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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国初期,经费严重匮乏是困扰高校办学的一大难题。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在

经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多方筹措经费,优先保障教学改革、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活动,取得了

丰硕的办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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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Yuanpei Was the President of Beij 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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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it ial period of Republic o f China, most universit ies had sever e money

shortag e. When Cai Yuanpei managed Beijing University, he raised the funds in many way s

though they w ere under the ex tr emely diff icult condit ion to guar antee the teaching reform ,

the discipline const ruct ion and the academ ic research. As a result , Beijing Univ ersity made

fr uit fu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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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经费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民

国初期,办学经费匮乏成为大学面临的普遍问题。

北京大学因为经费无法筹措,教学活动难以正常

开展,校长频频更换,四年之间, 先后换了严复、章

士钊、马相伯、何　时、胡仁源五任校长。1916年

底,蔡元培临危受命,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

魄力,多方筹措办学经费,为各项教育改革提供了

保障,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

一页。

1　北大办学经费的来源

在蔡元培主持校务之前, 北京大学主要通过

借款办学。严复在任时,曾分别向华俄道胜银行、

华比银行借款,共筹得 27万两白银作为学校经

费;马相伯也向银行借款40万法郎作为学校正常

运转经费;胡仁源曾经向比利时仪品公司借款 20

万银元建校舍。因经费问题,财政部曾要求减少北

大教职员的工资, 教育部也以经费困难、程度不高

和办理不善等理由,提出停办北大。但是,经北大

全体师生的努力,主要通过向银行借款才使北大

得以保全下来。
¹
在无法维持校务之际,北大就提

早结束学期课程, 开学没有经费便延迟开学。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办学经费危机

依然存在。为了筹措经费, 蔡元培知难而上,多次

要求教育部拨经费,并强烈建议政府把各国退还

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用于发展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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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在赴欧美考察期间,他坚持为北大筹集经费。

为了发放教职员的积欠薪水,蔡元培曾数次和北

大教职员齐集教育部索要薪水。因经费困难,学校

各项工作无法正常运转, 他曾单独或与其它高校

校长集体提出过辞职。

作为国立大学, 北大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

府,包括政府借款、教育部直接拨款、教育部借款

拨给北大、教育部发行公债、政府筹拨证券转给教

育部管理。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筹集办学经费的途

径。如征收本科生学费,收取宿舍租金、出售图书、

讲义、月刊, 社会捐助等。1921年8月,美国公使克

兰先生的夫人为奖励中国女子教育, 捐助北京大

学4000美元, 设正科生学额 6 人, 旁听生学额 9

人,并希望中国中央政府及各省政府或私人多设

学额,给予女生以求学之机会。
º

1919年2月到10月底,财政部没有拨教育经

费,所有的经费都是教育部多方借贷拨给北大的。

3月, 政府借款50万银元,建设北大西校区。10月

到12月北大仅领到经费11180 银元。1920年 11

月,印刷工人因积欠三个月工资而罢工。12月,

为了有效利用经费,北大校评议会决定自本年度

起开始实行审计制度, 教育部拨出的款项除了发

教职员的工资外, 其余发给各部,不再发给学生

旅费。

1921年,经费比前几年更加困难, 甚至无增

聘教员与购买图书之力。3月,北大教职员要求政

府在直辖铁路收入中拨付教职员欠薪和学校常年

经费,国立八校校长也要求教育部拨放经费。后经

国务总理批示,自3月起按月拨25万银元, 积欠60

万银元由财政部设法清还。但是到了4月, 经费仍

没发放。蒋梦麟等八校校长要求政府逐年增加教

育经费,政府坚持1919年预算不变。因政府拨款

数目与教职员所主张相差甚远,教职员全体提出

辞职,并决定除星期日外每人到教育部索要薪水。

时至5月经费仍未解决。北京大学等八校校长第

二次提出总辞职, 请总理批准辞职并催发 4月份

经费和积欠, 辞职没有得到批准。6月,校长、教职

员和学生齐集新华门请见总统,但仍未解决经费

问题。7月底,教育部通知八校: 由政府筹拨价值

200万银元的证券存入银行,归教育部管理。此项

准备金只有当京师学款每月 22万银元不能如期

发放时急用, 并议定此项证券以盐余作抵, 拟分作

20张,每张10万银元。自1922年8月起,每月由盐

余项拨付10万银元。随后八校校长复职。但到了

12月14日,由于教育部仍然欠发7月下半月及10

月、11月两个半月的经费,学校实在难以维持, 八

校校长再次呈请辞职。

1922年1月废除“学生得以担保请求缓交学

费”制度。»2月,蔡元培呈请政府将法国退还的庚

子赔款的一半充作教育基金。3月,教职员要求将

两个月又七成的积欠在15日以前发放,教育部没

有应答。4月,北大已山穷水尽无力维持,八校校

长恳请教育部于5日前至少拨给两个月经费。8

月,蔡元培等八校校长催发四个半月积欠。11日,

八校校长及教职员联席会代表与教职员260人齐

集教育部轮流坐等索薪。19日, 北京国立八校校

长向总统辞职,黎元洪极力劝阻。9月, 八校校长

竭力向当局索要欠薪, 21 日, 政府拨给两个月经

费,并答应于9月30号以前再发半个月经费,于是

各校长照常回校供职。10月, 教育部发行1922年

短期八厘公债1000万银元,所有各机关在该用途

单内具领之款,自本年10月起到次年1月止,在各

该月预算经费项下开支。11月, 各校经费已积欠

四个月以上,而北大校役每月工资仅6银元,难以

维持生计,也在要求加薪。

1923年以后是蒋梦麟代理蔡元培主持校务,

当时北大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拨款。教育经费

来源主要是教育部借拨俄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教育

部拨交通附收赈捐
¼
, 1927年11月还增加了交通

部的拨款,此外还有出版图书、讲义、杂志等收入。

1924年,用下学期学费作抵押,向银行借银

一万元作为办学经费, 并减少行政部分消耗品的

支出。6月,财政部发给经费五成五,校长蒋梦麟向

银行借得四成五凑足一个月经费。17日,国立八校

教职员联席会请求政府将德国庚子赔款1000万银

元之一次拨发五个月经费,将俄国庚子赔款900余

万英镑,全部用于提倡教育,但没有得到应允。

1925年, 北大评议会议决定脱离教育部。教

育部得到北大脱离的消息, 便决定不再为北大拨

款,并通告银行界不再向北大通融。无可奈何之

际,北大自筹经费数万元发放薪俸六成五,后又凑

得数万元,除偿还学校不能拖延的债务外,发放教

职员一个月的欠薪。

1926 年1月 1日, 北大账簿上存款只有二角

五分八厘。5月,北大经费已山穷水尽。1925年将

学费收入在中国银行抵押1万银元左右还可以暂

时维持,而当年中国银行收回学款,学校经费更处

于绝境。学校各职员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向学校

索要, 北大最后决定不论薪水多少, 一律发 3 银

元。因经费困难, 本学期开学本来就晚,教员请假

的很多,一学期讲课不到三分之一,于是学校决定

提前举行学年考试。月底,教育部借拨俄国退还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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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赔款17830银元作为北大经费。7月,北大因欠

费过巨,自来水已断绝三日, 因欠煤商 1900余银

元无力付给而被煤商控告。8 月, 北大多方挪借

1000银元,照数付给自来水公司三个月的欠费。9

月,已欠薪十个月,北大决定停发未到校教员的薪

水, 以作职员生活维持费,并决定暂缓开学。10

月,还是没有经费, 暂缓开学已过期, 考虑到学生

的学业,决定20号开学,但因经费积欠过多,生活

艰难,北大虽然开学了,却没钱上课。图书馆全体

职员向代理校长索要薪水, 北大校役因无法维持

生活不得不每日工作之余外出拉车维持生计。

1927年1月, 北大因无钱买煤,各院均没有生

火,学生在教室上课冻得直发抖。3月, 校役300余

人向总务处索要积欠工资, 学校决定供给伙食, 后

又在银行借得 2000 银元发放,总罢工才停止。5

月,经费依然没有着落,学校提前举行年考。7月,

国立九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

2　北大办学经费的使用

在教育经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蔡元培校长

量力而行,积极推进教学与管理改革,把经费主要

用于师资与学科建设、学校基础建设、创办研究及

社团等学术活动上,从而发挥出办学经费的最大

效应。

2. 1　师资建设

这一时期办学经费主要用于聘请新的教师、

派遣教师出国、教师抚恤金和聘请国内外知名学

者讲演等。蔡元培非常重视教师的工资发放。1920

年12月,北大评议会决定开始实行审计制度。决

定教育部拨发的款项, 优先发给教职员工资,其余

按成拨发给各部。为了节省开支,决定不再发给学

生旅费。1925年9月,北大自筹经费数万元发放薪

俸六成五,后又凑得数万元,除偿还学校不能拖欠

的债务外,教职员欠薪发放一个月。

聘请教师。北大当时聘请了大批有真才实学

的社会名流,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

周作人、鲁迅来北大执教或兼课。同时,也注重引

进崭露头角的青年新秀, 如胡适、梁漱溟等。仅

1925年10月就新聘讲师15人, 有徐志摩、程振

基、黄建中、周炳琳、李璜、李宗武、时尔曼、郁士

元、林晓、路毓祉、熊升恒、潘渊、韦誉存、谢循初、

汪奠基等。

资助教师出国研修。1917年12月,评议会议

决定在北大任职五年的教授被派遣出国留学一至

两年。1919年1月 ,理科学长赴法考察教育。1920

年2月派宋春舫教授赴欧, 卜思教授赴美留学并

为图书馆筹款。

教师抚恤金。1920年2月赠两月俸金作为杨

昌济教授及刘师培教授身后抚恤金。

聘请国内外学者、名人前来讲学,如表1所示。
1917—1927 年北大邀请的国内外知名人士讲演时间及内容

年　份 内　　容

1917年 10月
　法国两院外国政治委员沙来君演讲《法兰西
与科学》

1919年 9月 　美国杜威博士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1920年 4月 　继续聘美国杜威博士在校讲演一年

1921年 1月 　北大社会主义研究会邀请英国学者罗素演讲

1922年 3月 　梁启超《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1922年 4月
　美国女士山格夫人演讲《生育制裁的什么与
怎样》

1922年 9月
　美国学者哥勒演讲《从美国的历史经验上论
联邦制度之得失》

1922年 12月
　俄国哲学博士叶勒索夫讲演《俄国文化及十
八、十九两世纪的哲学》

1923年 5月
　日本宫内省乐部讲师田边尚雄先生讲演《中
国古代音乐之世界的价值》

1924年 10月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市村瓒次
郎先生讲演《论环境与文化之关系,并以两晋、
南北朝佛学之影响为例证》

1925年 1月
　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氏讲演《风
俗史的研究与古美术品的关系》

2. 2　教学改革与学科建设

蔡元培调整学科和课程设置, 使北大从原来

的文、理、法、商、工五科变成文、理、法三科, 同时

打破文理界限,废科设系。北大也是国内最早实行

选科制和学分制, 并最早设立研究所的大学。1917

年12月, 陈大齐创办中国最早的心理学实验室,

1918年12月出版我国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材《心

理学大纲》; 1924年5月添设东方文学系; 1924年

12月,钟观光教授创建第一个用现代科学分类标

记的植物标本馆; 1926年 11 月心理学系成立;

1927年12月杨钟健教授出版研究中国古脊椎动

物方面最早的著作《中国北部之啮齿动物化石》。

2. 3　购置仪器设备

在经费困难时期, 蔡元培很重视学校校舍的

建设与发展。1918年发起集资为法科建苑囿;

1919年将 50万银元经费用于建设北大西校区;

1926年用2万余银元建设成北大煤气厂。他也很

重视学科仪器设备的配置和完善。北大用每月临

时费一万余元购买图书和仪器, 不得挪用。在经费

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蔡元培不仅为图书馆购置图

书划拨相对稳定的经费, 还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

四处募捐,为北大图书馆的新馆建设筹集资金。从

1922年8月关税增加后,学校应领出的增加费约3

万银元,专供学术上的设备之用。当时理科仪器不

够,实验很不方便, 蔡元培便主张添置,购买了大

小电机数种,发电机一具。

2. 4　资助学生出国、学生演讲比赛、实习参观

1920年5月,资助本校前届 (下转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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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平衡、行为的协调。只有来访者也“看到”了自

我的问题所在,他才可能真正从困境中走出来, 不

断地战胜自我并最终体验到“登天的感觉”。否则,

无论咨询员采用说服的、指导的或非指导的方式

都是事倍功半的,甚至会引起来访者内心的反感

与怨恨。可以想见这面镜子必须经常保持明亮, 才

能发挥其最大功能。但咨询员这面镜子,又如何不

是一时而是时时地保持明亮呢? 答案是咨询员必

须成长,成长,不断地成长。bk

注　释:

¹ 　丁正员,谌海燕. 心理咨询员的素质要求及其修养途

径[ J]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 1) : 36.

º　沈之菲. 生涯心理辅导[ M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56.

» 　李进宏, 雷五明. 当代大学生心理解读[ M ] . 武汉: 武

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213.

¼ 　张小乔. 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践[ M ] . 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1998. 46～51.

½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 [ M ] .

2001.

¾ 　樊富珉. 督导在心理咨询员培训及其成长中的作用

[ J]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 ( 9) : 371.

¿　李林英. 心理咨询与咨询中的临床督导工作[ J] .中国

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4, ( 1) : 65.

À 　李鸿义. 心理咨询方法论[ M ] .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 2001. 211.

Á 　蔺桂瑞. 心理咨询员的个人成长及其促进[ J] .中国青

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4, ( 2) : 43.

bk　庄　丽. 如何促进咨询员的专业化发展——咨询员

专业化发展刍议[ J] . 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0, ( 4)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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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制、课程、图书馆、学生活动、青年思潮等。½

从1919年开始, 每年5月开展英文演说比赛

会,奖金为:一等50银元,二等25银元。1922年4

月21日,北大演说竞赛大会举行, 第一名、第二名

和第三名分别获奖金50银元、30银元和20银元。

1925年4月24日,华北五大学国语演讲竞赛大会

在北大举行,北大代表获一等奖(奖金 15银元) ,

南开代表获二等奖( 10银元)、师大代表获三等奖

( 5银元)。1925年5月1日,华北六校英文演说竞

赛在北大举行,南开第三, 奖金5银元, 燕大第二,

奖金10银元,协和第一, 奖金15银元。1927年1月

12日,北大国语演说竞赛,第一名获奖金20银元,

第二名、第三名分别获奖金10银元、5银元。
¾

1924年4月, 化学系三年级全体学生去天津、

塘沽、唐山、济南等参观工厂。1924年5月, 地质系

毕业生舒文博等八人在地质学系主任李四光带领

下赴宜昌石龙考察。1925年4月,教育学系学生分

三组结队赴香山慈幼院、中法大学参观。¿

2. 5　创办社团组织和刊物

经费的直接来源是学校组织的学生会、音乐

传习所、北大出版部。此外,在蔡元培的提倡和推

动下,北大还成立了27个社团,如进德会、新闻研

究会、哲学研究会、国民社等。在各种社团纷纷成

立的同时,蔡元培还鼓励和支持创办各种刊物。除

学校办的校刊《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

之外,北大师生也办刊物,主要有《新青年》、《每周

评论》等。

在蔡元培校长的领导下,北大改革取得重大

成就。究其原因,首先得益于他不辞辛劳地为学校

筹集经费,多次要求政府为北大拨款,也多次强烈

建议政府把各国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或全部充作教

育基金。其次,蔡元培利用有限的经费,优先保障

教学改革、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活动。他把正确的

办学理念融入教学中, 延揽了一批优秀的教员, 重

视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和支持成立各种组织和

协会, 创办多种报刊, 提升了学校的学术氛围, 培

养了思想自由的空气, 使北大成为思想活跃、充满

生机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 对中国的高等

教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注　释:

¹ 　萧超然, 沙健孙,等. 北京大学校史[ M ] . 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 1981. 26～33.

º» ¼ 　王学珍,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 (第二卷) [ M ]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629.

½ ¾ ¿ 　王学珍,王效挺. 北京大学纪事 (上册) [ M ] . 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6, 75, 96, 120, 121, 127,

128,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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