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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5_9B_BD_E7_c73_389449.htm 自1917年《北京大

学日刊》上刊登第一则研究生 招生启事至今，北大研究生教

育已走过90年的历程。在纪念北大研究生教育90周年之际，

北大新闻网特刊登“北大研究生教育九十周年历程回顾”一

文，一同回顾北大与中国研究生教育同行的九十年。 初创篇

：1917-1922 1917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号刊登

了标题为“有志研究国文哲学者注意”的通告：“敬启者国

文哲学门研究所现已组织就绪⋯⋯凡有志愿入本所为研究员

者，望于本月二十日下午四时至校长室会议一切进行事宜及

指定所愿研究之科目。”这则招生启事被认为是北京大学乃

至中国国立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开端。 1917年底，“英文门、

国文门、哲学门、化学门、物理门、数学门、经济门、政治

门、法律门”9个研究所在北大成立，分属于文、理、法三科

，相继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开创了中国国立大学研究生

教育的先河。 《北京大学日刊》于1917年11月刊登了《北京

大学研究所简章》。这个简章对研究所的招生要求、教学以

及组织架构都作了初步规定。简章中称：“各科俱得设研究

所，研究所以各门各种之教员组织之。各研究所教员中，由

校长推一人为本所主任教员。”于是推举出3个科共9个研究

所主任。简章中还规定了招生的要求：“本校毕业生俱得以

自由志愿入研究所，本校高级学生、主任教员认为合格者，

得入研究所。本国及外国学者，志愿共同研究而不能到所者

，得为通信研究员。” 1917年至1918年共招收学生148人，包



括三类：“已毕业于大学之研究员”， 如范文澜、张菘年；

“仍在各科肄业之研究员”， 如俞平伯、冯友兰；还有“通

信研究员”，如叶圣陶。 这些研究生当时被称为研究员。直

到1922年2月11日，《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规则》明确将研究

员改称为研究生。 北大又制订出《研究所通则》和《研究所

办法草案》，对研究所的任务及研究方法，研究员的学习和

研究要求等做了具体规定。 研究所内分研究科及特别研究科

两项。研究科和特别研究科科目由本所各教授分别担任

。1917年底至1918年初，《北京大学日刊》陆续刊登出各研

究所教员担任的研究所科目及研究员认定的科目。如哲学门

里，胡适教中国名学，梁漱溟教佛教哲学。各研究科目通常

每月进行1－4次的演讲和讨论，由选该科的研究员及相关的

教员参加。研究员可自行选择1－4门感兴趣的科目，未毕业

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则被要求选修1－2门科目。此外还设立特

别研究科，也就是具体的课题或者论文题目，研究员进行独

立研究工作，并发表研究成果。 这３科９门就是北大乃至中

国国立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开端，而且北大研究生教育是从有

规模、有制度、有机构、有导师、有学生的高起点开始的。 

成长篇：19221948 1922年初，北京大学改变各系设研究所的

格局，成立了全校性的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所下设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 1922年1月21日和23日

，《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公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

。蔡元培任委员长，委员有顾孟馀、李大钊、马裕藻、朱希

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 1922年到1931年，在动荡的

岁月中，除了国学门外，研究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外国

文学三门迟迟没有成立。国学门在北大的研究生教育中一枝



独秀，9年间共录取培养研究生72名，很多人后来成为近现代

著名的国学大师。 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规程》通

过。《北京大学周刊》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的名义公

开招生布告。研究院下设自然科学部、文史部与社会科学部

，研究院院长由本校校长兼任。这一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

院两次招生，第一次录取了25名研究生。同年，研究院第二

次录取了19名研究生，一部分是“本校各系推荐免试入院之

助教16人”，另一部分是“免试入院之本校本科毕业生3人”

。 1934年6月，学校将自然科学部、文史部、社会科学部改称

为理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法科研究所。 1935年4月22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学位授予法》，这是我国研究生教育

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承认颁发学位。同年7月，国立北京大学研

究院制定了招考章程。 1935年，北大授出了最早的两个硕士

学位。这两位硕士学位获得者张鸿翔和盛代儒（女），都

是1931年录取到国学门史学专业的研究生。两人不仅精于历

史和目录之学，而且还结成了夫妻，相伴为学，同成大师。

1937年8月，北京大学奉教育部之命南迁，与清华和南开联合

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学校南迁昆明，始称国立联合

大学。被迫中断的研究生教育，两年后在昆明得以恢复

。1939年夏，北京大学正式发布《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

办法》，决定北大继续办研究院，重新开始招生。研究院属

北大系统，不在联大领导之下，所招收学生均属北大学籍。

院长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兼任。尽管三校分开招研究生，但相

互都很尊重，教授都由联大招聘，统一配合，形成了“以济

济多士，萃集一堂，研究学术，砥砺德业” 的局面。 1945

年8月15日，学校决定利用寒假北返。1946年5月4日，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举行了结业典礼。 发展篇：19491966 1949-1966年

时期，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期。北大共招录研究

生1100名，其中，数学物理学部的于敏、周光召、潘承洞、

甘子钊、吴杭生、徐至展，化学部的王夔、程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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