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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济其人其事张庭济其人其事

平湖版

2016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制作
完成，播出后点击率至今居高不下。岁月静
好，在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雍容华贵的故宫
（又名紫禁城），以虔敬与膜拜，用一双灵巧
的手使承载着厚重文化的文物“再生”，该是
多么庄重而又令人歆羡。殊不知，在北平因
日寇侵占而沦陷的近 8年时间里，有一个平
湖人，却是“我在故宫保护文物”，他就是当
时以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的身份却代行故
宫博物院院长职责的张庭济。在这“奉命维
持”的八年里，张庭济带领着他的同事们，既
与伪政权人员巧妙周旋，更与如狼似虎的侵
略者斗智斗勇，正如院长马衡后来所赞叹
的：“数年以来，北平本院文物，终因该处长
忍辱负重，赖以无恙，幸免散失。”

当然，家乡人对于张庭济的熟知与自豪，
是在早已彪炳史册的“五四”运动中，时年24
岁的他是被公推的北大4名学生总代表之一，
因向美、英等国公使请愿而名动一时。

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中指出——

“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
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全国民众奋起
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
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

今年是“五四”运动102周年。

张庭济，1895年 12月生于平湖新埭厍
港一个中医家庭，字柱中，号柳西、瘦石山
人。张家原本世代务农，至清朝末年逐渐成
殷实之家，至后辈张月羚改学中医，悬壶济
世，一边依然耕织不断，终成乡里望族。张
家曾建有祠堂，名“耕书堂”，取“躬耕田垄，
诗礼传家”之意。张氏一族人丁兴旺，且对
后代教育极严，向以忠孝仁厚作为金科玉
律。张庭济是家中长子，自小耳濡目染，而
且天资聪颖，7岁入“耕书堂”启蒙，13岁入新
溪学堂。对其期望甚殷的父母又先后把他
送入上海麦伦书院、天津北洋学堂就读。
1916年，22岁的张庭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北
京大学文本科英文专业的一名学生。在校
期间，他以辜鸿铭、胡适、杜威等人为师，虔
诚求教。

但此时的中华民族也正是列强虎视，国
难当头。1919年1月18日的“巴黎和会”上，
帝国主义列强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
土主权的3项提案，背信弃义，把德国在青岛
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5月初，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
内，激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5月4
日下午 2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 10
多所专科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从四面
八方聚集到了天安门。在这支越来越庞大
的游行队伍中，血气方刚而又充满爱国激情
的英文专业高材生张庭济被推荐为北大学
生向美、英等国驻华公使递交请愿书《说帖》
的4名总代表之一，并同时在与美、英等国公
使交涉时担当翻译。

在事过60年后的1979年5月5日的台湾
《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杨亮功的口
述文章《“五四”一甲子》。文中回忆道——

游行的队伍由天安门出发，南出中华
门，经棋盘街向东转，朝东交民巷各国公使
馆前进，学生手持传单，沿途散发，最后走到
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下面，通过美国兵营后，
为外国守卫队阻拦，不准再前进通过。各校
总代表临时急议，推举罗家伦、张庭济(浙江
平湖人，北大文本科英文门三年级学生)等4
人为代表，进入美国公使馆，求见公使芮恩
施；因公使不在，他们留下《说帖》而去。

据史料记载，当 4位学生总代表回到游
行队伍中将情况说明后，在烈日下已晒了两
个多小时的学生们无不悲愤地感到：“国犹
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遂一致决定
将游行队伍改道，去往签订21条时的外交次
长、卖国贼曹汝霖的家。下午4时许，游行队
伍呼声震天地来到了曹宅所在的赵家楼胡
同。原本紧闭的曹家大门很快就被翻墙进

去的学生打开，大家一拥而入，但一番搜索
后没有找到曹汝霖。约半小时后，曹宅火
起，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6月 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旅
法华侨和留学生 1万多人于 28日凌晨包围
了中国使团寓所，警告专使如与会签字，当
即扑杀，并列出偿命名单。中国专使最终拒
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作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事件，“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序幕。张庭济的儿子张我元在
1999 年 4 月 30 日发表的《深深的怀念》一
文中说——

每当回忆起父亲参加过“五四”运动这
一历史，我感到非常自豪。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像当时无数正
直而热忱的知识分子一样，即将大学毕业的
张庭济把教育救国当作了自己最切实可行
的一个愿望。1920年，张庭济以出类拔萃的
成绩从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深受林则徐、
魏源“以夷制夷”思想影响的他，选择了留
校，后由系主任胡适推荐，校长蔡元培定夺，
担任北大预科乙部讲师。在这期间，张庭济
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一方面翻译了大量相
关的外文资料，同时在讲台上别开生面而又
充满激情地传播他的爱国教育思想，深得学
生的喜爱。

1923年前后，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
处于低潮，但为了唤醒民众，越来越多的青
年知识分子纷纷走出书斋，去偏远的工矿、
农村宣传“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
学）。1924年，为了试图走出一条与工农相
结合并共同谋求福祉的道路，张庭济也从北
京南下，一路风尘仆仆，与他的同窗好友、后
来成为著名民主人士的王昆仑等，来到河南
焦作煤矿子弟学校教书。据记载，戴着圆形
眼镜而又脸庞瘦削的张庭济依然是一身“五
四”青年的打扮，他在河南作了大量的社会
调查，并在所到之处大胆地传播革命的道
理，给那里的煤矿工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6年，张庭济只身一人回到浙江，先
在嘉兴一中担任教职，而后又去杭州、宁波、
金华等地任教。1927年 3月，张庭济回到故
乡平湖，一度曾担任平湖县教育局教育科科
长。一番奔走，满腔热忱，但终因社会黑暗，
近十年间，性情耿介而又满怀抱负的张庭济
始终难以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愿望。

志不获展，郁郁乎难平。1934年 8月，
正当张庭济彷徨苦闷之时，经其恩师、故宫
博物院（成立于 1925年）理事会理事长蔡元

培先生的极力邀请与热忱引荐，回京担任故
宫博物院秘书。从此，张庭济便与故宫结下
了不解之缘，他的命运也开始与故宫紧密联
结在一起，为时长达15年之久。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迅即沦陷，致使
大量故宫精品文物不得不避敌西迁。但此时
已为总务处处长的张庭济则奉命留守故宫，
并在 1938年担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由
美国汉学家珍妮特与沈大伟合著的《中国皇
家收藏传奇》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表述——

对于北平故宫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八年
间发生的事情我们所知甚少。日军在1937
年9月占领北平的时候，故宫博物院院长马
衡已带了部分珍宝西迁……以后马衡不在
的日子里，负责故宫工作的是总务处处长张
庭济。

张庭济的儿子张我良则回忆道——
当时我父亲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

日本人打来以后，汉奸政府为了进行某庆典
活动，准备把故宫的一些宫灯拿出去。他就
不同意，他说凡是故宫里面的东西，不能有
一样东西拿出宫外。经过他的坚持，当时留
在宫里的东西，没有被他们拿到外面去。

而张庭济的女婿张稼成在《一位值得铭
记的文化人物——记我的岳父张庭济》一文
中写道——

岳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尤其是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北平明、清两代保存
下来的大量古代建筑遗物，主张必须及时对
其实物进行精确测绘以防战争损毁之不
测。曾多次向北平建设总署提出如何完成
故宫测绘工作的请求。后在爱国人士朱启
钤帮助下，以“基泰”的名义与北平都市局、
建设总署签订承揽了测绘故宫中轴线上古
建筑的合同。至1944年底，结束故宫测绘工
作，得图纸、照片及手稿360余张。

现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研究馆员黄希
明在《古建筑的维修与保养》一文中对此评
价甚高——

这是自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首次大规
模的古建筑测绘。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示范
性而且极有意义的工作，也为后人留下了一
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6年1月22日，德国在华的禅臣洋行
经理杨宁史将自己收藏的价值连城的241件
古代铜器、兵器“忍痛割爱”，献纳给国立北
平故宫博物院。这事在当时曾轰动一时，据
报道，22日这一天，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
兼士，国内文物鉴定专家于思泊、邓以蛰，一
大早就来到故宫内等候验收。上午 9时，行
政院院长临时驻北平办公处专门委员曾昭
六、董洗凡，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
会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博物院总务处处长
张庭济等，由行政院驻北平办公处出发来到

百利洋行，与早已等候在那儿的杨宁史及两
名德国文物专家交接铜器。据该院专家鉴
定，这241件文物绝大部分堪称为国宝级，其
中的一件周代铜器，名曰“蟠虺”，更属稀世
珍宝。而交接过程、组织鉴定及展室布置等
具体事务，全由张庭济一手操持。

为尽力维持而殚精竭虑甚至冒着生命
危险，这个中的艰辛与酸楚，张庭济偶尔也
会在致友人书时有所讲述。当时的马衡院
长正随故宫文物西迁，到四川时得知他的艰
难后当即作诗慰问——

柳西致友人书述其近状诗以慰之
门户支持已一秋，贤劳多为我分忧。
覆巢犹幸能完卵，守阙于今赖运筹。
菱镜尘封余旧梦，萱堂春在慰离愁。
知君家国无穷愁，华发星星早上头。
曾有历史学者分析日寇占领北平的这

八年，没有毁坏故宫的原因：一是日本人忙
于军事行动，认为故宫已是囊中之物，已经
是他们的了，所以不急于下手。二是考虑了
与傅仪的关系，因为故宫是傅仪的老家，此
时傅仪已经是伪满洲国的皇帝。三是制造

“大东亚共荣”的假象，不敢过于造次。四是
故宫留守人员动用了各种社会关系，与之周
旋，坚决抵制，而这，才是最重要的。在1985
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的纪念特刊上
有这样一段文字——

八年沦陷期间，在日寇铁蹄下，尽管受
到很大损失，但我院职工悉恪尽职守，保住
了库藏文物和紫禁城宫殿建筑，这在当时确
是难能可贵的。

由此可见，时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的
张庭济实在是功不可没。因此有论者指出：

“五四”运动只是他辉煌人生的开端，更让他
的人生发出灿烂光彩的是他对保护中国文
物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1948年下半年，张庭济受故宫博物院指
派到南京分院工作，职务是总务处长兼分院
院务主持人。是年11月初，国民党政府令其
将博物院文物珍品清理后运往台湾。张庭
济深感事态严重，迅即密电本院院长马衡，
但得到的回复是：“南京张处长，太密。青电
悉。迁台事，如理事会负责决定，当遵办。
并添选书画人员，派安顺原班。衡。蒸。”风
雨飘摇，无力阻止，深感悲怆的张庭济只得
趁请假探病看母之机，不无黯然地选择了辞
职。最终，故宫存于南京的文物精品，至
1949年 1月底，计 2972箱，分三批运台。张
庭济的儿子张我良曾回忆道——

他后来给我们讲他为什么不去，因为当
时战争情况已经明显说明了国民党将会失
败。把国家那么多的宝物运到台湾去，纷乱
扰攘中究竟落到谁人的手里呢？他说他不
愿做一个千古罪人，所以他后来没有去台

湾，结果留在了大陆。
但“有此山川，无此笔墨，钟子不存，牙

琴叹息”，故国文物因战乱而颠沛流离，甚至
失散他处，还是给张庭济留下了无尽的惋惜
与浩叹。

但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南京两大博物
院，都留下了张庭济保护文物、保护中华文
化的独特印迹。我们完全可以下这样的结
论：张庭济在中国文化史上，更准确地说，应
该在中国文物的保护史上拥有他自己的独
特地位。

解放后，张庭济一改以往的奔走不暇，而
是执意隐退，回归故里，寓居在开诊所的侄儿
张我朋的家里（现平湖市新埭镇西大街 151
号）。“中国的未来不知怎么样，你们要读好
书，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华有益处。”张庭济一
直这样提醒和告诫着他的子女们，他一生共
有9个子女。然而他自己，或许是性情和久经
沧桑所致，却是一派寂然地寓居于宁静的故
乡。张庭济的侄儿张我炎曾这样回忆道——

回到新埭后，夏天乘风凉的时候，他就
给我们讲起“五四”运动的情况，以及到美国
公使馆如何交涉和火烧赵家楼的经过。他
依然会很激动地说当时的北大学生如何进
步、如何爱国、如何爱科学。

张庭济的另一个儿子张我力也曾满怀深
情地叙写道——

我父亲京剧唱得很好。他在新埭的那
些日子里，我们住在一起。夏天，晚饭后他
经常要吊几句嗓子。他在北京时还是个很
有名的京剧票友，爱唱《苏三起解》和诸葛亮
的《空城计》。我现在也爱哼的“我在城楼看
风景，耳听得兵马乱纷纷”这两句，就是从他
那里学来的。

尽管张庭济赋闲于新埭，但是新中国如
火如荼的建设热潮和不断取得的巨大成就，
使他耳闻目睹并深感振奋，思想上也产生了
巨大影响，经王昆仑先生介绍，他加入了民
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张
庭济的侄儿张我炎曾回忆说——

我是1950年7月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
前我特地到二伯伯（张庭济）那里去告辞。
二伯伯对我讲，你去参加革命，有四本书要
读。他一边讲，我一边用笔在本子上记。这
4本书是《社会发展史》、《资本论》、《社会主
义政治》和《共产党宣言》。

1952年，张庭济应邀去上海为各社会团
体举办的文化讲习班讲课并定居于上海。
此时的张庭济虽然在讲台上仍是出口成章，
字字珠玑，可在为人处事上已极为低调和淡
泊。1958年5月31日，张庭济因病于上海去
世，终年64岁。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或是常
理，但如此地甘于寂寂无名，就有些匪夷所
思。有论者指出：其实张庭济的经历透视出
的是一幅历史的大背景，至于他后来的退守
田园，忘情山水，既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淡
泊明志的表现，又着实表达着无法左右自己
命运的文化精英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某种
无奈。

青山有幸埋忠骨。1995年，张庭济的子
女们根据他们父亲的临终遗愿，把他的遗骸
安葬在面朝大海、松涛阵阵的乍浦九龙山公
墓。张庭济的墓位在公墓的二区一排12座，
墓碑上醒目地镌刻着的是“五四运动北大学
生总代表”这几个令人油然而生敬意的字。

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
指出——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
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
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
们这个伟大时代。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重温历史，
缅怀先辈，云烟散尽，风范长存，而其辉煌的
足迹也终将镌刻在后来者的心中并成为勇
猛精进的不竭动力。

在那不平凡的年代里，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和一位平常的文化人。身为他的儿
女，我们从懂事起就以他爱国的情怀、渊博的学识、敬业的精神和他待人处事的热诚引
以为荣，他是我们永怀在心的父亲！ ——张庭济之子张我元

张庭济（1895-1958） 1919年5月4日参与北京学界游街大会时被拘留的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于7日返回学校。

193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十周年时，张庭济（图中圈注者）与全体职工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