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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的积极影响探讨

口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学院 袁金勇

摘 要

关键词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有众多学术性
、

服务类
、

文娱类
、

信仰类等学生社团
，

不 同类型学生社团开展的活动不尽相同
。

这些学生社团通

过积极开展活动
，

产生 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

促进了良好学风的形成
，

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

培养了大量的各类优秀人才
，

保

护 了民族的利益
，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为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民国时期 北京大学 学生社团 积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收稿日期 ����
一

�
一

��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十分剧烈的震荡之中 科学和迷信

之间碰撞
、

现代和传统之间博弈
、

开放和封闭之间冲突
、

民主与专

制之间取舍 在此过程中 处于转型时期的民国社会各种矛盾层

出不穷
，

民族矛盾越来越突出 呈现出中西混杂
、

新旧交替
、

古今

并存的杂乱无章的局面 加之内忧外患不断 处于大变革和大东

荡特殊历史状态下的民国时期
，

许多学生不能安心在校园读书
，

而是跨出校园的门槛
、

走入社会生活的大舞台开展轰轰烈烈
、

激

动人心的学生运动
。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有着十分特殊的内部外

部环境 岸生社团的组织行为
、

活动的内容等均体现出较高的民

主性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年 蔡元培担任北京

大学校长之后 对包括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在内的各种学校事项进

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创新以更好地符合民主精神
、

科学精神 符合新

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 捉使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更具浓厚的民主

精神 开展的学生社团活动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捉进了良好学

风的形成 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焙养了大量的各类优秀人

才 保护了民族的利益 捉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

一
、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的背景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 爱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思

潮的影响
，

同时 特殊事件也诱发了学生社团的活动 关键人物的

推动作用亦不可小视
。

在社会思潮方面 孩时期各种各样的
、

有融

合也有斗争的
、

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 捉使北京大学学

生社团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微妙
，

比如 科学社会主

义思潮
、

无政府主义思潮
、

妇女解放思潮
、

民主政治思潮
、

进化思

潮
，

以及实业救国
、

教育救国
、

科学救国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潮在该

时期风起云涌
、

大量产生 北京大学的许多学生社团参与到这些

各种各样的思潮之中 而部分学生社团本身就是某种社会思潮的

重要组成部分
。

比如
，

����年 �� 月由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成立的
“

批评社
”

发行《批评》半月刊 许多期的刊物专门讨论新村运动
。

����年 北大易家械
、

郭梦良等人组建成立的
“
奋斗社

”
专门以宣

传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宗旨
。
����年成立的

“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

究会
”

专门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而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其

传播的思想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内容
。

此外 ����� 年成立
“
北京大

学平民教育研究社
，’ ，����年筹备 “

北大国家主义研究会
，’ ，����年

成立
“
社会改良研究会

” 、 “
社会科学研究会

” ，����年成立 “
北京孙

文主义学会北大分会
，’ 、 “
中山主义研究会筹备会

，’

等 这些学生社团

的活动均和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相关
。
����年到 ����年 北大的

复校护校运动中 大量的学生社团和北大学生参与其中
，

以及其他

突发事件 也激发了北大学生社团广泛参与校内校外各种活动
。

北

大学生社团的活动 还和蔡元培
、

徐宝磺
、

闻一多等关键人物具有十

分密切的联系
。

闻一多在教学之余 抽出十分有限的时间参与到了

学生社团活动中
，

比如 闻一多对南湖诗社
、

联大剧团等均有着较大

的影响 闻一多
、

朱自清等人还担任了南湖诗社的指导教师即
团 。

二
、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的基本情况

民国时期 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有学术性
、

服务类
、

文娱类
、

友

谊类
、

信仰类等 不同类型学生社团开展的活动不尽相同
。

蔡元培

担任北大校长之前 学校的封建意识还比较浓厚
，

学术氛围非常

淡薄 学术性学生社团较少
。
���� 年年初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

长 在其就职演讲中提出
“
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
的观点 且

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践行此理念 葛造了一种学术研究的良好氛

围 岸术性学生社团纷纷成立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岸术性学

行 肩时甚至形同具文
。

这种情况在立法活动最卖力的抗日战争

时期尤为明显
。

以四川的优待抗属为例
，

虽然当地所筹集的优待

谷数量不少 但由于抗属增多 再加上办事人员中饱私囊 质污挪

用 胧待标准一年不如一年 胧待的普及面也难尽人意
。

比如 荣

昌县抗属每年的优待谷
，

���� ���� 年还勉强能维持每人 �市

石 之后则逐年下滑 到 ����年仅为 �
�

�� 市石
。

有的地方 优待抗

属则干脆流于形式
，

只是象征性地
“
发给抗属两个饼子和一个盐

蛋
，

以后就一直无人问津
” 四 。

其他地方则一再籍 口拖延 加南京

市
，

����年 �月 抗战胜利近两年后 南京市民政局以
“
沦陷甚久

，

民穷财尽 胧待经费未逞筹集
”
为由 对抗战阵亡

、

伤残军人家属
“
优待事宜 迄未举办

” 曰 ，�。

作为首善之区的首都尚且如此 其他地

方想必也难尽人意
。

我们再看国民政府对抗战伤亡官兵的抚恤
，

根据台湾学者张瑞德的统计 ��、年抗战期间
，

国民党伤亡官兵总

��� 兰台世界 ����
·

��月 上旬

计达 ������� 人
，

然而直到抗战胜利后
，

获得抚恤者仅 ������

人 抚恤的比例仅占伤亡总数的 ���� 池就是说 还有���多万的

法定优抚对象游离于国民政府的保障范围之外曰气

正因优抚法规形同摆设
，

军人权益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保

障 国统区
“
人民视当兵为畏途

”

卿 航战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

党军人当逃兵的现象十分普遍 国民党政府只有靠
“
抓壮丁

”
来补

充兵员 这成为当时世界军事领域的一道奇观 池使南京国民政

府的崩溃愈加迅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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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社团开展研究工作成为一种潮流即
。
����年 北京大学乐理研

究会成立
。
���� 年 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

、

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会

先后成立
。
���� 年 北京大学教育研究会成立

。

上述学术性学生团

体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
，

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

围
。

除学术性学生社团之外
，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还成立了
“
北

京大学经济研究会
”
等许多经济研究性的学生社团 组织开展了大

量的学术讲座活动
、

期刊出版发行活动
、

社会调查活动和参与经济

系的相关事务管理
。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
“
平民教育讲演团

”
等服务类

学生社团 组织开展了许多服务性的活动
，

比如举办假期补习学校

等 为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补习机会
。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 还有
“
阳光美术社

，’

等许多文娱类的学生社团在校园内外活动 组织开展

了大量的文娱活动
，

比如 扩
‘

阳光美术社
，’

开展的绘画技术训练活动

等 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文娱生活卿
。

此外 北大各地同乡会还组

织开展了许多迎接和欢送毕业生
、

编辑出版
、

同乡帮扶
、

同乡联谊
、

关心家乡发展等活动 丰富了学校生活和增添了同学间的友情
。

三
、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的积极影响

�
�

促进了反日抗日等活动的开展
。

中华民族在民国时期可谓

多灾多难 数亡图存成为那个时候不少有识之士和先进青年学生

的时代主题
。

在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 总有北京大学学

生社团组织的相关救亡活动活跃于社会政治的舞台 北大的学生

社团总能够在民族和国家面临威胁之时勇敢地站出来维护国家

的尊严
、

保护民族的利益
。

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通过组织各

种反帝
、

反封建
、

反日抗日活动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

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 洒方列强卷入战争之中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
，

日本对

德国宣战且趁机占领山东 和北洋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
二十

一条
，’

激起了包括爱国青年学生在内的广大爱国民众的反对
。

为

了反对北洋政府的行为
，

北大学生为主要组成人员和核心骨干创

力
、
了《国民》杂志 。

���� 年 �月 旧本警方非法逮捕在东京游行示威

要求日本将其侵占的青岛归还中国的 ���名留学日本的学生 之后

有 ����多名留日学生罢课回到中国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

部分

回国留学生到北大组织 ����多人进行游行示威
，

组建
“
学生救国

会
”

于 ���� 年出版《国民》杂志 杂志社开展了大量的抗日爱国宣
传活动

。

九一八事件后
，

全国各地的反日情绪更加高涨 ，���� 年 �

月由部分北大学生组建了
“
北大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

，’ 。
����年 �

月 ��日
，

北京大学学生会组织成立了抗日运动委员会开展抗日宣

传相关工作
。

抗战爆发后 西迁的西南联大中的原北大学生社团亦

继续组织开展抗日反日宣传活动
。

除了抗日反日宣传外
，

民国时期

北大学生社团还开展了反对
“
巴黎和约

”
签字等爱国运动哪代

��促进了科学思想的宣传
。

北京大学二十七周年纪念活动中
，

北京大学学生会请当时的文坛泰斗鲁迅写了 《我观北大》一文 鲁
迅在文章中写道 少北大是常为新的

、

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要使中

国向着好的 往上的道路走
。 ……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

，

即

使只有自己
。 ” 曰肥鲁迅之所以对北京大学有着这样的看法 和北京

大学学生社团长期开展的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

北京

大学学生社团开展的爱国反帝运动 肩力地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

严 通过演讲和讲座宣传
、

游行示威
、

编辑爱国刊物等活动 赎醒了

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
、

爱国意识 捉使更多的民众能够站起来反抗

专制统治
。

北京大学
“
社会实进会

，’

通过开展大量的宣传活动 力图

改变人们个人道德败坏
、

社会公德沦丧的状态 提倡人们修身提高

个人素质
，

以此达到促进社会进步的效果
。

为了实现社会的进步与

民主
，

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开展了丰富的民主进步思想的宣传活

动 蔗国民》
、

《新潮》等积极宣传新思想
、

民主思想 肩利于促进社会

的进步
。

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于民国时期组织了民众夜校
、

平民夜校

等 加大了对学生的先进思想文化普及力度
。

同时 北京大学学生社

团经常性开展演讲活动 演讲的内容包含妇女教育
、

家庭的改良
、

禁

止赌博
、

戒烟
、

封建迷信
、

妇女缠足的害处等 向广大学生传播了先

进思想 肩利于科学思想的宣传 肩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

��转变和改进了学习风气
。

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
，

学生们的学习风气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

学校长之前 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的校名改为北京大学已经有

五年的时间 但是 这似乎仅仅只是学校名称的改变 岸校在办学

的本质上并无多大变化 洛种封建的
、

落后的思想依然充斥北大

校园的各个角落
。

京师大学堂本来就是满清政府为了培养封建官

僚集团人才而举办的 止课的教师和执掌学校的许多人员本来就

是清廷大臣
，

比如 京师大学堂督办大臣孙家靠原本为吏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
。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京师大学堂的管理人许景澄原本

就是吏部尚书
，

后来继续执掌京师大学堂的荣庆原本是刑部尚书
，

学堂招收的学生也大部分是一些进士
、

举人和满族贵族子弟
。

由此

看来 京师大学堂本质上就属于一个具有森严等级的衙门 是个
“
官

僚养成所
，’ 。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 技照
“
大学者 研究高深

学问者也
”
的理念办学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产生了众多的秉持和

宣扬先进思想的学生社团 通过这些学生社团开展的丰富多彩的工

作 捉进了北京大学学习风气的转变 使北大成为各种思想共存交

融的场所 学术研究兴盛繁荣起来 大量的学术性学生社团的成立

和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 使学习风气为之一变
。

��士音养各类优秀人才
。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中的许多

骨干成员 在当时就通过实践锻炼成长为相关行业拔尖的优秀人

才
。

此外 某些学生在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社团的活动之后 因为

其有着学生社团的工作经历 对他们后来的成长成才带来了非常

有利的影响
。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中
，

有许多学生社团

属于信仰类的社团 学生们参加了相应的社团活动之后
，

对他们

未来人生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焙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

比如 北

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

其刚开始时是一个学术性的学生团

体 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信仰性的学生社团 最初发起成立该研究

会的 �� 人中 后来共有 �� 人加入了中共 而且 胀国寿
、

罗章龙
、

刘仁静
、

李梅羹
、

邓中夏
、

高尚德
、

范鸿劫等人均为中共一大之前

的党员 均属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有

着许多文学类的学生社团 这些社团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

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知名的人物
，

其最终能够在文学艺术上具

有较高的造诣并取得丰硕的文学艺术创作成果 和他们在北大期间

参与文学类学生社团不无关系
。

比如 该时期的《新潮》文学社成员
中 朱自清

、

叶圣陶
、

俞平伯
、

孙伏园
、

李荣第
、

欧阳予情等 后来在文

学艺术创作上取得丰硕成果
。

西南联大期间
“
南湖诗社

，’

学生社团成

员中 穆旦
、

林蒲
、

向长清
、

刘授松后来成为近代文学名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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