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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中国化的新篇章

    

     

3.1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
化，20年代全国掀起
了“非宗教和收回教
育权运动”的高潮；
退学 罢课、示威
“捣毁围墙”频发，
学校处于风雨飘摇的
危机之中。面对冲突
政府也面对关闭还是
有条件保留的选择，
1925年11月民国政
府公布了《私立学校
向政府立案的命令》，
其后政府又公布了大
学组织法。学校必须
报中国政府立案。



1927年10月正式向省教
育厅呈文立案。1928年1月9
日省教育厅“准于先行备案”

1932年教育部派魏时珍、
梅心如、吴君毅、张重民等
四人为专员到校视察，与毕
业的学生同学会合影。认可
学校的办学成就。1933年9
月23日经教育部批复 “准于
立案”。立案代表了中国人
的智慧和包容，学校成为中
国政府属下的私立学校。



1935年6月24日蒋介
石、宋美龄等到校参
加学生毕业典礼。两
人都发表了演说。蒋
除赞扬华大外，讲了
劳动即生活，服务即
人生。宋说要求男女
平等是对的，但妇女
自身要努力。蒋对发
言的毕业生代表，苗
族学生朱焕章特别垂
爱。



（四）危难时期的合作与辉煌

• 4.1、战时最大的大学

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济南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平燕京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生
物系、协合医学院的部分师生以及护士专科学校，先后到华大联合办学，号称“五大学”。华西坝
上先后聚集文、法、理、医、农五大类专业学院七十七个系及一些专修科，学生近4000人，是战
时中国学科设置最多、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

五大校长会议地寻迹



学生上课与实验



八年中（1938－
45）仅华大有毕
业生872人，金大
有1317人，金女
大233人，燕大成
都校友670人，合
计3000多人。



  谢  韬                        李慎之                                 曹天钦

唐振常                       严庆澍                               罗元铮



马  临                             谢家麟                            钦俊德

庄巧生                               陈俊愉                            卢良恕



搜寻到从华西坝走出来的180人，都是7、80年代各专业的翘楚，有院士13人。

翁兴植                          方  圻                            吴蔚然

宋儒耀                 熊  丸                     张涤生                张光儒             



4.2、名流荟萃

当年曾在华西坝较知名的中外学者搜集到246人，其中外籍40名，中
籍里留学归来的占77%，有两朝院士15人；

      陈寅恪                         李方桂                         肖公权

  钱  穆                               魏荣爵                        刘承钊

                            



        戚寿南                             蔡  翘                            侯宝璋

      陈耀真                            董秉奇                            程玉麟



学会、书刊林立，学术活动频繁

中国文化、边疆开发，民族学研究是各校共同关注的，
其它研究各有的特色，如金大的理化、农学、电教；齐
鲁的国学、医学与边疆服务；金女的家政、音乐；燕大
的新闻、文史；华大的医学，尤其是牙医学、民族学；
中大的医学与畜牧学；协和的医学、护理。



4.3、危难中的英雄气概

1939年冯玉祥到校发表“坚持抗
战到底”的演说。

    黄孝逴                    罗盛 昭



几校从军的达5、600人。



4.3、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 

东西文化学社社员



1942年11月29日英国议会访华团   
卫德波应邀表《战后的问题》演讲。

1942年10月初，温德尔.威尔基，在华大向5000多师生演讲。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成都。



开启中国的熊猫外交

１９３８年按纽约动物园的要求，将熊猫潘多拉平安送到纽约。



1941年为宋美龄、
宋霭龄提供了送给
美国救济中国难民
协会的潘弟和潘达
的大熊猫，正式开
启了中国的熊猫外
交。

宋美龄与来接熊猫的蒂文观看熊猫



有六个熊猫同时出现在华西坝的校园应是由
被称为“熊猫迷”的美国人史密斯收购或捕
捉后准备运到英国去的。

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０日，“明”受到了玛丽
女王，大公主和拉塞尔斯子爵的接见，５月
１０日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公主参观熊猫。

英国著名摄影家伯特·哈迪拍摄了一张传遍
全球的照片。“明”在摆弄三脚架，为摄
影师的幼子迈克拍照。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学校处于危难与

机遇并存。虽然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充满着民族

复兴的勃勃生机；虽然艰辛，但也充满希望和英

雄气慨。五大学共同在这里联合办学，展现了前

所未有，绝无仅有的合作，保存了高校资源，并

有所发展。中外人员的患难与共，以科学代替迷

信，以友情代替歧视，以合作代替斗争，以大同

代替区域观念。那些渊博的教授，勤奋的学生,

使这片土地盈满灵秀，充满生机。  



（五）大学复名 谱写新篇（略）



附：寻找吴际霖

1955年参加核武研制。参与核武金银滩筹建，
曾任党委书记、厂长兼总工程师，他虽1976
年逝世，仍是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主要获奖
人之一；在二二一厂老人的心中，是“被遗
忘的两弹元勋”。2020年获“核工业功勋榜”
功勋奖章。被称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
奠基人之一。《东方巨响》、《中国核武实
验记实》、百度人物等都称：他是“1937年
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可惜
在校资料中找到不他的信息，又无法找到家
人。故寻求大家帮助。



•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