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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太侔（1889~1968年），又名赵畸，山
东益都（今青州市东关青龙街）人。他的一
生跌宕起伏，历经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走出了一条政治救国、教育报国的人
生之路。爱国是赵太侔生命乐章中的主旋
律，是他人生的底色，他是一位令人敬仰和
值得缅怀的爱国知识分子。
青年时代，赵太侔参加同盟会，投身于
济南、烟台的独立起义，是山东辛亥革命的
先驱之一，反抗满清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
是他人生的重要起点。1914年至1917年，赵
太侔就读于北京大学，时值五四运动前夕，
他投身新文化运动，与同学袁振英创办无
政府主义社团——— 实社，编辑出版《实社自
由录》，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北大毕业后，
赵太侔远赴美国纽约，编辑《劳动潮》，继续
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是无政府主义思
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为贫瘠、落后的中国，
寻求一剂救国的文化良方。
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对赵太侔的一
生至关重要，其价值观、品行、专业知识，根深
于此得天独厚的环境中。赵太侔深得北大校
长蔡元培办学之精髓，在以后的办学实践中，
他将北大精神融于其中，并发扬光大。

在留学美国期间，赵太侔参与发起国
剧运动并付诸实践，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
戏剧的精髓、吸收西方戏剧的精华、创造出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剧”，开启了话剧民族
化的道路，在中国戏剧史上写下了重彩浓
墨的一笔。
1925年5月，赵太侔回国，创办了北京艺
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戏剧艺术由此纳入国
家高等教育范畴；大革命时期，赵太侔于
1926年南下广州、武汉，在国民政府任职，期
间参与收复九江英租界，这是中国政府收
回的第一个外国租界。1928年5月，赵太侔随
国民政府北伐军来到济南，在目睹了国民
党的腐败与黑暗后，他毅然弃政从教，创办
了山东实验剧院并任院长、兼任山东省立
第一中学校长；参与筹建国立青岛大学；先
后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教务长，山东大学
校长，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抗战期间，赵太侔在重庆先任教育部
戏剧整理组主任，整理中国各剧种的剧本，
领导北碚的戏剧运动，为抗战服务；后任教
育部高教司司长、参事，负责高校复员工
作，为恢复战后中国高等教育秩序尽到自
己的一份责任。

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春在青
岛复校，赵太侔再次担任校长。他在任山东
大学校长期间，治校理教，群贤毕至，学术
日昌，居功至伟。
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国民党海军司令
桂永清令赵太侔乘军舰南逃，赵太侔不愿
再随国民党残余流亡，秘密避居山东大学
医学院附属医院。6月2日，青岛解放。赵太侔
向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部长王哲办
理了山东大学的交接事宜。
赵太侔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深明大
义，凭着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正义良知和与
山东大学十几年的血脉情缘，同广大爱国
师生站在一起，为维护学校完整、保护学校
财产站好了解放前的最后一班岗，把一个
完整的学校交到人民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太侔先后
任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教授，继续从事
英语教学。在学术上，他致力于文字研究，
造诣颇深，撰有《汉字新法打字机拟议》《关
于汉字的简化问题》等论文。他对草书有精
深的研究，曾将草体偏旁分门别类编列体
系，以此为基础，他提出用草书简化、规范
汉字建议，成为文字改革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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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国剧运动是不
可或缺的一页。在美国留学期间，赵太侔
与余上沅、熊佛西等人发起国剧运动，并
付诸实践。作为戏剧家的赵太侔，由此登
上了中国现代戏剧的舞台。
1919年8月，赵太侔考入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先攻读西洋文
学，后专攻西洋戏剧，师从美国著名舞台
美术家学习布景艺术。赵太侔酷爱戏剧，
学习非常用功，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许。
龚地师认为赵太侔是他近年来知名的学
生中最得意者之一。
1924年夏，赵太侔和余上沅、闻一多、张
嘉铸、熊佛西等热爱戏剧的中国留学生相
逢于美国纽约，受到美国戏剧的影响。1924
年12月，赵太侔与余上沅、闻一多、张嘉铸等
人自编自演的英文版中国戏《杨贵妃》在哥
伦比亚大学国际学舍礼堂演出，大获成功。
怀揣着振兴中国戏剧的梦想，赵太侔、余上
沅、闻一多三人于1925年5月回国，来到北京
开展国剧运动。1925年8月，赵太侔与余上
沅、闻一多将已停办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
恢复起来，并创设了戏剧系，赵太侔任系主

任。北京艺专戏剧系，是中国第一所在官方
备案的戏剧系，戏剧艺术由此进入国家高
等教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8年5月，赵太侔回到山东，秉承着
国剧运动的梦想，在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
支持下，先在泰安试办“民众剧场”，深受欢
迎；1929年8月，赵太侔又在泰安民众剧社
的基础上，于济南创建了山东省立实验剧
院并任院长。
山东实验剧院在随后的发展中，培养
出崔嵬、魏鹤龄、陶金等一批艺术骨干，济
南由此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三个戏
剧中心，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南国剧社，
并称为“北校南院”、“南社北院”。
赵太侔于1932年9月至1936年6月任山
东大学校长，1936年7月至1938年3月任北平
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由文学家执掌大学，
其人文追求直接影响了学校自由文学传
统的形成与发展，决定学校的体制与规
范，直接结果是学校更注重文科的教育与
发展。赵太侔作为著名的戏剧家，在其执
掌大学期间，戏剧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
在执掌山东大学期间，赵太侔热心扶持

学校的文艺社团。成立于1932年的海鸥剧社，
是山东省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
革命剧社，是当时青岛左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剧社的主要骨干崔嵬、杜建地等，是赵太侔
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时的学生。赵太侔
被聘为顾问，对海鸥剧社给予指导。
赵太侔、俞珊夫妇是著名的戏剧家，
而被赵太侔聘为教授的梁实秋、洪深、孙
大雨等人，他们或戏剧创作，或戏剧研究，
或戏剧翻译，对于繁荣学校的戏剧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学校的戏剧活动空前高
涨，成为青岛戏剧活动的中心。
在任北平艺专校长期间，赵太侔将戏
剧纳入艺术学科建设的范围，举办了丰富
多彩、形式多样的戏剧活动,演出了街头剧
《放下你的鞭子》新编京剧《新雁门关》等抗
战剧目，在演出中，赵太侔、俞珊夫妇进行
艺术指导。1937年12月，赵太侔当选为中华
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
抗战期间，赵太侔以其深厚戏剧研究
学养，主导了教育部和国立编译馆的剧本
整理工作，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戏剧
文化和抗日救亡，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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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杨洪勋

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中，
有两位大学校长以沉默著称，一
位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另一
位就是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这
两位被称为“寡言君子”。赵太侔
的“寡言笑”性格在当时是出了名
的，梁实秋认为他是性格上“寡言
笑”而学养上却是“内涵蕴藉”的
“畸人”。熊佛西的评价是：“‘夫人
不言，言必有中’，赵先生受之无
愧！”赵太侔是我国著名的戏剧
家、教育家、爱国知识分子。他的
一生，较之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
着较完备且复杂的人生履历，北
大学生、留美学生、大学校长、教
授、国民政府官员等诸多身份，无
不彰显赵太侔人生之复杂。

赵太侔 山大时期的赵太侔 1960年，赵太侔做汉字研究。

国立北平艺专第一届毕业典礼，中坐者为赵太侔。 赵太侔被杨振声校长聘为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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