组 长 沙 临 时 大

学的内在因素还有四：一、私立南开大学规模虽小

但极具办学特色；二、张伯苓先生以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为蓝本办学，与欧美留学生占主流的清华、北
大具有较多的认同感；三、南开毁于战火，引发教

育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四、倡议推动三校联合

的，当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

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梅贻琦出身南开

中学，向以张伯苓学生自居；蒋梦麟也对张伯苓极

为敬重。这种不同寻常的人际关系，也是三校合

作的重要因素。此外，倡导三校合作者还有时在

南京中央研究院的胡适和傅斯年等文化名流，影

响力自然非同一般。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南 京 失 陷，武 汉 告 急，长 沙 已

非安全之地。此时，长沙临大是否搬迁成为师生

议论的焦点。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表示，长沙绝对

安全，省府全力支持临大办学。但临大常委经过

认真分析后认为，应该提前从容搬迁，并选择一个

安全 地 点，以 免 战 火 临 近 后 自 乱 导 致 重 大 损 失。
他们决定迁至云南省会昆明，一是昆明地处西南

较为安全，二是有滇越铁路可与国外联系，图书及

设备的采购较为方便。迁校方案上报教育部后，
常委蒋梦麟又专程赴武汉向蒋介石汇报。⑦

１９３７年底，教育部对全国高等教育再次进行

战时统一规划，既有“因战事而失业之教员与费用

断绝之学生，流离失所，亟应救济”的缘故，要“为

国储才”，也为发展西部高等教育、推进边疆文化

起见，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移驻昆明，改称国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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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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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仪总编纂《总统 蒋 公 大 事 长 编 初 稿》第４卷 上 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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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３３页。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 之 回 顾》，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７日

版，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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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１９３７

年９月２９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

编》第５辑第２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９月版，第７
页。

西南联合 大 学 北 京 校 友 会 编：《国 立 西 南 联 合 大 学 校

史———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６年 的 北 大、清 华、南 开》，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版，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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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联合大学，仍 由 北 大、清 华 和 南 开 三 校 组 成。①

随后，长 沙 临 大 开 始 了 长 达 数 月 的 艰 难 搬 迁。

１９３８年４月２日，经 国 防 最 高 委 员 会 通 过，教 育

部正式发布命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７月１日，西南联大正式建立。
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起，教 育 部 总 务 司 开 始 拨 给

南开大学国立经费，补助费２３３３．１元；１２月经费

计法币５０００元，另有补助２３３３．１元。② １９３８年，
南开大学全年经费１３５００元，③１９３９年 度 补 助 费

３０８００元，１９４０年 度 补 助 费３０８００元，１９４１年 度

补助费２９５０１元，④均 由 教 育 部 发 给。南 开 大 学

得以在政府支持下艰难重生。
此时，视南开为生命的张伯苓，对蒋介石投桃

报李，积极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宣传与军事策略。

１９３８年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国民党通过一些在

国民政府任职的南开校友如行政院参事张平群、
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等，力劝张伯苓加入国

民党。张氏两次均以“不参加比参加更好”为由拒

绝。但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亲送党证上门

时，张伯 苓 碍 于 情 面 地 收 下 了。⑤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
日，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张伯苓被蒋介石

选派为 监 委，１９４１年 再 任 三 青 团 中 央 团 部 指 导

员。张氏也时常出现在中央训练团党团训练班的

讲堂上。如国民党中宣部要求南开认印《总理遗

教暨总 裁 言 论》，张 伯 苓 立 即 答 应 个 人 认 印１００
部，南开中学认印２００部。⑥ 当然，张伯苓政治活

动的主要舞台是国民参政会，他多次参与蒋介石

针对国民参政会其它党议案的对策，涉及到诸如

中共问题、经济问题、川康建设等。⑦ 用周恩来的

话讲，就是 张 伯 苓 完 全 被 蒋 介 石 迷 住 了。⑧ 张 伯

苓甚至对周恩来说，要毛泽东“赶快把你们共产党

的摊子收了，拥护蒋委员长”。⑨ １９４３年５月，为

呼应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张伯苓也

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与南开之教育》的长文，强调

教育要切实有效地配合国策需要，南开强调的“公
能教育”应向“建国教育”发展，教育应与三民主义

原则相结合，方能为“奠定革命建国之基础，完成

革命建国之大业”做出贡献。瑏瑠 在１９４５年５月的

国民党“六大”上，张伯苓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

委员。当然，不管张伯苓内心如何考量，他的这些

表现都是蒋介石乐于看到的。
战火摧毁了南开旧址，诸种机缘的叠合，使南

开转为国立。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私立南开的

办学费用如果自筹将难以生存，而转由国家负担

则压力顿减；学校因与北大、清华联合，在教学、科
研上受益良多而渐成强势，在国际上也因三校毕

业生大批赴美留学后成就斐然而声誉日隆，南开

大学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改变。每念及此，都不

由得联想到蒋介石与张伯苓间那重复杂关系和深

重的友谊。
四、“国立”抑或“私立”？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由 于 日 本 突 袭 珍 珠 港 美

国海军基地，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在蒋介石等

不少中国政治家而言，美日战争的展开，意味着日

本将在中国和太平洋海域两线作战，美国强大的

经济及军事实力，将会进一步加速日本的失败。
对于中日战争时局的走势，颇具眼光 的 张 伯

苓等人十分清醒。在他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
暴 日 自 速 其 败 云，我 与 同 盟 国 之 胜 利 为 期 当 不

远”。瑏瑡 战争结束后，南开大学将面临着复校天津

的重大问题。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南开部分规模

最小，教授人数仅占联大总数的十五分之一，既与

战前相比大为减少，“将来复校必感才荒”瑏瑢，须提

前予以谋划。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３日，张 伯 苓 拜 会 蒋 介 石 并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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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致蒋梦麟、梅贻琦函》，王文俊、梁吉生、杨珣、张

书俭、夏家善 选 编：《南 开 大 学 校 史 资 料 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第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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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复校问题进行了初步沟通。蒋介石“仍本‘有
中国即有南开’之诺言，允对我校复校时，与国立

大学同等待遇”。① 这次会见后，张伯苓即对南开

复校已是心中有底。

２月１７日，正 是 基 于 这 一 考 虑，张 伯 苓 在 校

长寓所召开了南开复兴筹备会，邱宗岳、陈序经、
杨石先、李卓敏、伉乃如五教授出席。视南开如己

出的张伯苓，此时继续坚持“私立”立场。各位教

授也强调教育自由化必须以“私立”为根基。在当

时国内各大学借抗战之机纷纷改为国立以图升格

并彻底解决经费问题的风气下，南开复兴筹备会

议却逆势而行，决定“本以前奋斗之精神，仍维持

私立”。②

此后的３月１日、３日和７日，张伯苓又连续

主持召开了三次南开复兴筹备会议，主题为人才

招聘、研究方向和筹集经费。在人才招聘方面，计
划从南开学生或国外归来的学者中招聘，必要时

可以 从 美、英 籍 学 者 中 招 聘，但 原 则 是“宁 缺 勿

滥”；在研究方向上，计划重点发展数学、经济和化

工；在经费筹集方面，决定“除请政府协助外，并向

国内国外捐筹之”。③

张伯苓与蒋介石的沟通，对南开大学 所 需 办

学经费的解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张伯苓的请

求下，蒋介石于３月和７月先后两次以行政院长

名义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各拨付补

助费１０万元。④ １９４２年 度 补 助 费３０８００元 也 如

数领取。⑤

在太平洋战争刚刚打响之际，张伯苓 即 能 做

出中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局判断，其政治洞察力

实在惊人。而其为南开复校的未雨绸缪，也展现

了一个伟大教育家的管理才能和高瞻远瞩。在张

伯苓积极推动下，南开复校工作着手较早，经主持

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等人同意，南开大学增聘

了１０－１５位 青 年 才 俊，经 费 由 西 南 联 大 支 付。⑥

此外，南开大学还确定了以后的重点发展方向，特
别是筹集到了大 批 资 金。１９４３年 春、１９４４年 夏，
张伯苓又两次召集在昆明的南开大学人员赴重庆

商讨复校计划，为复校做好了充分准备。此时，张
伯苓心中有一个“大南开主义”的勃勃雄心，计划

战后在天津设立南开本部，在重庆、南京、上海、长
春等地设立分校，形成一个包括自幼稚园、小学、
中学及大学 的 完 整 的 教 育 系 统。⑦ 此 时，复 校 虽

然只是构想，但张伯苓心中有底，因为“南开得有

元首之奖掖，邦人之提携，将来复校工作，前途绝

对乐观，可断言也”。⑧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１日，日 本 投 降 的 消 息 传 到 重

庆和昆明。张伯苓即上书蒋介石，称南开师生对

蒋氏“有中国即有南开”的诺言“咸为感泣”，并随

即提出三个要求：一、“南开大学未来之发展，需费

颇巨。在最初十年所需之款，拟请按照北大、清华

经费数目，由政府拨付”；二、由于南开原址的校舍

设备均被毁坏，“拟请政府就华北敌产中，指定相

当财产，予以赔偿，并作学校永久基金”；三、“上项

敌产，在未能奉拨变价之前，并请准先由政府拨借

相当款项，以便赶工兴建宿舍，并积极进行复校工

作”。张伯苓声明：上述三点主旨在于“使南开由

敌 人 侵 略 而 毁 灭 者，得 由 敌 人 产 业 之 赔 偿 而 复

兴”。⑨

在此，深知利用其与蒋介石关系的张伯苓，既
巧妙地以蒋介石允诺为说词，又合情合理地要求

以敌产赔偿南开被毁财产，更力求争取南开在经

费上能与北大、清华比肩。其实，张伯苓先生也知

道，战后中国百废待兴，高校复员所需经费极大而

能得政府资助数额极小，求得政府资助或敌产相

抵，都是当时可以想到并力争的最佳办法吧。

接到张伯苓信件的蒋介石，立即做出 了 一 个

令张伯苓不愿接受的回复：经费事宜可以商量，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南开大学 复 兴 筹 备 会 议（四 则）》，王 文 俊、梁 吉 生、杨

珣、张书俭、夏家善选 编：《南 开 大 学 校 史 资 料 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第８９页。
《南开大学 复 兴 筹 备 会 议（四 则）》，王 文 俊、梁 吉 生、杨

珣、张书俭、夏家善选 编：《南 开 大 学 校 史 资 料 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第８９页。
《南开大学 复 兴 筹 备 会 议（四 则）》，王 文 俊、梁 吉 生、杨

珣、张书俭、夏家善选 编：《南 开 大 学 校 史 资 料 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第９０－９２页。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 组：《南 开 大 学 校 史（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第４２１－４２２页。《附：蒋介石复 教 育 部 函》（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７日），

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第１０８２页。
《致陈立夫函》（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７日），梁 吉 生、张 兰 普 编：

《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第１０８８页。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 组：《南 开 大 学 校 史（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第３２２页。

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第１５３页。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 之 回 顾》，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７日

版，第１２页。
《呈蒋介石函》（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１日），梁 吉 生、张 兰 普 编：

《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第１０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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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商改国立”①。由张伯苓立刻呈上的第

二封信及 后 来 国 民 政 府 文 官 处 呈 蒋 介 石 文 中 可

知，文官处与张伯苓已就南开大学经费及改为国

立之事进行了沟通。张伯苓在第二封信中提出：
南开复校经费，“拟请政府成全始终”，“复校第一

年所需经费准照北京、清华两校经费比例，由政府

全数补助，嗣后逐年递减十分之一，至第十一年，
即全由南开自行筹措”。② 文官处呈文认为，南开

复校经费第一年全由政府支付以后每年递减十分

之一的提议，“虽无前例，惟念该校历史悠久，办理

确具成绩，在抗战期间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合

大学，其经费即全部由政府负担。战事结束后，三
校将分别恢复，倘南开以私立之故竟因经费无着

而致停顿，实非政府维护教育之至意，似可逾格扶

持，以示奖励，拟请照准”。③

蒋介石在同意张氏建议后，即将张伯 苓 信 及

文官处呈文批给行政院长宋子文，认为南开复校

经常费由政府每年拨付可以照准外，希望就敌产

赔偿校产的做法先制定一个方案以便施行。④ 宋

子文立即指示教育部核议文官处所提南开复校经

费支付方案并照准执行，但他认为以敌产赔偿校

产的方法，在国民政府关于敌产接收办法尚未出

台之前，“似未便有所决定。拟俟将来处理华北敌

产时，再行 酌 办”。⑤ 至 此，张 伯 苓 事 实 上 已 通 过

其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解决了南开战后复校的

经费问题。从此后中国经济因国共内战而迅速崩

溃、教育几乎瘫痪的局面来看，如果当时南开不依

靠国民政府解决经费来源的话，南开的命运真是

难以测定。
然而，在南开究竟是私立还是国立的问题上，

张伯苓还是犹豫再三。蒋介石十分敬重张伯苓及

其所创事业，也希望借助张伯苓的支持以著声望。

１９４４年１月，国 民 政 府 授 予 张 伯 苓 一 等 景 星 勋

章。４月５日，张伯苓７０寿庆，蒋介石亲书“南极

辉光”条幅祝寿并附长篇贺词。１０月１６日，蒋介

石在津南村探望病中的张伯苓时称赞：“希望中国

的学校都能办得象南开这样好”，“要推广南开的

教育精神和方法”。⑥ 战后，蒋介石在帮助解决南

开经费问题时希望南开“商改国立”，可能并非如

人所揣摩有控制南开教育的用心，或许只是为了

管理制度上需要以免其他学校群起效法。张伯苓

上书蒋介石时明确表示：虽然南开复校，“实非政

府资助不克有济”，却“愿仍以人民团体立场，继续

努力，以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上酬钧座爱护之盛

意”。⑦ 在蒋介 石 坚 持 下，迫 于 战 时 经 济 严 重 困

难、经费无着的压力，张伯苓只得同意南开国立，

但表示：以十年为期，十年后改为私立。

抗战结束之际，张伯苓向蒋介石推荐 曾 在 战

前任天津市长的张廷谔为战后天津市长，极为尊

重张伯苓的蒋介石准其所请。８月１３日，国民政

府发布 张 廷 谔 天 津 市 长 的 任 免 令。但 据 杜 建 时

称，张廷谔在天津沦陷前有助于南开，与张伯苓关

系较好。战初因有汉奸嫌疑无事可做，在重庆时

与张伯苓过往甚密。抗战即将结束时，张廷谔求

张伯苓代其向蒋介石说项，希望战后回天津任市

长，许诺帮助重建南开。显然，张伯苓推荐张廷谔

的背后是与其重建南开的构想有关。即使陈果夫

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蒋介石以“有关天津的事要

尊重张伯苓先生意见，马上不能改变，以后我再想

法调整”为由拒绝收回成命，只是加派国民政府中

将参议杜建时为天津市副市长，并嘱杜氏要避免

因与张廷谔发生矛盾以引起张伯苓的不快，强调

“天津的事要尽量顺从张伯苓的意旨”。⑧ 由此可

见，蒋介石对于张伯苓之尊重与看重，也并非简单

的政治利用即可以解释的。

自１９４２年起，张伯苓因前列腺（旧称摄护腺）

肥大病前后两次住院，倍受折磨。每次蒋介石都

专程到院探望，并指定安排张氏到当时医疗条件

最好的中央医院就诊，关怀备至。抗战结束后的

１９４５年冬，张伯 苓 胞 弟 张 彭 春 自 美 国 归 来，见 张

伯苓病情依旧，遂劝他赴美根治。当时，正巧哥伦

比亚大学 邀 请 张 伯 苓 赴 美 接 受 荣 誉 文 学 博 士 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文官处呈蒋介石文》，王文俊、梁吉生、杨珣、张书俭、夏

家善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第９５页。
《为复校费用呈文蒋 介 石》，王 文 俊、梁 吉 生、杨 珣、张 书

俭、夏家善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第９４页。
《文官处呈蒋介石文》，王文俊、梁吉生、杨珣、张书俭、夏

家善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第９５－９６页。
《蒋介石、宋子文代 电》，王 文 俊、梁 吉 生、杨 珣、张 书 俭、

夏家善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第９６页。
《蒋介石、宋子文代 电》，王 文 俊、梁 吉 生、杨 珣、张 书 俭、

夏家善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第９６页。

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天津文史资料选

辑》第８辑，第１５５页。
《为复校费用呈文蒋 介 石》，王 文 俊、梁 吉 生、杨 珣、张 书

俭、夏家善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第９４页。

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天津文史资料选

辑》第８辑，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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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张伯苓决定赴美。得知消息后的蒋介石，以个

人名义赠送张伯苓医疗费１万美元。在美治疗期

间，张伯苓不慎腰部摔伤，驻美大使顾维钧又奉蒋

介 石 之 命 赴 纽 约 慰 问，蒋 氏 再 赠 医 药 费５０００
美元。

１９４６年４月３日，教育部及文官处所拟南开

大学改为国立的“签呈”，由蒋介石签署批准。国

民政府拨付西南联大复校资金３０亿法币，南开分

得８亿元。① 以 西 南 联 大 中 南 开 师 生 规 模 相 较，
此项经费的份额应可满意。

４月９日，教 育 部 正 式 宣 布 南 开 大 学 改 为 国

立，张伯苓仍任校长。从此，南开大学开始了国立

时代。
五、“介入政治”与拒绝南下

或许正是战时南开大学国立及复校经费问题

的解决，让张伯苓深感政治力量对于教育发展的

重要性，而战后残破的经济状况是通过民间力量

恢复南开大学变得遥遥无期。于是，“张伯苓从需

要出 发，正 完 全 依 赖 政 府 来 恢 复 南 开”②。１９４５
年１２月底，张伯苓赴美疗病。１９４６年１月，蒋介

石即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询问张氏手术后的

病状。③ ７月，在张伯苓授意下，南开大学再 次 呈

文蒋介石要求其协助解决南开大学复校问题。
这一时期，南开在天津的复校工作进展顺利。

市长张廷谔满足张伯苓之请，顺利接收八里台原

有校址，调拨天津日本居留民团综合运动场、苗圃

及米谷统制会仓场各地给南开借用，拨付部分敌

伪地产、物 品 作 为 南 开 复 校 的 补 偿。④ 蒋 介 石 还

照张伯苓所请，于１９４７年１月将上海敌伪产业华

美协进社的房屋拨付为南开校产。⑤ 在国民政府

财政日益困难的状况下，南开大学的员役生活补

助费、学生膳费等从未欠发过。张伯苓自己也说：
“自改国立以后，经济方面兄之负担减轻，可以稍

息心力。校 舍 维 修 工 程 迄 今 末 停，均 由 国 库 支

给”。⑥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张 伯 苓 从 美 国 归 来 抵

沪。３月１９日 抵 达 北 平 转 车 回 到 天 津。在 与 欢

迎者及记者的谈话中声称：“我决定摆脱政治，回

来办理复校 工 作，继 续 从 事 教 育。”⑦但 此 后 他 却

没能信守诺言，在政治漩涡中反而越陷越深。张

伯苓此时的心境，是否真如后人为张氏辩解得那

样只是为蒋介石所迷惑“一脚踏在臭沟里”已不得

而知，但精明干练的张伯苓深知，没有政治支持，

南开顺利复校、财路通畅及以后的扩张几无可能。
或许这种考量，才使得张伯苓在政治与教育两端

游移不决。不可否认，蒋介石有利用张伯苓声望

的政治考虑。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的郑彦棻曾

言：“主席尊敬张先生，是另有用意的。张先生是

中国教育的象征，人很厚道，全国人对这位老先生

都很尊敬。将来不得已必须采取各党派联合政府

时，张先生出面组织国会，可为各党派所通过的。
设若不得已必须恢复前六年林森作主席的形式，
张先生也是最理想的人。国民党当权人物中找不

到第二个 林 森”。⑧ 或 许 张 伯 苓 也 明 白 自 身 的 政

治价值，唯有以己之身换取南开的昌盛，实现其宏

大构想，这可能也是战时张伯苓与蒋介石间关系

于友谊之外必须述及的特质之一。

１９４７年８月，美 国 魏 德 迈 将 军 访 问 天 津，曾

与张伯苓会谈。不满国民党腐败统治的魏德迈询

问张伯苓：此时美国如何才能真正帮助中国全体

人民。张氏 声 称：“蒋 主 席 为 全 国 人 民 之 惟 一 领

袖，帮助中国全体人民，只有帮助蒋主席，惟有帮

助蒋主席，始能帮助全体人民。”张伯苓还极力为

蒋介石辩解，认为其多用武人在地方主政，“系由

共党叛乱，暂时不得已之措置”；认为蒋氏“为少数

人包围蒙蔽，未 能 了 解 中 国 现 状”的 说 法 并 不 准

确。⑨ 在国共激 战 正 酣 之 际，张 伯 苓 的 政 治 表 态

无疑是有利于国民党政权的。在蒋介石授意下，
天津市长杜建时令南开校友阎子享、冯紫墀等组

织“公能学会”，公开为张伯苓竞选国大代表。１１
月２４日，享有巨大声誉的张伯苓，以１３万余张选

票当选为天津籍“国大”代表，据称“个人得票之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伉乃如致昆明南开 同 人 函》，王 文 俊、梁 吉 生、杨 珣、张

书俭、夏家善 选 编：《南 开 大 学 校 史 资 料 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第９７
页。

《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胡永昶、王文钧、俞振基

译，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７８页。
“筹笔———戡乱时期（１）”（１９４６／１／３），蒋中正总统文物，

典藏号：０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３７，（台北）“国史馆”藏。

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第２０２、２１９页。

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第２４１页。

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第２９３页。
《南开校友》第３号。引 自 梁 吉 生 撰 著：《张 伯 苓 年 谱 长

编》下卷，第２４９页。

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天津文史资料选

辑》第８辑，第１５９页。
“一般资料———民国三十六年（七）”（１９４８／８／１），蒋中正

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３１９－０４２，（台 北）“国 史 馆”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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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之冠”。① 南京、平津一度传出张伯苓预备竞

选副总统的消息。② １９４８年５月，中 华 民 国 实 施

“行宪”，蒋介石邀请张伯苓出任“行宪”政府首任

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初以身体健康欠佳、只知教

育不懂政治为由婉拒。此后蒋介石多次打电报，
语辞恳切地劝张氏就任。６月１８日，蒋介石再以

“此间 群 情 响 慕，一 致 推 崇”为 由，“务 盼 勉 允 屈

就”。表示考试院下属只有两部，“只须先生总擎

其成，决不致事务太繁”。蒋氏甚至声称：“如先生

以体力一时不便南来，则暂由副院长代理，以待尊

体完全康复再理院务，亦无不可。请勿再辞，不胜

公私交感 之 至”。③ 无 奈 的 张 氏，自 知“身 体、年

龄、经验均不 应 担 任”此 职，但“惟 以 总 统 德 意 感

召，只有承乏斯席”。④ ６月１９日，蒋介石再电张

伯苓，对其“当此国家艰难之际”允任考试院长一

职，“盖感风雨同舟之切”。⑤ ７月６日，张伯苓正

式出任考试院长。
根据当时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国立大 学 校 长

不能同时兼职。张伯苓在南开的声望无人能及，
南开师生也不愿其离职，张氏本人也不愿意离开

寄托其生命的事业。鉴于此，蒋介石认为可以打

破规则，仍以张伯苓为校长，由经济学家何廉代理

校务的方式解决此事，并面告教育部长朱家骅照

办。朱家骅对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另有成见，不愿

张氏兼任南开校长，⑥雷法章致信黄钰生，认为南

开可以援引蒋介石辞去中央政治大学校长职务后

被聘为名 誉 校 长 之 例 解 决 此 一 问 题。⑦ 陈 序 经、
黄钰生等人遂发起挽留张伯苓并请其就任名誉校

长的活动。

９月，聘请张伯苓为名誉校长、改派何廉为校

长之事，由天津市长杜建时面告正在北平督战东

北战事的 蒋 介 石，蒋 介 石“命 先 电 京”⑧。据 何 廉

回忆，极有可能仍是朱家骅的坚持，使得张氏兼职

不能成立。⑨ 与 此 同 时，从 美 国 归 来 的 何 廉 深 知

危局中南开命运之艰难，在南京面见张伯苓及教

育部长朱家 骅 后 回 校 主 持 校 务。１０月２０日，行

政院正式发布张伯苓辞职、由何廉出任南开新校

长的命 令，瑏瑠并 无 如 前 所 议 张 氏 转 任 名 誉 校 长。
何廉给朱家骅写信抗议，但如石沉大海。１０月３０
日，受到打击的张伯苓也离津赴京出任考试院长。

１１月１２日，张伯苓飞赴重庆，此后再无赴考试院

视事。１１月底，何廉南下上海探亲，因局势突变，
交通阻断而无法返津。在深知南开办学之难且中

共军队 将 占 领 平 津 之 际，何 廉 决 定 赴 美 避 难。瑏瑡

直至１９４９年１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南开大学

事实上处于无校长主政而由黄钰生、杨石先等人

领导的状态中。瑏瑢

１９４８年末，随 着 辽 沈 战 役 结 束 和 平 津、淮 海

战役展开，国民革命军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统治已

岌岌可危。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迫于桂系压力的蒋

介石下野。以养病为由只身避居重庆沙坪坝津南

村的张伯苓，从内部透视国民党的腐败政治，极度

失望之余几度辞职不准。３月２３日，蒋介石电令

重庆行辕主任张群代其慰问张伯苓，“如其经济困

难，请代为核发，当由中归还也”。瑏瑣 ３月２８日，张
群奉蒋介石令赴张伯苓在沙坪坝住处慰问，并代

蒋氏送现金２００万元。但明确感受到张伯苓“对

时局不如前此乐观”瑏瑤。６月３０日，蒋介石再电张

群并转张伯苓，表达挂念其病身之情。瑏瑥

随着战事逐渐明朗，国民党政权先南 迁 后 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第２９４页。
《益世报》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９日。
“交拟文件”（１９４８／１－１９４９／１２），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

号：００２－０７０２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１７，（台北）“国史馆”藏。
“革命文献———实行宪政与蒋总统就职”（１９４８），蒋中正

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３，（台 北）“国 史 馆”

藏。
“革命文献———实行宪政与蒋总统就职”（１９４８），蒋中正

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台 北）“国 史 馆”

藏。
《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胡永昶、王文钧、俞振基

译，第２９２页。
《雷法章致黄钰生函》（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９日），王文俊、梁吉

生、杨珣、张书 俭、夏 家 善 选 编：《南 开 大 学 校 史 资 料 选（１９１９－
１９４９）》，第１１０页。

《黄钰生复函》，王文俊、梁吉生、杨珣、张书俭、夏家善选

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第１１１页。
《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胡永昶、王文钧、俞振基

译，第２９５页。
“革命文献———政治：政经重要设施（二）”（１９４９／４／２７），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３７－０１６，（台北）“国

史馆”藏。
《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胡永昶、王文钧、俞振基

译，第３０２页。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 组：《南 开 大 学 校 史（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第３３２页。
“筹笔———戡乱时 期（１２）”（１９４９／３／２３），蒋 中 正 总 统 文

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６３，（台北）“国史馆”藏。
“中央政府人事（五）”（１９４９／１／３１－７／４），蒋中正总统文

物，典藏号：００２－０８０１０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２，（台北）“国史馆”藏。
“筹笔———戡乱时 期（１３）”（１９４９／６／３０），蒋 中 正 总 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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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败象已明，张伯苓对于国民党的最后一点幻想

彻底破灭。１９４９年７月初，张伯苓致电已在台南

的蒋介石，除报告“曾患脑冲血症，现已痊愈”外，
仍表示“惟老病之身，难供驱策。考试院事已一再

请辞，望能摆脱，藉免尸位素餐之讥”。蒋介石批

示由张群代送银元券１０００元。① ８月３１日，张伯

苓致信蒋介石，一方面表示对于蒋氏“屈尊枉顾，
慰勉有加，感激之情，莫可言喻”，声称自己“年老

力衰，病后不良于行，致未克躬诣铃辕奉候”；一方

面表达张氏在年初蒋介石引退后，“亟思追随钧座

之后，退让贤路，藉示拥护钧座、公忠体国之意，爰
即具呈请辞。乃蒙当轴一再慰留，卒未获准，其后

政府屡行疏迁，致延误迄今，殊深遗憾”之意；同时

再次声明：“钧座民族救星，国家复兴大业，匪异人

任。他日健康，幸得恢复，仍当以在野之 身，勉 效

棉薄，赞襄 盛 治 也”。② 蒋 介 石 颇 为 感 怀，除 复 函

慰问外并以“有关起居，弥深怀念”为由，“特致送

二千元，藉资疗养之助”。③ １１月２１日，蒋介石赴

重庆津南村探望张伯苓，张氏再次当面请求辞职。

２５日，国民政府公告张氏辞职。１１月２７日，蒋介

石再次专程到津南村会见张伯苓，希望他随国民

政府迁台或赴美。蒋氏当面许诺：张氏只要走，什
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

属均可随行。张伯苓均婉言谢绝。④

此时，张伯苓接到了周恩来托南开校 友 带 去

的香港来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他相信

有周恩来照顾，自然无忧。张氏年事已高，自然也

不愿远离家乡。蒋介石离开重庆赴台后，又再令

蒋经国催请张伯苓：“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

想走就几时走”，但张氏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
不想离开祖国”为由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⑤为蒋

张关系、蒋介石与南开的关系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１９５０年初，由 于 曾 任 国 民 政 府 要 职，张 伯 苓

受到了重庆军管会的不少压力，他致函周恩来提

出返回天津居住的要求。在周氏关照下，张伯苓

暂返北京居住。其次子张锡羊要求张伯苓“为了

南开，为了家人”写个拥护新政权的表态材料，张

氏则以要对中共新政权再看一看，他不同意“才和

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需要多想

一想”。⑥ 或许 正 是 年 迈 的 张 伯 苓 对 蒋 介 石 仍 有

一份友情，才使其做出了这种不适应当时遽变政

局的 举 动，也 招 致 了 此 后 他 在 南 开 学 校 饱 经

冷遇。⑦

此后，到台湾的蒋介石仍对张伯苓动 向 极 为

关注。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７日，得 悉 张 伯 苓 病 逝 的 蒋

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⑧ ３月

３１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

办了隆重的 追 悼 大 会，蒋 介 石 亲 写 挽 联“守 正 不

屈、多士所宗”以志哀悼。⑨ 台湾南开校友纷纷以

纪念集、悼文等予以纪念。以后，每至张伯苓逢十

华诞纪 念 日，台 湾 都 要 举 行 纪 念 会。除《天 津 日

报》的简短报道外，大陆报刊对其近乎采取了集体

沉默的态度。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是蒋介石生命终

结的日子。据蒋经国回忆，当天早晨，蒋介石精神

较好，还曾向蒋经国征询有关张伯苓百年华诞纪

念活动的准备工作。瑏瑠 两人友谊显然并非简单的

政治利用可以解释的了。
结　语

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如果说他在与 张 伯 苓

的交往及对南开大学的支持中毫无政治考虑，似

也不合情理。在１９３０－４０年代的动荡年代，极力

巩固统治权威的国民党政权，十分看重知识群体、
教育 界 的 支 持，除 了 蔡 元 培、胡 适 等 教 育 界 名 流

“投入政治”外，张伯苓则是另一个声誉日隆的私

立教育的代表人物。因此，蒋介石对他的争取可

谓“公私兼顾”。而视南开学校如生命、在私立教

育界历练经年的张伯苓，同样也非意气用事之士，
虽然很少有人能知道张伯苓对国民党政权的真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亲批文 件”（１９３９／１／３－１９７０／８），蒋 中 正 总 统 文 物，典

藏号：００２－０７０１００－０００４６－０９３，（台北）“国史馆”藏。
“革命文 献———蒋 总 统 引 退 与 后 方 安 置（二）”（１９４９／１／

２１），蒋中正总 统 文 物，典 藏 号：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２９－０５１，（台

北）“国史馆”藏。
“革命文 献———蒋 总 统 引 退 与 后 方 安 置（二）”（１９４９／１／

２１），蒋中正总 统 文 物，典 藏 号：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２９－０５１，（台

北）“国史馆”藏。

张锡祚：《张伯苓 先 生 传 略》，《天 津 文 史 资 料 选 辑》第８
辑，第１１２页。

张锡祚：《张伯苓 先 生 传 略》，《天 津 文 史 资 料 选 辑》第８
辑，第１１３页。

《１９５４年初张锡 羊 在 北 京 与 马 平 的 谈 话》，引 自 梁 吉 生

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第３７５页。

张晓唯：《无奈的结局》，《读 书》２００４年 第９期。参 见 梁

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第３７８－３７９页。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 蒋 公 大 事 长 编 初 稿》第１０卷，（台

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第５３页。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１０卷，第８９
页。

蒋经国：《难忘的一年》，（台 北）黎 明 文 化 事 业 有 限 公 司

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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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但其 对 于 中 枢 的“关 爱”显 然 是 来 者 不 拒。
在双方各怀目的的交往中，张伯苓对于蒋介石的

支持使得国民党政权政治上获得了不少分数，而

张伯苓的收获则是私立南开学校和后来国立的南

开大学在动荡年代的基本生存条件———持续的拨

款与跻身西南联大，这份收获在今天才可以看得

更加清晰。
由于１９４９年后大陆政治评判带来的影响，在

今天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校史记载中，蒋介石

实在是一 个 可 以 忽 略 不 计 甚 至 是 有 意 淡 化 的 因

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南开大学的发展史上

看，１９３７年的战 火 毁 校，既 可 以 视 为 私 立 南 开 的

结束，也可以视为其以另一种生存方式得以重生。
但无论如何，蒋介石与张伯苓的交往及诸多政治

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应被忘记的。中

国近代教育时常被赋予诸多的政治色彩及其历史

的复杂性，由此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体会。

［江　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邮编：３０００７１］
［责任编辑：蒋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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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
的困境与决策：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一书出版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黄坚立的新著《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

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中 文 版），已 于２０１０年６月 由 商 务 印 书 馆 正 式 出 版 发 行。
全书约十余万字，共计八章，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国民党从１９２７年掌政到１９４９年败守台湾这

段时期关于学生运动政策之演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

２０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脱胎于传统精英精神的学生运动在这一时期的中

国占有特殊地位，所发挥的影响力远远超越其本身在人口中的比重，形成的力量更不容忽视。目前研究

民国时期学生运动的学术论著不胜枚举，但此类研究大多将视角集中于对学生运动本身发展的探讨，而
《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则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对国民党政权学运政策的

条分缕析上，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学运政治提供了可贵的素材和视角。诚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杜赞奇在本书序言中所说：“黄坚立教授的著作通过丰富而

翔实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学生运动在中华民国史中的历史角色”，为当今学术

界关于民国学生运动史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书着力研究探讨的是国民党在２３年执政期内如何看待和处理学生运动，以及制定、执行有关应对

政策的问题。书中首先回顾了２０世纪中国学生及其政治活动的概况，接着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引发国

民党大规模清党写起，讲述与分析１９２７至１９４９年国民党学运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性质。作者对国民党

内复杂的派系政治进行了细致梳理，着重考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政权如何试图控制学生运动并

对其“去政治化”，从而对这一政策失败原因加以深入解析和评价。本书采用“去政治化”一词描述国民党

遏制学生政治运动的策略，国民政府希望以此达到使学生组织和活动远离政治之目的，同时对学生加强思

想灌输并培植效忠分子，包括在学校内成立三青团组织，使之成为国民党“去政治化”双翼策略的另一翼。
作者还将此项政策放到更大的历史视野中加以审视，得出以下结论：这种消极做法与共产党统一战线积极

争取学生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已演变成为“难展的双翼”———非但不能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反将学生

中的活跃分子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导致国民党最终丧失政权，退守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