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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北师大校友会成立 100 周年，值得北师大人隆重庆祝。我们庆祝，

不仅是因为作为母校的北师大，有着我们引以自豪的声名和高大，还在于校友和

母校之间，始终存在着割舍不得的母子般的情结。这个情结，常常基于校友组织

来建立，来紧固，来畅达。所以，我们更愿意把校友会作为家，作为远行在外的

师大游子可以经常回来的家。今天，我们就以叙家史的方式，来庆祝她的华诞、

纪念她的过往。 

视校友资源为宝贵财富，视校友服务为当然职责，视校友的参与和支持为

学校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现代大学的通行做法。中国在现代大学的建设方面虽然

滞后，但各个方面并不缺乏开拓者。1900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校友会，开启

了校友会的理念和模式移植于中国的开端。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的建设与演变，

则代表了这一现代大学的必要构件，在中国的本土化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肇端于清末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最初的 10 多年间，

先后经历了师范馆（速成科）、优级师范科、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等建制性变迁。毕业生少，师生规模小，是清末民初各高校的共性。以北京

高师为例，到 1916年，其总共的毕业生不足 500人，在校师生连同其附属中学、

附属小学合在一起，也不足千人，规模算是较大的了。这一状况造成了对校友组

织的需求并不迫切，普遍成立校友会的时机尚不成熟。北京高师的时任校长陈宝

泉开明且富有远见，具有教育家的情怀和秉持，他将“教育为国家命脉，师范为

教育胚胎”的思想熔铸于高师的办学理念，将“以教育事业为第二生命，以师范

名誉为无上资产”的崇高责任感赋予师生，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北京高师的师

生之间有着稳固的凝聚力。 

1914年 4月，北京高师举行毕业式，陈宝泉校长在致辞中对毕业生殷殷告

诫，“诸生离校以后，凡关于科学上之搜讨，及教育上之报告，仍宜互相联络，

以实行校友会之组织。今日以后，虽形骸小别，而精神仍息息相通，此谊尤愿与

诸生共勉之。”这段话证明了北京高师谋划校友会的已经开始。1915 年 4月，学

校筹办校友会，并议定校友会组织大纲。同年的 11月，校友会总务部、体育部、

游艺部、杂志部正式成立。该会以“观摩德艺、锻炼身体为宗旨”，以校长为会

长，会员由本校职教员及学生组成。会中以学生为干事，以职教员为总干事。她

有这样的鲜明特点。首先是组织完整；其次是服务于在职在学的师生员工；其三

是有专门的杂志；还有一个也是她最大的特色，是其独具一格的宗旨，着眼于“振

发学生自治之精神，并练其任事之能力”，“总期全校学生之品谊、学识、体力得



为均一之发达”,表现为学校核心职能的延伸和补充。 

成立初的北京高师校友会发展很好，其体

育部下设足球组、柔术组、拳术组、以及各项运

动组，北京高师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成绩很快成为

京津冀的标杆。游艺组则开展音乐、围棋、象棋、

乒乓球、踢毽等活动，音乐会还细分为国乐、雅

乐二组，有效地丰富了师生们的生活。《校友杂

志》开设的栏目多达 10余个，包括论丛、译林、

研究、调查、专件、名人演讲、学生成绩、文艺、

杂俎、教育法令、本校纪事等，“凡夫玉含金吐、

秋实春华、天仪地节之谈、乘方割圆之术，以及

官司之法戒、当世之箴言、学校炬镬之帅循、多

士采章之发越，广为钩合，籍被参稽”,成为校

友们交流思想、发布成果、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平

台。 

随着毕业生在各省服务者的日渐增多，北京高师校友会开始筹备设立各地

分会。1919 年，北京高师成立学生自治会，这对校友会原有的结构和功能提出

了调整的要求。加之，“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频换“大王旗”，平津高校之间

经常分合不定，学校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到很大影响，校友会的运行受到冲击，按

陈宝泉校长的说法，“其势渐微”。 

在上世纪的整个 20 和 30 年代，北京师大在各地的校友分会还是逐渐地建

立起来了，校友会也改名为校友总会，其宗旨、成员构成和活动范围逐渐变化，

根据 1938 年学校公布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友总会简章》，校友总会“以联络

感情，研究学术，并谋母校之发展为宗旨”。“凡曾在本校毕业肄业同学、前任及

现任教职员”，均为会员。总会设理事会和监事会。在各省市设立分会，各地可

设支会。 

1938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已汇入西迁内迁的高校大军，成为西北联合大

学的一部分，学校栖身于陕南城固，时名为西北师范学院。从简章可看出，遍及

全国各地的广大校友，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并未因此而浅淡，反而联络益发紧密，

在母校多灾多难之际，“谋母校之发展”的志愿意识异常迫切，复归北平重塑母

校辉煌的赤心炙热。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建立的校友分会已达 14 家之多。 

回顾过往的历史也可以发现，愈是在母校处境的艰难时刻，校友的母校情

结就表现得越深厚，校友挽母校于危局的志愿意识也愈强烈。略举几例。1932

年，国民政府命令北平师大停止招生，并酝酿“停办师范大学”，校友们积极参

 
校友会杂志封面 



与母校师生的“护校运动”，并发挥其在教育界的影响，多方的合力最终使得取

消师大的政府提案被否决。1937 年，母校西迁，也正是在我校校友、时为陕西

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的积极联络和大力协助下，相应的筹备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

母校西迁中辗转办学，最终能够在兰州得一安定场所，与校友的积极协助也密不

可分。抗战胜利后，母校之能够在原址复校复大，各地校友功莫大焉。校友总会

及云南、成都等地的分会，接连上书并派出代表，向蒋介石、宋子文、朱家骅等

国民党大佬表达复校要求，部分校友奔赴南京，直面朱家骅据理力争。而母校能

够原址复大，曾短暂代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雪屏校友，以及具有一定声望的

黄如今、陶玄校友等都有切实的贡献。 

列举校友会历史中的几件大事。1919年 4月，校友会德育部成立平民学校，

平民学校一直坚持到“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北京高师也由此成为“平民主义”

教育思想倡导和实践的全国中心。1946年 12月，师大校友总会在北平恢复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文革，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制约，校友会的活

动近于停滞。1984年 10月，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举行，校友会重新恢

复活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目前的校友总会，分会遍及全国各地，并在世界上

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建立。在校友会的组织下，母校的 90年校庆、100 年校庆、

110年校庆，校友们都纷纷返校，以不同形式向母校致以最深情的祝福，以切实

的行动为母校的发展尽力加油。 

母校校友会的百年历程，见证了母校的曲折和辉煌。今天，20余万校友以拥

有北师大人的称呼而自豪。在母校的滋养和鼓励下，校友们不断在事业上获得进

步，追求和体验人生的美满。各行各业、各国各地校友们的骄人成绩铸就了母校

的丰碑，母校也必因校友们对卓越的不懈追求而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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