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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齐鲁 A11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许志杰

在礼仪之邦齐鲁大地，曾经有两所著名大
学并立，就是创办于1864年的齐鲁大学和1901
年设立的山东大学。1917年始两校同处省城济
南，后自1930年山东大学青岛重启，形成一东一
西，分城办学，各彰特色，辉耀齐鲁。出任两所
大学校长之人更是了得，状元王寿彭以及杨振
声、赵太侔、华岗先后在上世纪二十到五十年
代初任职山大校长，同期的齐大则有孔祥熙、
朱经农、刘铭传、吴克明等出任校长之职。他们
治校有方，促进学校各方面蓬勃发展，是为山
东乃至全国作出很大贡献的教育家。

如此名重声显的大学校长，非社会、教育
界名流难以胜任。有一位特殊之才，却一连担
任齐大和山大两所大学的代理校长，他的名字
叫林济青，1932年8月至1934年8月任齐鲁大学
代理校长，1936年7月到1938年6月任山东大学
代理校长。这两段时间正是齐大和山大困难重
重，办学治校遇到前所未有艰险阻力的困难时
期。林济青以其不凡卓识与魄力，为两校谋生
计，其行其为，虽有争议，功绩不可磨灭。

林济青，祖籍山东莱阳，随母姓，1886年生
于济南，其家族无论与齐大还是山大都渊源深
厚，其外祖父林青山曾为齐大前身登州文会馆
服务，后带全家到济南工作。其兄衣振青1884年
生于莱阳，在济南读完小学之后先入登州文会
馆后进青州神学院学习，1915年赴美留学，入哈
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宗教学，回国后任
齐大教授、，董事会董事，校务委员会和校友会
主席。1906年林济青毕业于齐大文理学院前身
潍县广文学堂，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
士，回国就职陕西高等学堂做英文教习，两年
后再度赴美研读，获得矿业工程学硕士，回齐
大讲授矿业工程地质学和经济学两门主课。
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创设，林济青受邀担任校
务主任，两年后再回齐大，并于1930年春出任文
理分设之后的文、理两个学院的院长，依旧统
称文理学院。

林济青上任文、理学院院长之时，齐大正
处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注册)关键期，各
种矛盾交织，教职员工以及学生都在闹学潮，
致使文理学院和齐鲁医院在1930年春季短暂
关闭。校长李天禄也被迫辞职。但是，学潮和
文理学院的短暂关闭并未影响林济青对所辖
学院学科，尤其是教职员工的配备，著名教
授、学科带头人的引进成就显著。此时文理学
院共设社会经济学系、国文系、化学系、外文
系、天算系、教育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
系、物理系、生物学系以及国学研究所等，林
济青为各系院所大力招揽人才，在短期内得
到长足发展。

1931年3月在经过了近一年半校长空缺之
后，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孔祥熙在出任校董事
会主席之职后，同意兼任齐大非常驻校长，以
校长的名义不到学校而亲政。三个月后，孔祥
熙推荐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副部长朱经农接
替校长职务。但是，只过了一年，朱经农被教育
部派往湖南省担任教育厅长，继续担任齐大校
长，林济青被委任为代理校长，主持学校事务。
翌年，朱经农因无法返回，辞去齐大校长，林济
青继续代理校长。直到1934年6月由于校董事会
国外董事的反对，林济青一直无法“转正”，工
作受制，遂提出辞去代理校长。鉴于林济青代
理校长时的出色成就，8月15日校董事会开会表
决正式选举林济青为齐大校长。此时学校正处
于暑假期，开学后林济青发现来自欧美的学校
实权派校教务长等人对其任职很是抵触，各方
面工作受到极大限制，于当年10月正式向校董
事会辞职，只保留文理学院院长职务。齐大再

次进入一年的校长空白期，直至1935年刘世传
被聘为校长。这年林济青又辞去文理学院院
长，专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基本脱离齐鲁大学。

1936年地处青岛的山东大学学潮涌起，校
长赵太侔在各种压力之下被迫辞职，作为山东
省政府委员的林济青临危受命，受教育部委派
代理山东大学校长，处置校务，恢复校园秩序。
8月，林济青乘车赴青，开始自己的山东省内第
二所高等学府的代理校长生涯。

比起齐鲁大学的矛盾重重，纠葛不断，抗
战爆发前夜的山东大学也是各种关系交错复
杂，教职员工心思涣散、挣扎在情绪撕裂，校内
校外对立一触即发的崩溃边缘。校长赵太侔被
迫辞职，经过杨振声、赵太侔苦心经营四年的
山东大学精英团队溃散，大量可用之才、可塑
之人纷纷辞职或干脆不辞而别。还有一个特殊
情况，山东大学虽头顶“国立”二字，其办学经
费多数出自山东省政府，在很多校务管理中省
政府起了主导性作用，这也引起校、省两方在
很多问题上的争执与意见的不统一，一度出现
山大教授上书国民政府要求由教育部主导管
理学校的事件，双方矛盾十分激烈。加之林济
青入职山大时仍担任山东省政府委员，被山大
教授认为是省政府接管了学校。林济青毕业于
齐鲁大学，还担任过齐大两年的代理校长，省
内两所高校不免有一争高下之较劲，致使林济
青尚未到校，山大校园就有一股抵制林的暗流
涌动。这样的情势之下，林济青作为代理校长
管理山大有多难可想而知。

林济青在山大的实际治校时间不过一年，
但也做了一些有益于学校发展的事，尤其利用
自己广博的人脉，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担任学校
各种专职、兼职，或临时聘任为某种职务。如
1937年5月曾邀请傅斯年担任山东大学毕业考
试委员会委员，虽傅斯年因公务繁忙未能到
任，但还是说明林济青的治校工作尚属勤勉和
到位。有傅斯年致林济青信函为证：

济青先生大鉴：接奉惠书，承聘为贵校二
十五年度毕业考试委员会委员，感幸何似！惟
弟于日内将有四川之行，需时月余，方能回京，
无法分身参与贵校此项考试盛举。有违雅意，
无任歉仄，尚希鉴原，是幸！专此奉复，敬颂教
安！

弟傅——— 敬启 五月十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快速南

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对日战争的时间问题上
出现误判，认为战事会很快过去，要求各大学
包括中学原地待命。当战事到了无法控制的时
候，又仓促下令要求各校向西南、西北方向撤
离。同省的齐鲁大学仍于9月1日结束暑假开门
迎新，学生却只有297名到校，不及上年的一半，
山大报到的学生不足百人。10月日军攻入山东
境内，德县(今德州市)失守，齐大停课，随后接
到了教育部令其西迁的命令。与此同时，地处
青岛的山东大学接到教育部迁校西安办学的
决定。此间还传出另外一种声音，山东省政府
主席韩复榘对山大迁出山东持反对意见，认为

“山大系山东多个专科学校合并的，文物、图
书、仪器，均为山东资产”，建议山大迁至鲁西
南的单县。

在这种情形之下，林济青请示教育部，表
明山大师生的态度。10月7日，教育部密电林济
青：“藉悉该校有迁单县意，该地交通不便，势
难切实开课，该校仪器设备尚佳，须迅为安全
措置。部中考虑，以暂迁西安上课为宜。”10月12
日，林济青再向教育部请示西迁的具体实施方
案。同一天教育部复电林济青：“课务可照韩主
席意暂停。须即将重要仪器、图书前往西安。倘
因搁延而致损失，责任殊重”。

山东大学因地理偏远，路途险阻，迟滞于
后，实属无奈，又有教育部与山东省政府意见相
左，林济青作为代理校长上下、左右为难，绝非
某人故意而处置。动迁西安过程中，又因战事不
得不改变前行路线，沿长江到安庆，又到万县。
但教育部还是于1938年2月23日，依据行政院训令
自3月15日“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学生并
入中央大学，教职员工部分进入中央临时编译
馆，直到1946年恢复办学。1938年6月，教育部免除
林济青代理山东大学校长职务。

山东大学遭国民政府暂时停办，是抗战时
期全国唯一一所被如此处置的国立大学，留下
诸多遗憾，引起师生不满，至今仍被认作是山
东大学历史上至为悲痛的时刻，是当局人为造
成的无法被接受的历史悲剧。1940年6月，教育
部派员检视山大校产保管处，认为山大校产在
内迁过程中遭受很大损失，但是“运抵万县者，
为数尚属不少”，这样“便利他校教学实验及研
究之功绩，亦未可泯灭。”评价公允，也是对林
济青代理校长的基本肯定。据相关部门战后统
计，抗战期间内迁的18所国立大学，财产损失
总计2249万余元，国立山东大学财产损失达361
万多元，占比较高，消耗巨大。林济青后任国民
政府经济部职员，江西省矿业处处长等职。1960
年，林济青病逝，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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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地往事】

林济青

□李霓

传说很久以前，日照西部有一村姑，因婚姻不幸
而离家出走，后乞讨为生。她每到一地，便哭诉自己
的悲惨身世，人们同情她，也为她那真切婉转的哭腔
所感动，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种哭腔称为“周姑
腔”。后来被乞讨者学习沿用，成为“唱门子”讨饭的
手段，慢慢发展成“周姑子戏”。“周姑子戏”声腔具有
独特的艺术魅力，尤其在表现怨妇悲戚的情感层面，
具有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摄人心魄的力量。

在中国戏曲史上，“周姑子戏”有过重要的影响，
早在晚明传奇《钵中莲》中就有“山东姑娘腔”的记载，
在昆曲《麒麟阁·反牢》和《虹霓关》等剧目中都曾穿插
使用过“姑娘腔”声腔。“姑娘腔”与“昆曲”混搭并同台
演出现象不断出现，说明早在明末清初之时，山东“姑
娘腔”已经成为具有全国广泛影响力的重要戏曲声腔
之一。据专家考证，“山东姑娘腔”就是“周姑子戏”。

“周姑子戏”到底起源于何地？形成于何时？这个
育化了茂腔、柳腔、扽腔、五音戏、柳琴戏、泗州戏、淮海
戏的古老剧种，一直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神话般传说。

据考证，在日照市东港区及岚山区内相距不足百
里的土地上，超过200年以上的周姑子戏班就有李家官
庄、凤凰庄、阚家城子、山西头、牛家庄、小花崖、辛庄、
将帅沟、丁家高陆、王家官庄等十几个村庄。这么密集
的周姑子戏班扎堆出现在清代中早期，绝不是偶然现
象。足以说明，周姑子戏起源于日照西部的传说是真
实可信的，发源地就是李家官庄。

日照市西部山区的李家官庄，是深藏在甲子山
下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山高薄岭，沟壑纵横，
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先祖给小山村起了“官庄”的名
字，也许就是祈盼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过去唱周姑
子戏并非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谋生为目的，学会
了周姑子戏，就有了谋生的手艺。据后村镇山西头村
现已78岁的安秀升女士说：“每到东关、巨峰等大集
日，我们就去唱周姑子戏，一天能挣一两块钱。”

李家官庄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至今已有600余年
的历史了。周姑子戏何时在该村传唱的，已经无人说得
清楚了。由于贫穷等原因，李家官庄几百年来也没有续
过家谱，也没有村志，过去的事情只能通过口口相传，
留下一片模糊印记。现已73岁的李学部说：“李家官庄
的周姑子戏有些年头了，起码有300年以上的历史了。
过去有个唱周姑子戏的‘老铃铛’，听说是最早唱周姑
子戏的老人之一，再往上追忆，‘老铃铛’的师傅以及他
师傅的师傅是谁？没有人说得清楚了。总之，无论是哪
辈师傅，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唱
戏是吃饭的手艺，那时候的人都不识字，只能一句一句
地教，不是本乡本土亲朋好友，谁会教给你？李家官庄
的周姑子戏从什么时候兴起可能说不清，但是有一条，
一辈传一辈，都是本地人，不是从外地学来的。”

李学部所说的“老铃铛”是本村一位周姑子戏艺
人，人们已经记不清他的真实姓名了，只记得他的艺
名，或者说是绰号。是不是因为声似铜铃一般清脆悦
耳而得的绰号呢？因为年代太久，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楚了。与“老铃铛”差不多年代的还有一位李姓艺人，
延字辈，什么名字已经没人记得，只知道他的徒孙辈
艺人是李增来，李增来生出于清朝同治年间。

李家官庄西去不远的梁山口村的孟召英，是上世
纪末非常有影响的周姑子戏艺人，红遍日照周边县区
及苏北一带。孟召英生得俏，唱得甜。她的丈夫朱孝文
生于1919年，李家官庄李增泰是朱孝文的姑爷爷，朱孝
文夫妇就是跟着李增泰学的周姑子戏，李增泰生于
1885年的光绪年间。梁山口及周边好多周姑子戏班，都
是从李家官庄发展出来的。

值得关注的是，李家官庄村西有一座坟，据说是
一个讨饭乞丐死在这里，村里人善良，就把乞丐埋葬

在这里了，这地方也就叫了“周林地”。日久天长，
人们叫成了“九厘地”。讨饭的乞丐姓周，传说就是那
位哭诉不幸沿街乞讨的“周姑娘”。据村民们说，这座
坟与这个村子立村的时间差不多，大约在明代洪武
或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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