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读蔡锷敬祝华西协合大学校

金开泰

笔者在探寻华西坝文化中，看到大学的建立得到了中国人士的巨大支持。其

中例举了蔡锷的敬祝词。反复吟咏，体会似有所升华。

蔡锷（1882 年 12 月 18 日－1916 年 11 月 8 日），是众

所周知的护国军领袖，起兵讨袁，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袁世凯死后，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英年早逝后受到政

府和国民高度评价。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他敬祝华西大学的题词，首见于华西协合大学，1983 年前的

各种蔡锷文集都没有收入，到 2008 年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

会和湖南出版社出版，曾业英编辑的《蔡锷集》，才将其收录。蔡锷是 1916 年

7 月 29 日（星期六）到达成都。8 月 7 日，获准假两个月，两日后（9 日周二）

即离成都东下，在成都只有 10 天，能到华西协合大学视察，并为学校题词，可

以说是一件异乎寻常，十分难得的事。从“瞻望宏谟，深慰穷喜”看，蔡锷一

定到校，亲眼所见，其字又明显不是蔡锷的手笔，也不是府中的秘书的代笔，

而是印刷体加铃印，所以题词的的背景和题写的情况目前尚没有发现当时的记

述，只能做些揣测。

这 10 天中，蔡锷公务繁重，如统一治军，整顿财政，制定军队、官吏奖惩

条例等，还有一个重任是维持学务。据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四十六：抱病治川

（二）中说：军兴之后，四川各地学校也受到冲击，不少学校成了军队驻扎之

地或战时医院，师生教学顿时中断。蔡锷督川后适值新学期开学在即，立即颁

布《饬维持学务文》曰：“现经大局妥定，自以恢复秩序为第一先事，而整理

学校尤属先务中之至急。现值暑假届满、学期开始之时，自应一律开校上课，

以免旷时废学。而驻有军队之学校，地方官绅未便请求迁移，以致不克及时开

校，拟请通饬驻扎各县地方之军队及病院，一律移驻寺院，并饬各县办学官绅

迅速定期开校办学授学，以免玩愒。”为推行此饬，督促“第一先事”，选择

一二个学校视察是完全必要的。华大是当地名校，此时亦在筹备复学，在这“至

急”之时，前往视察在情理之中。其二蔡锷 1915 年早在北京时就已身患喉疾，

“一日深秋，早起渡南海，遇疾风面喉痛剧，遂病”，“遂离京，以病辞，真



也，非饰也”。（蒋百里《蔡公行状略》）。由于战事紧张，未得到治疗，日渐加重。7

月 6 日尚在泸州时，“经（梁启超从上海请）德医（到泸）施治后，肿痛更剧，

声音全失，精神萎顿，饮食骤减”。所以到成都后，他对华西协合大学的情况

应有所闻，到华大视察，顺道求医问药亦合常情，可惜没有见到留下有关证据，

或许觉得病情已相当重，成都此时尚无耳鼻喉专科医院，不具备医治条件，还

是尽快到设备、技术条件更好的医院治疗。于是再三电请辞职治病，并保荐护

国军参谋长罗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长兼会办四川军务。与此同时华大校

方自然带他参观学校。而此时能参观的只有已经完成的永久建筑贾会督纪念楼

和亚克门纪念室及一些临时建筑，怀德堂正在修建，所以更多的或许是报告发

展宏图，并请求题词。他参观后依然很高兴，乃欣然答应，并谓之曰“敬祝”，

谦㳟而平易。

   

          



       

从敬祝词内容看也不是一般的短语警句，而是深思熟虑，融入自我，讲究

文彩的文章。这源于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及留洋的世界视野。查蔡锷六岁庭训，7

岁就学私熟，10 岁毕五经，能文，13 岁随时樊山肄业长沙，即擅文名。春参加

院试。被补为县学生员（秀才）， 14 岁应岁试，名列一等。15 岁入时务学堂，

16 岁考出洋学生，应试 5000 人，以第二名入选。1899 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大

同高等学堂，后转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2 年再次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在中外的学习与磨励，中西文化、见识兼备。蔡锷平时亦好诗文，在成都虽忙，

亦有谒杜甫草堂诗：“锦城多少闲丝管，不识人间有战争！要与先生横铁笛，

一时吹作共和声。”别望江楼诗：“锦江河暖溅惊波，忍听巴人下里歌！敢唱

满江红一阙，从头收拾旧山河。”（蔡锷集）敬祝词以四字一句，一般用于记述

重要的文字，比如蔡锷本年六月刚写的《护国岩铭并序》：“护国之要，帷铁

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裂。……勒铭为石，以励同袍。”就是如此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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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词对于百年后的我们读起来，也不困难。只有个别字，需稍加注释，

如：

厥弊：厥者，逆也，气逆、厥逆也。即由于气机逆乱，升降失常，阴阳气不

相顺。病因只能存在于体内。

顽冥：愚钝无知。

宏维：大纲，要领

戎马倥偬：本指战马，借指军事；倥偬：繁忙。

遑：闲暇。

宏谟：宏谋。

最值得品味的是最后：“岷峨苍苍，江水泱泱，顾言华西，山高水长。”

这虽简单，人人皆可明白如话，但却有深厚的典故来源，意义不凡。它来自北

宋政治家范仲淹贬居睦州之时写的散文《严先生祠堂记》。严先生即严子陵，

名光，会稽余姚人。为东汉刘秀（汉光武）的同学。刘秀即位后，他改名隐居。

后被召到京师洛阳，任为谏议大夫，他不肯受，归隐于富春山。身为睦州知州

的范仲淹由严子陵而联想到自己，由汉光武而联想到当世之时弊。于是来此任

职,即着手“构堂而奠”，写下这篇文章，以严光与汉光武对比。文中写道：社

会热衷于事功，先生独能“不侍奉王候，行事高蹈绝俗”，这就是先生立身的

依据；而汉光武能“以尊贵之身礼敬卑贱之人，大得民心”。可以说先生的品

质，比日月还高; 汉光武的气量也比天地大。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汉光武的

气量与宏大；如果不是汉光武，又怎能彰显先生品质的崇高呢?最后一段：“仲

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

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比山高，比水长。 ）范仲淹仰慕、颂扬严先生之风，

更在于期待国家倡盛，仁人志士皆能各展其才。蔡锷在借用时只改动了六个字，

将“云山”改“岷峨”，将“先生之风”改为“顾言华西”，期待华西协合大

学能造就出不慕虚荣富贵的仁人志士，願大学似岷峨苍翠，同锦水悠长。华大

因将军的赞誉与支持而信心满怀；对华大的热爱又彰显了将军爱国爱民，对美

好未来的期盼。

敬祝词结构严谨。从立国之本，述及中西融会、合炉冶之的文化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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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赞我文明古国，又尊重外国贤士。然后就自已亲历目睹，既颂眼前的大学，

又寄托深切期望。

通篇敬祝，典雅含蓄，意景深远，谦㳟平和，感情至深。与常见的官员题

词迥然不同，反复吟咏，更敬而仰之。

直 读或可以为：

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经济富国和力行教育讳人。国富方能改善人民的生

活；教育方能使人增长才识，步向文明大道。人生的基本要素是维护身体和思

想的健康发展，思想尤其重要，如果思想没有正确的导向，体内就会气机逆乱，

阴阳不顺，头脑便会愚钝无知。

当今世界，人类在不断进步。我国向称文明古国，但英美之邦，亦有可学

之处。他们的专家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我们，耐心发展文教，将

先进的科技，传播到中国，与中华文化交融会通，共同推动文明进步。

我来自云南，起兵保卫共和，一直军务繁忙，没有时间顾及文化教育事业。

今天看到华西协合大学已具规模，愿景宏大；国人子弟，有幸在此，学贯中西，

登高望远，心中无比高兴。 

願大学有君子之风，培养出不慕高官厚禄，不贪图名利的有志之士；願华

大像岷峨般苍翠，似锦水之无边，世代相传，与山水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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