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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湛恩纪念集》

前言

我的沪江岁月    徐中玉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我原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过三年，坚持抗
日活动，参加中共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工作。后来随校西迁，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
中文系毕业，并加入“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表许多抗日的文艺论文，担任“中央大学文学会”
的主席。接着又考入迁在云南的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深造，两年后毕业留校，在中文系任
讲师后又任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1946年即回母校任教，并主编济南《山东新
报》的“文学周刊”及青岛《民言报》的“每周文学”两个周刊。因公开支持党的“反内战，反饥饿
”的学生运动，竞受到国民党政府迫害。由于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称我支持革命学生的这些活动有“
奸匪”嫌疑，报经教育部长朱家骅密令山大一定要把我中途解聘，让我离开青岛。这根本不是母校的
意思。山大赵太侔校长把密令给我看了，他出于安全考虑，劝我暂时离开为妥。不得已，我就回到上
海，借住在亲戚家，艰苦写作，维持一家生计。后承师友帮助，先后蒙大夏大学、沪江大学两校聘请
，最后决定接受沪江大学聘请，于1947年暑期后到中文系任教。稍后还曾同时在同济大学中文系及复
旦大学中文系兼过课。直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才离开沪江大学。
我过去学习与任教，都在国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从无关系，很不了解，去了才感觉并无多少差异，同
样有贡献、有成绩。可能是因教会大学后已有所改制。在沪江大学中文系五年，我很有感情，相当顺
心，沪江中文系同事素质高，又很和谐、精简。我除教课之外，先后还兼任过图书馆馆长、工会副主
席、“中国民主同盟”的沪江区分部负责人、校“革新会”成员等。我至今还牢记不忘的，是当年这
些老同学、老朋友(即朱东润、余上沅、施蛰存、章靳以、朱维之五位)，都已逝去了。有些在中文系
或别系我教过“大学语文”课的同学，见面时都很亲切，各有成就。我的三个孩子，当年都曾在沪江
小学读过书，现在也仍牢记着当年的小学生活，说是环境好，地方大，老师们也教得好。他们有的至
今还在美国任教任职，有的还回国推动贸易，目标是对双方都有益。所有这些现象都使我欣慰，国家
之间都有共同发展愿望，便是人类都在进步的象征。过去的沪江有不少成绩，即教会大学依然同样培
养出了不少创下革命实绩的英才。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大学、沪江大学
、圣约翰大学等等教会大学都是这样的。“沪江大学”现在发展成了上海理工大学，一定能更加前进
。    在抗日战争时期，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深受国内教育界和宗教界重视重用。他抗日救国
的斗争精神特强，终遭日伪敌人暗杀，引起国际国内群情声援。这些事迹我们永志不忘。刘湛恩的牺
牲是“沪江”的不幸，也是“沪江”的光荣。解放后，经过思想改造的“沪江”的教授们要求能去北
京学习各大学的新生改革情况，消息传到北京，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准。沪江大学教授们自发组织的
国内第一个大学参观访问团得以顺利前往北京，同北京各大学的负责同志交流，请予赐教；还蒙周总
理特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大会表示欢迎，亦鼓励我们多多自觉改造，办好新的大学。可以说，这是“
沪江大学”历史上两件最突出的事情，无论是抗日救国斗争还是革命解放后的力求前进，都是值得我
们永远牢记的大事。多少年过去了，学校会有各种改革创新，相信这些重大事件仍会对后来的同志起
鼓励作用，令他们不断前进。刘湛恩校长的为国牺牲对我为耳闻、心照，周总理对沪江的指导与鼓舞
，是我直接深刻的亲身经验。相信后来此地的同志们也会留下类似印象、产生感激之隋。    上海理工
大学百年校庆时，我也承邀回去参加祝贺过。知道上海理工大学已对沪江大学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挖掘
和整理，并取得不少成果。我略知近年国内教育界对教会大学在我国的功过有了客观、持平的研讨，
改变了过去由于国家关系不和、政治制度有异而致的一味怀疑、不顾事实的态度，对沪江大学也有直
接的研讨，这是很正常的进展。我相信将来能取得更多更确实的成绩，对此我感到高兴。    作为曾在
沪江大学中文系工作过’5年的人，虽然距今已近60年了，我对“沪江，，还是深有感情的。校庆时看
到有不少校舍仍保存得很整齐牢固，更看到已增加了许多新的建筑，各方面都欣欣向荣，深感振奋。
“沪江”之后，会有更多、更大、更好的大学跟上，百年千年直到无穷的将来，我们中国的一切都会
如此发展。我不久将会带领当年在沪江小学读书的儿女以及他们的儿孙一道再到老沪江来愉快地重游
。    匆匆杂写此文，题名《我的沪江岁月》谨作为一个95岁老人对沪江大学久久的怀念之情吧。   
2009年9月6日于上海寓中

Page 2



《刘湛恩纪念集》

内容概要

《刘湛恩纪念集》讲述了：刘湛恩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革命烈士。章华明
主编的《刘湛恩纪念集》收录了刘湛恩遇难后，沪江大学师生及社会各界纪念、研究他的文章、诗词
及部分照片。《刘湛恩纪念集》的读者对象为在校学生、教师及相关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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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湛恩纪念集》

作者简介

刘湛恩（1895—1938），湖北阳新人。1918年赴美留学，先后入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
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执教，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
国协会教育总干事，1928年起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推为
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1938年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拒绝出任教育部部长，同年4月7日在上海遭日
伪暴徒狙击殉难。
2008年4月，在刘湛恩殉难70周年之际，上海理工大学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同时，校档案馆开始收集
资料，以《刘湛恩纪念集》为切入点，着手编辑沪江文化丛书。
章华明主编的这本《刘湛恩纪念集》包括刘湛恩遗属、中外友人、学生的纪念文章及诗词、部分纪念
活动记录、信件、研究文章、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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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湛恩纪念集》

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我的沪江岁月
刘公湛恩之生平
先夫刘湛恩先生的死
忆父亲
哀记父亲遇难
豆芽菜情思
祭父
写于先父塑像及纪念图书馆揭幕日
难以磨灭的记忆
献给刘校长
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昨遇狙殒命——大华路上子弹横飞西捕奋勇捉获一人
刘湛恩被害经过
纪念刘湛恩博士
刘校长与沪江大学
簇簇新的校长
敬悼不受伪命的刘湛恩先生
敬悼刘湛恩先生
悼刘湛恩博士
壮烈的完成
殉国者刘湛恩博士纪念词——殉国第二周年纪念
记刘张二先生的被刺
谈刘湛恩先生之死
蔡钧徒与刘湛恩
悼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
一个有政治风度的教育家——刘湛恩的生前死后
我与刘湛恩博士初次会面之回忆
从章乃器与刘湛恩的友谊说起
悼刘湛恩先生
刘校长治校的十年
刘湛恩之哀荣
第一位华人校长(1928～1938)
来自中国本土的领导者
我们永远怀念他——纪念刘湛恩校长诞辰百周年
在刘湛恩校长家做客
悲痛的回忆
我与沪江的缘分竟然是这样开始的
忆刘湛恩校长
终生难忘的风雨之夜
一件往事
从一个侧面看刘校长的办学思想
记刘校长的教诲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开创业余大学的先河
我们永远怀念您
缅怀刘湛恩校长
缅怀刘校长不拘一格广聘人才的办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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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湛恩纪念集》

又逢辛未话当年——怀念刘湛恩校长
一个值得纪念的音乐会
忆五十余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
得自刘校长的教益
万世流芳
我们敬爱的校长
刘博士原是我家的邻居
刘校长倡导的“勤工俭学”让我受益匪浅
缅怀刘校长二三事
刘校长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先导
饮水思源怀念刘校长
悼刘湛恩先生
永不消逝的怀念
尊荣与纪念
他的鲜血染红了爱国主义的大旗
忆刘校长
湛恩图书馆馥赉堂落成典礼特写
拜会刘湛恩
瞻仰刘湛恩校长故居小记
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烈士铭
纪念先夫刘湛恩先生为国殉难
悼刘湛恩先生
悼校长
一位“天使”的故事——谨以此诗纪念刘湛恩校长殉难50周年
沉痛的悼念
哀辞
悼念恩师刘校长
刘校长受难50周年感赋
湛恩校长殉难50周年祭
湛公颂
缅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
湛恩公校长刘殉难50周年纪念
恩师壮烈撼神州
纪念刘校长
烈士焉恋爵和禄
怀念刘湛恩校长
纪念刘校长殉难50周年
刘湛恩校长殉国50周年
追悼刘湛恩校长四绝
暮春重游沪大校园忆旧思恩
刘校长殉难50周年纪念
丹心照千古
“唐汤”学府似尚在
湛恩纪念图书馆
在刘湛恩烈士殉难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在刘湛恩校长塑像、湛恩纪念图书馆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我参加过1951年4月追悼刘校长的大会
纪念刘湛恩校长逝世47周年
刘校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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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湛恩纪念集》

“苟利国家生死以”——缅怀敬爱的刘湛恩校长
敬爱的刘校长永垂不朽
致沪江大学校友们的一封公开信
一封日本女子的来信
一封公开信
为纪念刘湛恩博士给全市师长和同学的信
爱国教育家刘湛恩博士
赤诚印寸心浩然天地间——记中华职业教育社早期社员、著名教育家、职业指导专家刘湛恩
刘湛恩与近代职教运动
刘湛恩教育思想对于当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历史选择了刘湛恩——刘湛恩就任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始末
沪江校魂刘湛恩遇刺案
刘湛恩与“沪江模式”下的图书馆
刘湛恩与沪江大学
一位赤诚的爱国者——记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
一腔热血化碧涛——沪大首任中国籍校长刘湛恩
刘湛恩遇刺
不同时期的“湛恩纪念图书馆”
“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世今生
附录一  刘湛恩校长传略
附录二  刘湛恩纪念活动概览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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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湛恩纪念集》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现在让我们仍旧回到“卢沟桥事件”吧！这儿是成就了日本侵华政策的导火线，它的
势头凶猛，正如野火燎原，不到一月半的工夫，上海已在庞大的火焰中被燃烧着。在8月12号那天，因
“虹桥事件”（9号下午五时半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军官二人，乘汽车驶入沪西虹桥飞机场之华军警戒
线内，为我国保安队所阻，该日人则发枪击毙保安队一名，保安队遂亦还击，致该两日人均毙命）日
本所提条件——撤退保安队，并撤除防卫工事——遭俞市长鸿钧驳斥，租界外江湾闸北的人民均感着
战争的迫近，惶恐不堪。“一二八”之役，为时虽短，可是敌人的凶残却仍旧痕留在他们的脑海中。
大家好像都有先见之明，这次战争如果发生，敌人将比以前更厉害，至少要凶残至一百倍。为着未来
的安全，所以在这些地带居住的人民无一不是焦急着：如果一旦战事发生了，他们将往哪儿去？尤其
在租界上布了电网，闭了铁门以后，因为那时租界仍保持着它那安全的威信。形势一分钟比一分钟紧
张，所以在晚饭时，在上述两处的居民成千成万地争先恐后地扶老携幼，有的还带着他们生命中所有
的不能分离的庞大的不值价的东西，如烧饭的锅，盖身的被及马桶等物直向租界方面冲逃。苏卅『河
的白渡桥、四川路桥、老垃圾桥等尤拥挤不堪。租界巡捕们无法维持秩序，最后只好发动万国商团来
帮忙。凡人看见过这种悲惨的情况的，除非他是铁石心肠，他毕生也不能忘记！这时正是暑期学校结
束的当儿，先夫所掌的沪江大学因校址在黄浦江的左岸，气候风凉。校景美丽，同那些歇夏的地域没
有多大差别，因此先夫同家内的人都没有他往。可是，在繁忙的秋季尚未开始，我们正庆着将要过几
天安静生活的时候，忽然间，像其他在上海的民众一样，被战争的死神支配住了。虽然这儿是一个最
高的学府，而且许多产业是为美国南北浸礼教会所有，它却没有安全的保障。先夫已感觉到这一点，
所以在和平解决“虹桥事件”变僵了的时候，他便告诉在校内凡能离去的人即时离去。他们都很听他
的指挥，在12号的下午，教授及他们的家属们，差不多都走光了，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我押了最后
的阵，带了我的第二个孩子光华、幼女光坤，只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离了我那十年的住宅，风景美
丽的沪江。但是，先夫却没有走，他同着几位自愿临危不退的中西教员们留在那儿守校。我的大孩子
光舁，那时他不过13岁，觉得他的任务是“保护他的父亲”，所以也留在校中。美丽的夜，同着清明
的月儿，在天空里高照着，凉风阵阵地白海边吹来，静悄悄地度过了，但是每一个人的心中，无一不
是被未来的战争的残酷所惊扰。果然的，违反着爱好和平人类的志愿，在第二日，那不幸的8月13号下
午六点钟的时候，沪江的门前军工路上已是血肉横飞，校园本身也变成了个战场！在租界方面已能听
见清晰的枪声，那时我整个的心灵是完全陷入了恐怖，我预感着未来，一切均是黑暗。我不知道我是
否仍能再与我的夫儿相见，所以当我在安慰别人不要心急的时候，我是时刻在默祷着上帝，求他保全
先夫及与他同在的人的生命。黄昏到了，爆炸声到处都是，比以前更可怕，好像战争的地带也扩大了
。我设法忘却我的痛苦，便跑到街上去招呼那班逃来无处安身的难民，带着无限的同情把他们领到所
设的那些临时收容所内去。这些难民收容所有的是政府立的，有的是慈善团体合办的。虽然我是时刻
地在忙着，但叫我忘记校内校门外那班人的安全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有一次当我正在疑虑不定的时
候，好像上帝还要使用先夫。在夜间十一时左右，他已经过了敌人的飞机场、敌人荷着光芒的刺刀所
看守的军工路的夹道，左边便是公大纱厂——敌人的军营——而逃到城中区的商学院来了！在这院的
对面便是我同孩子避难的地方——中华妇女节制协会——我因是这会的主任，当然我的办公处也在这
会里面。他来到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边，我半信半疑地跑到街中去。果然，不到五六丈远的距离我便
能看见从慎昌洋行那面来了数逾一百以上的一大堆人。我还不信先夫便是这班难民的领袖，但是在我
们越相靠近的视线中，他一件白色夏布长衫褂在一只手臂上，满面热汗淋淋的确然是已站在我的面前
了，在他身侧便是我那留校“看护父亲”的孩子，后面是那些自愿守校的中西教员和那些住在校门外
的校工及他们未走的家属。他们那副狼狈的神情真太可怜而又可笑了。我一下子想到了历史上“十字
军”的那段故事，因想减少点他们的痛苦惹他们笑一笑，我便提高我的嗓子唱起“前往基督的雄狮，
为耶稣力战⋯⋯”的歌来。哪知我那未受切1的声音却使得先夫十分难堪，同时不知怎的而又触着了
他的发笑处，所以他抬起头双眼怒视着我，后来忽又发出笑声在我的手臂上捻了一下，用英语说“你
这永远长不成器的女孩（you-thesameoldgirl！）”。晚饭没有吃，他们的肚子是饿极了，幸而那时尚
有些卖粥的在街上，我便把妇女节制会在对街所开设的“女子生产合作社”打开，请他们坐下，一人
吃一碗稀饭。虽然食物不多，看来他们好像觉得十分地满足了。他们一面吃，一面说，夜已渐渐地入
深。疲乏的身体，他们在商学院的课室里安度了这晚；先夫、孩子们同我便用我办公室的地板当作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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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4月，在刘湛恩殉难70周年之际，上海理工大学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同时，校档案馆开始收集
资料，以《刘湛恩纪念集》为切入点，着手编辑沪江文化丛书。    《刘湛恩纪念集》包括刘湛恩遗属
、中外友人、学生的纪念文章及诗词、部分纪念活动记录、信件、研究文章、附录。为避免内容上的
重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的杂志《天风》1985年第4期刊登的
《想到十字架无所畏惧的刘湛恩博士》等文章没有收录。    在沪江大学存世的40余年中，担任过“校
长”一职的共有9人，刘湛恩掌校lo年，是第4任校长，也是第一任华人校长，是个承前启后、沟通中
外的关键人物，可以说是当时沪江大学在特殊时期觅得的非常合适而关键的人选。这和他留学美国、
出生基督徒世家不无关系。事实证明，刘湛恩未负众望，在和国民政府、美国教会的沟通过程中，运
筹帷幄，确保了沪江大学lO年的快速发展，客观上也提高了刘湛恩在宗教界、教育界的声誉，也为刘
湛恩在国难当头之际，振臂高呼，成为上海抗日救亡的领袖人物之一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不幸
的是，正是因为刘湛恩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地位、作为及其影响并且初衷不改，终遭敌伪仇恨，直至
被暗杀。    本书是在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问世的。在编辑过程中，档案馆柴敏毓、陈刚、廖颖、
张晋荣等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刘湛恩烈士之女刘光坤女士、沪江大学上海校友会总干事
郑维淑、副总干事喻超等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大学生顾超利用暑假回家乡九江的机
会，走访了刘湛恩生前就读过的九江同文书院(现为九江二中)及九江市档案馆等部门。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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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湛恩纪念集》是沪江文化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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