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0 中國專題 ■責任編輯：肖朋彥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5年10月3日（星期六）

成都華西壩由於遠離戰區，校園清
曠，條件相對優越，因此也被時

人讚為學術聖地。在中華民族處於災
難深重的日子裡，壩上幾所大學的千
名師生，上下一心，共赴國難，渡過
重重困難。

挖潛擴建 迎淪陷區學生
據陳廷湘教授介紹，華西壩上原來已

有著名教會大學華西協合大學（華
大），是一所已分設文、理、醫牙三學
院，佔地1,000畝的綜合大學。
1938 年，隨着戰爭局勢的大幅惡

化，原以為不會受到重大影響的金陵大
學（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女
大）、齊魯大學醫學院（齊大）等幾所
教會辦大學紛紛向成都送來了求遷信
件。為了使身處這些兄弟學校中的廣大
青年學生不因戰亂而輟學。經校務會議
決定：「華大將竭盡一切努力來接待淪

陷區各校師生的到來！」。
言出即行，按照應急措施安排，華大

一方面緊縮學校師生的用房，騰出女生
院部分宿舍和一幢男生宿舍（賈會督宿
舍）供內遷學校的學生住宿；把明德中
學宿舍全部讓給中央大學（中大）教職
工住宿；把體育館暫時作為金大的學生
食堂；把附屬醫院新建的洗衣房隔為幾
間教室。另一方面又在校園附近，租用
部分補習學校的校舍作宿舍。至1939
年春，才總算把從淪陷區遠道而來的幾
百名師生的食住問題安排妥當。
至於各校所需的教室、實驗室、辦公室

等，除原有的設備盡量提供或合用外，華
大還充分挖掘潛力，比如把地下室經過維
修、閣樓裝上老虎窗即可作為實驗室，有
的教學樓的過道兩頭，裝上隔板，即成了
窗明几淨的辦公室，基本上也滿足了華西
壩內各個學校授課的暫時需要。
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位於

北平日寇佔領區的燕京大學被封閉。燕
大於翌年2月，也決定遷址成都。

互通互融 採鬆散結盟式
伴隨着抗戰的血雨腥風，壩上已然成為

中國文化的重要地標。校內外籍教師更涵
蓋了英、美、法、德等多個國籍。面對紛
擾的局面，幾所學校採取鬆散結盟方式，
統一安排、分別開課，允許教師跨校講
學，學生自由選課，學校承認學分。不僅
如此，戰時的「Big Five」各種講座、團
契組織、課外活動也令人目不暇接。
根據史料記載，各大學的校長每周召

開一次例會，教務長每月召開一次教務
會。同時，大型、小型的學術講演會、
討論會、座談會等，也時常舉行，且名
目繁多。「這些會議不受學校或系級的
限制，均可自由參加。」當時的整個華
西壩呈現出一派學術繁榮的景象。同
時，在校園中設有醫學院的華大、齊大

和中大除聯合辦學外，又共同創辦了實
習醫院。由中大醫學院院長統一指揮實
習醫院院務，供教學用的同時，盡可能
地大量接收病員，為提高教學和醫療水
平發揮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這期間兩個全國性醫

學類雜誌也在成都實現出版發行。一是
由陳耀真、邱煥揚等創辦的英文版《中
華醫學雜誌》，它的出版推動了當時醫
學界的科學研究，並使得因戰爭而中斷
的醫學文獻得以延續。另一份全國性的
雜誌則是由華大湯騰漢教授等主編的
《中國藥學會會志》，對推動藥學研
究、交流經驗發揮了巨大作用。
當年的燕大校友，曾任《人民日

報》總編輯的黃瑞華也曾笑談，說
1979年鄧小平訪美，在20名隨行人員
中就有7名是燕大校友，而其中4名即
是成都燕大畢業的。當時的辦學質量
可見一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盼，實習記者 劉亮荀
四川報道）陳寅恪，江
西省義寧州人（今修水
縣)，歷史學家。在他36
歲時，即與梁啟超、王
國維一起並稱「清華國
學三巨頭」。上世紀40
年代，陳寅恪曾逗留成

都1年9個月，在這裡，他的眼疾惡化以致失
明。
3年後的1943年夏天，在抗戰的血色背景中，
陳寅恪與夫人唐篔帶着3個女兒從桂林出發，一
路上經受着疾病的摧殘，經貴陽，過重慶，再次
來到四川。年末抵成都時，陳寅恪的一隻眼睛已
經壞掉了。「殘剩山河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

多」，他用這樣的詩句記錄了這一次流離之旅。
此次，陳寅恪是受成都燕京大學之聘來成都

的，同時受聘於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任特約
研究員。是年冬天，成都燕京大學校長梅貽寶在
學校的周會上說：「我校遷徙西南，請得海內著
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前來執教。陳先生業已到校，
即可開課。這是學校之福。」不久，教務處公佈
了陳寅恪所開課目：《魏晉南北朝史》及《元白
詩》，後又開《唐史》、《元白劉詩》。由於聽
課學生太多，授課地點改為城外華西大學廣益學
舍大教室。

授課著書兩不誤
在華西壩期間，陳寅恪除了上課外，還完成了

《元白詩箋證稿》一書。書中，陳寅恪憑藉精深
的舊學根底和深厚的史學素養，把史學和文學打

成一片，以詩證史，以史證詩，融會貫通，在史
學和文學研究中開創了一條新道路。此外，陳寅
恪還在這1年9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了12篇重要論
文，成為他抗戰8年中最為高產的一個時期。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至1944年冬，一日，正

在家中備課的陳寅恪忽覺眼前一片漆黑，周遭的
景物頃刻間離他而去。此時，他歎了口氣，叫來
了長女陳流求去通知校方，「今日是不能上課
了。」1945年8月，抗戰勝利，雙目失明的陳寅
恪聽着華西壩鐘樓的渺渺鐘聲，不禁生出「破碎
山河迎勝利，殘餘歲月送淒涼」的無限感慨。
20年後，蝸居廣州嶺南康樂園的陳寅恪偶然
憶起成都。一首七絕詩流淌在這位盲翁明鏡式
的內心：

昔年人日錦官城，曾訪梅花冒雨行。
嶺南今朝頭早白，蔬枝冷蕊更關情。

「七．七事變」後，中國的高等教育經歷了一場歷史磨難。由
於華北、華東很快淪陷，處於這些地區的近百所高等院校和一些
學術機構相繼開始內遷。其中，四川省是聚集高校最多的地區，
約有56所。而四川成都則有8所名校進駐華西壩。其中匯聚華西
壩的正式教會學校包括華西協合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
學院、齊魯大學、燕京大學等5所高校，而這也成為後來被人們
津津樂道的華西壩「五大學時期」（時稱「Big Five」）。近日，
記者訪問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陳廷湘教授及參考史料，以了解
這段艱苦的華西壩「五大學」歷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盼，實習記者劉亮荀、宗露寧四川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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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廷湘教授告訴記者，當年西遷大學的學
生們入川一路徒步跋涉，艱辛不可言狀。
「燕大學生在母校被日軍佔領後，一得到校
董會在川復學的消息，即從四面八方趕赴成
都就讀。這些學生中有一位叫張澍志的女
生，她領着17歲的妹妹和4個同學勇闖日軍
封鎖線，快入川時又被山中強盜搶光了所有
盤纏。這一弱女子竟帶着同學拖着弟妹一路
討飯，最終成功抵達華西壩註冊入學。」
不僅學生如此，辦學期間，老師們也十分

艱辛。當時金大留美教授黃方剛與美國妻子
同在華大任教，2人工資不僅無力供子女上
學，甚至連最基本的果腹也無法做到。後
期，黃方剛因長期營養不良患上敗血症亡

故，留下妻子與一雙兒女，只得靠賣油器賺
錢貼補家用。
陳教授表示，在課餘時間，華西壩的五大學
師生還經常開展多種多樣的抗日救國活動，先
後建立抗敵後援分會、華西學生救亡劇團等組
織，領導各校學生參加抗敵救國活動。
相關資料顯示，1939年6月11日，日機轟
炸成都，華大校園中彈數枚，市民死傷嚴
重。五大學防護隊全體出動救護傷員，華大
辦公處多次成為傷者臨時住所，聯合醫院竭
盡全力搶救重傷者，金女大校長吳貽芳深夜
赴各處看望傷員，為防護隊員打氣。華大製
藥系女生黃孝卓，奮勇搶救傷員，不幸被彈
片擊中，當場犧牲，受到教育部通令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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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齊心 艱苦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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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淪陷區
遷川高校一覽

時間 學校名稱 遷川地點

1937年 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上海光華大學、山東齊魯大學、
中央大學醫學院及附屬國立牙醫專科學校、 成都
國立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
山西私立銘賢學院、燕京大學

1938-39年 國立武漢大學、國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
江蘇省立蠶絲專科學校 樂山

1938年秋 國立東北大學 綿陽市三台縣

1939年 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 江安

1940年 同濟大學 李莊

抗戰末期 私立東亞體育專科學校 瀘州瀘縣

時間不詳 中央工業職業專科學校 自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盼 搜集整理

■■大量遊客參訪昔日的華西協大量遊客參訪昔日的華西協
合大學合大學，，了解抗戰華西壩五校了解抗戰華西壩五校
聯合辦學的狀況聯合辦學的狀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華西大學華西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齊魯大學、、金陵金陵
女子文理學院四校聯合舉行畢業典禮女子文理學院四校聯合舉行畢業典禮，，圖圖
為進入典禮會堂的師生為進入典禮會堂的師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9401940年華西壩五大學校長年華西壩五大學校長，，((左至右左至右))燕京大學梅貽寶燕京大學梅貽寶、、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吳貽芳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吳貽芳、、金陵大學陳裕光金陵大學陳裕光、、華西協合大華西協合大
學張凌高學張凌高、、齊魯大學湯吉禾正在開會齊魯大學湯吉禾正在開會。。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原四川大學華西校區原四川大學華西校區
校門校門。。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萬德堂萬德堂，，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借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借
用的教室用的教室((19391939年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金陵大學的職工金陵大學的職工
宿舍宿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齊魯大學宿舍門前齊魯大學宿舍門前
((19421942年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華西協合大學門口華西協合大學門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晚年的陳寅恪。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