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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拾遗》

内容概要

《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丛书以八年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指挥中心——重庆为历史背景，以不同的分类
，从不同角度对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事件、佚闻、风俗等的串联，展现给我们一
幅幅鲜明的、立体的历史画卷。

本书为其中一册，以人物、事件为主线，以选入本书的具体人物或事件划章节。对陪都学界代表人物
的生活、学术生涯、奇闻轶事等作全方位的扫描和阐释，并配以相关的文献资料和历史图片，极具可
读性，集阅读、收藏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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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1937-1945悲壮的高校西迁“开开‘文化矿’”的战时教育部长陈立
夫抗战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罗家伦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在夏坝“法学摇篮”朝阳学院抗战陪都的本土学
府——重庆大学大气磅礴的本色学人——傅斯年“现代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世界伟人”——晏阳初陈寅
恪教授三次到渝的故事在古庙构思儒学大著的唐君毅教授抗战陪都的烧磁文化区张伯苓与南开的素质
教育陶行知和他的育才学校抗战时期的江津教育四壁清风石墙院——陈独秀的晚年生活杨芳龄与陪都
名校广益中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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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抗战陪都的本土学府　　　　——重庆大学　　　　四川天府之国，从先秦到汉唐，其经济文化
一直以川西平原的成都为中心地带。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年），重庆辟作商埠，因有两江合流、舟
航转运的特殊优势，于是“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货出入，输合必于重庆”。商
贸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川东地域经济的发展，重庆崛起成为西南重镇。　　　　随着中英《烟
台条约续增专条》，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法、美、德、日、英等国纷纷在重庆设立领事馆。辛
亥革命后四川军阀混战的结果，推出新的代表人物刘湘主持川政。　　　　刘湘主持川政后，极为重
视发展教育。继1926年拨盐税一部支持创建川大的前身成都大学后，1929年又组建重庆大学，又在磁
器口积极筹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和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并指令21军军部创建四川省立重庆女子职业
学校；刘湘还支持在北碚创立中国西部科学院，担任董事长。　　　　刘湘对筹建重庆大学有深邃的
见地，他认为，世界各国之所以有进步的文化和高度的文明，赖有完备的大学研究之所。因为大学设
立，才能够演进学术，阐明真理。因此，“欲解决种种问题，与列强相处于平等地位，应取法列强，
办理大学教育”。　　　　1929年8月4日，刘湘在21军军部召开的重庆大学筹备会上指出：“重庆乃
西南重镇，川东首要之区，大学之设立仍付缺如，这实为重庆地方之耻辱。此间中学毕业学生，除负
笈远游外，无升学之学校，⋯⋯为社会需要计，为四川前途计，重庆大学不可不办。”　　　　这次
会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刘湘又四次召开重庆大学筹备会会议，讨论诸多问题，决定在菜园坝临时校址
招生行课，又派人在重庆市内精心选址。考察人员沿两江上溯，实地踏勘。发现一处新址最为可人：
地处红庙子，面临嘉陵江，左挽磁器口，右连成渝路；一野平川，水陆称便，天空地阔，适宜读书。
这红庙子就是如今沙坪坝到磁器口襟靠嘉陵江这一大片土地。　　　　到了10月23日，重庆大学筹备
会常务委员会推选刘湘任重庆大学校长，并抓紧了购地建校的工作。1933年夏，建于沙坪坝红庙子的
重庆大学理学院竣工，嘉陵高崖，建筑挺拔。10月，师生从菜园坝迁入。1935年5月，省政府明定重庆
大学为四川省立大学。　　　　早在重庆大学创办之初，《新蜀报》、《大中华时报》纷纷载文就学
校仅设文理两种予以评论，认为未立工商，设科片面，这是轻视文化学术的做法，不利于人才培养。
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四川省教育厅又对成渝两地高校做了调整，把重庆大学的文学院并入四川大学，
将四川省工学院划入重庆大学，让重庆大学成为一所工科大学。　　　　这种做法引起重庆大学师生
强烈反对。教授们的抨击更为激烈。他们认为，综合性的高等学府，要培养精神高尚、学见丰富、多
科通识的精英人才。裁割文科，无异于裁割一校之灵魂。重庆大学既有高远的建校方略，面临“文化
颓废、国势替凌”的局面，就更应该研究国学，中西兼备，以求得综合创新。校长胡庶华坚决支持广
大师生的反裁并斗争。但当局执意裁并，斗争终归失败。　　　　重庆大学的发展不能不提到它的第
二任校长胡庶华。湖南人胡庶华是留德的冶金学家、教育家，他归国后连续考察我国的西北、西南地
区，受刘湘邀请，做了重庆大学校长。他的文化视野极为开阔，学术识见极为深邃。在对重庆的经济
、地理作了一年的考察后，胡庶华写出《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他以重庆大学1935年、1936
年的招生为例，指出头年新生标准40分及格，第二年也只有45分及格，可见重庆中等教育的落后。虽
有城市电灯、自来水和公共汽车，看似有都市规模，细加分析，“则去现代文化的水准还差很远”。
他据此提出重庆市应将沙坪坝作为一个文化区来建设的主张。　　　　1937年底到1938年初，胡庶华
领导重庆大学积极开展了文化区建设的实践。　　　　先是重庆大学1938年1月，致函周边的教育、文
化等企事业单位，邀约来校开会，商议“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合组实施办法”，并最终于当年2月6
日举行“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提出“维护公共秩序，改善住民生活，促进文化事
业”的宗旨。继后，重庆大学又积极为该自治委员会干事会议提供办公用具、活动场地和办会经费。
　　　　抗战时期，“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这个以履行政府基本职能为主旨的民间组织，“
佑启乡邦，振导社会”，对区域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而重庆大学作为其中的重要元素，它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1938年6月，胡庶华辞职离校，接替重庆大
学校长职位的是叶元龙教授。是他领导重庆大学，一如既往地推动了沙磁文化区的各项活动。　　　
　叶元龙，安徽歙县人，早年留学美、英、法等国，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
他1927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过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主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安徽省教育厅长、财政
厅长，济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贵州省教育厅长。叶元龙受任重庆大学校长前，正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重庆行营第二厅厅长任上。　　　　胡庶华提出辞去重庆大学校长职位，四川省政府先是任命四川
大学化学系主任曹四易接任，不料重庆大学“挽胡拒曹”，双方一时僵持不下。拖了几个月，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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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转了个弯，重新任命叶元龙为省立重庆大学校长，这才使事态平静下来。　　　　叶元龙担任了
重大校长，也同时接任了胡庶华的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主任干事的职务。　　　　叶元龙
于1938年11月7日到校赴任，马上抓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的改组活动，
一件是重庆大学省立申改国立的促进工作。　　　　随着战争全面爆发，沙磁地区的入驻单位日渐增
多，辖区内已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省教院、中工职校、大公职校、军政部纺织厂、军
政部制呢厂、大鑫炼钢厂、豫丰纱厂、兵工署24厂、中央电台、合作五金制造厂、永利化学工业公司
、沙坪坝电厂、巴县汽车公司、行营第一军械库、川康银行、金城银行、国立药专、省立女职校、北
平师大劳作专修科、中央研究院仓库、沙坪坝邮局、巴县龙隐试验乡公所、大成糖厂、重庆牛奶场、
昆仑纸厂、小龙坎龙隐人力车行、资源委员会轻油厂等多家单位，自治范围逐步扩展，改组扩大工作
日益紧迫。加之当时四川省政府又将歌乐山森林区委托给地处磁器口的会员单位四川省教育学院管理
，重庆大学和省教院共同发起建立了歌乐山乡村建设社。文化区领域又进一步扩大。　　　　1939年1
月30日，重庆大学会议厅举行了“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改组扩大会。这次会议由叶元龙派出
的代表沈重宇主持，认真讨论了新的组织草案，并扩大改组，重新将该会定名为“巴县沙坪文化区社
会事业促进会”。选出叶元龙、王韬甫（巴县县长）、罗家伦（中央大学校长）、周越浩（金城银行
沙坪坝办事处主任）、潘仰山（豫丰纱厂经理）为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叶元龙为主任委员、王韬甫
为副主任委员。　　　　在抗战烽火中，重庆大学积极投入宣传的洪流，为民众觉醒和社会发展作出
巨大的努力。在日寇重压下，国民党二号人物、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汉奸集团叛国投敌，卖身求荣
，叶元龙校长率全校教职员工发出《阐明国是声讨汉奸》的电文，对其卖国行为作了深刻揭露和无情
抨击。电文指出，“立国之本，在于文化与教育。⋯⋯今日誓死抗战之意识植基于此，将来无穷建国
之大业，亦植基于此”。当时，沙磁地区各界纷纷举行以“讨逆锄奸”为主旨的活动，冯玉祥将军倡
导发起“捐款建墓铸逆”运动。重庆大学师生热烈响应，走上街头，向民众散发讨汪传单。　　　
　1939年7月7日，沙坪文化区“七·七”抗战建国两周年纪念大会在重庆大学体育场举行。重大师生
邀约南开中学、中央工校、省教院、药专的师生一道，办墙报、贴标语、演出话剧、放映电影，使社
会各界的民众受到热烈的鼓舞。纪念大会召开的当天，师生们在校园内热情服务，四下巡逻，最后组
织了向前方将士募捐的“献金”活动，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作为文化区的脊梁柱石的重庆
大学，随着它肩负的文化责任日渐繁重，它的“经费支绌、设备欠周”日显突出，1939年1月12日，重
庆大学成立“四川省重庆大学国立促进会”，发起大学升格的国立运动。师生们广泛向各界和政府当
局递送促进会“宣言”，从历史现实、交通地位、学校现状、办学经费、成渝比较、国内高校等方面
陈述了六条情势，表达了希望改省立为国立，以获得充分发展，适应抗战需求的心声。宣言指出，重
庆大学从1929年创建，1935年改为省立，“幸赖政府当局深切关注，历任校长惨淡经营，与各界文老
之热烈襄助，设备渐充，人才蔚起，实质精进，声誉日增。”但“本大学尚无确定设备费，”而每年
仅有的五十万元经费，也多是七五折且欠至数月核发，遂使学校行政“多受掣肘”，不仅“影响校政
”，而且“贻误西南文化之发展”。　　　　当时教育部久有大学国立的规定，而且数年之间，东北
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等皆先后改为国立，省立大学所剩无几。宣言呼吁
政府公鉴，改重庆大学为国立，以获发展之规模，以应抗建之需求。然而，宣言递送国民政府最高当
局蒋介石手中，答复是“应暂缓议”，便搁了下来。直到1942年12月29日，行政院才通过将重庆大学
改为国立。　　　　抗战时期，重庆大学发展为有三院十二系二个专修科一个师资班。工学院院长由
著名无线电专家冯简担任，理学院院长由著名数学家何鲁担任，商学院院长由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担
任。延聘任教的著名学者有：潘序伦、柯召、李四光、段调元、俞建章、朱森、毛鹤年、丁洪范、朱
祖晦、柱国璋、张圣奘、傅丽夫、刘觉民、罗蜇潭、叶谦吉⋯⋯他们一面教学，一面著书，“研究学
术，哺育英华，佑启乡邦，振导社会”，为中华民族的教育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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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当年的重庆汇聚了全国的知名学者。
是人文荟萃之地。
2、民国教育界故人故事.读的是2010年8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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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重庆旧闻录1937—1945》这一套丛书总共有十一本，他们分别是官场勾陈、帮会秘事、商界集萃
、学界拾遗、画坛辑佚、梨园忆旧、回眸下江人、市井百闻、御倭传奇、风雨传媒、笑林记趣。这本
书是这套丛书的第四辑，主要简单介绍了1937—1945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某些高校校西迁陪都重庆后，
当时学术界的一些简单情况，主要描写了陈立夫、罗家伦、傅斯年、晏阳初、陈寅恪、唐君毅、张柏
苓、陶行知、陈独秀（晚年）、杨芳龄、梁思成等人物的事迹以及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
、复旦大学、朝阳学院等大学的概况，从中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的名人的生活以及各个大学艰难的发
展状况，当然书中主要还讲述了各大教授和各个大学的教育理念。这其中我很喜欢当时任中央大学校
长（1932—1941）罗家伦先生说的一句话：办大学不仅是办理大学普通的行政事务，而且是要创造一
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可是现在各个大学的
特色正在逐步趋同，大学的精神荡然无存，现在大学发展的速度犹如高铁一样，质量和速度成反比，
大学教育应重质量，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追求速度，如果质量不合格，宁慢勿快。这一时期各个教授
以及学生虽然生活清贫，但是精神生活异常丰富，他们为中华的独立而不懈的奋斗。此书配有大量珍
贵的图片，图文并茂，是一本较好的课外读物。《学界拾遗——重庆旧闻录1937—1945》   韩子渝编著
   重庆出版社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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