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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1898年前后，
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两年。1904年赴上海入南洋公学读书。1909年2月入伯克利加
州大学农学院，同年秋季转入社会科学学院。1912年，以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
为附科，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教育学系。后旋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取得教育学博士。蒋梦麟长胡适六岁，两人同受业于美国著名教育家及哲学家杜威
博士的门下，可谓“师出同门”。1917年，两人皆学成返国，蒋梦麟任上海商务印
书馆编辑，胡适则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时，胡适南下上海，
与蒋梦麟共同迎接其师杜威来华讲学。此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因“五四”爱国学潮
事件而辞职出京。蒋梦麟夙为蔡元培门生，在蔡元培尚未还京之时，由蒋梦麟代理
北大校务，其后并由北大总务长而代理校长。此为蒋、胡两人共事北大的时期，直
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为止。后来两人都离开北京，再不久，蒋梦麟当了教育部
长，而胡适也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身为校长的胡适以在《新月》杂志发表批
评党国言论，触忤当道，身为教育部长的蒋梦麟曾予警告，胡适竟将原令退回。彼
此虽立场有异，但私交并无芥蒂。1930年间，两人相继辞去职务。

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后，在南京稍事逗留后，就回杭州。而胡适却从南京对岸的
浦口车站候车北上。两人一北一南的，此时已有要蒋梦麟接掌北大的消息，但他并
不愿意就职。据胡适后来回忆：

我到北平，知道孟邻已回杭州去了，并不打算北来。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时的
北平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来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北京大
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候，已被贬作“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
立，校长是陈百年（大齐）先生。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
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去了，一个大学教授最高俸给还是每月300
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
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地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
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般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
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派定时间表，有计划地在各校轮流讲课！这班教员不但生
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
，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
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下，孟邻迟疑不肯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
友都能谅解。

对蒋梦麟的顾虑，傅斯年、胡适心中是相当清楚的。热心的傅斯年找了胡适商量，
后来经过他俩与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顾临（Roger S. Greene）详谈，“
居然拟出一个具体方案，寄给蒋梦麟先生，他也很感动，答应来北大主持改革的计
划”。其内容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北京大学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
期，双方共提出两百万元，作为合作的特别款项，专作设立研究讲座与专任教授及
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中基会的援助计划，使得蒋梦麟同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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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也在1931年1月聘任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初不肯就任，但经不住蒋梦
麟等人多次商请，最后义不容辞，允其所请，但因其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
译委员会”的工作，故虽在北大任职，但不受北大的薪俸。

自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时光中，蒋梦麟一直把握着北大的航向，其中胡适、丁
文江、傅斯年等人的帮助尤大。蒋梦麟后来在《忆孟真》一文中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
，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为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
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而当时也是北大教授的陶希圣回忆说：

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之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
，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在艰危的岁月里，校务会议不过是讨论一般校务，实际
上，应付难题的时候，北大一校之内，梦麟校长，适之文学院长及周枚孙（炳琳）
法学院长随时集会，我也有时参加。国立各大学之间，另有聚餐，在骑河楼清华同
学会会所内，随时举行。由梦麟北大校长、梅月涵（贻琦）清华校长、适之及枚孙
两院长，我也参加，交换意见。月涵先生是迟缓不决的，甚至没有意见的。梦麟先
生总是听了适之的意见而后发言。北大校务会议席上，如丁在君（文江）在座，他
的发言最多，最有力。清华同学会聚餐席上，适之先生是其间的中心。梦麟先生是
决定一切的人。北大六年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
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抗战期间，蒋梦麟随校南迁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而胡适则赴美
从事抗战宣传，旋膺命为驻美大使。胜利后，蒋梦麟先后任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政
府委员、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主任委员。胡适则任北大校长、
中研院院长。农复会迁往台湾后，在蒋梦麟的领导下，推动了重大的土地改革、农
业改良和教育项目。由于农复会由美国提供资金，其薪级表不受政府工资表的约束
，因此该机构可以提供比政府官僚机构更高的薪酬，吸引训练有素和能干的员工。
委员包括康乃尔大学农业学院毕业的沈宗瀚和李登辉，在1950年代初期担任农复会
的农业经济学家。蒋梦麟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帮助台湾的农业完成了从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做出杰出的贡献，因此在1958年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
的“麦格赛赛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

蒋梦麟的代表作是《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
），该书是他抗战期间躲警报，在防空洞陆续以英文写成的，主要叙述1842年香港
割让至1941年珍珠港事变期间，中国人民生活问题面向，包括心理、情感及道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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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之探讨，深入分析中国之民族特性、宗教、文化道德、社会与政治之发展。19
47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率先出版英文版，1957年蒋梦麟在台湾《中华日报》陆
续发表中译文，1959年出版中文版《西潮》，盛况空前，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也
因此蒋梦麟有计划出版第二本自传式著作《新潮》，然因公务繁忙与健康等因素，
《新潮》一书尚未完成，便于1964年辞世。直到1967年9月，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才将其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整理出版成《新潮》一书。因此《西潮》和《新潮
》两书属于蒋梦麟比较自传性的著作。

蒋梦麟与徐贤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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