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结了所有的爱

金开泰

华西协合大学是由美英加的几个基督教会，在获得中国政府的准许下联合

办起来的私立现代大学。最初的基本宗旨是“拟在中国西部于基督主办之下，

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为与华西各差会有关系的中国或其它国

家人士提供教育设施,使他们能立足于当代受过教育的各阶层之间;为所有其它

阶层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手段。”期望“这个大学是要发展为一个最完备的高等学

府，使西部各省的学生不必远到外国去留学，就可以学得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科

学。这些学科都将在这所大学里面被基督精神所渗透，人们将受到这高尚理想

的灌输。”但它适应了中国文明进步的大趋势，尤其是经过文化冲突的洗礼，抗

战的烽火，基督教在中国日趋本土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了文理医农等各种

急需的人才，这是大家公认的。

办学当然要有多方面的条件。首先必须有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校舍、设备、

员工工薪、运行费……总称为经费。基督教会是信仰组织，不具有国家权力下

的收入，只能靠信仰宣传与行为向组织与个人募集。但教会间既已达成协合办

学，就必须保持维系大学运转的基础费用。1930 年各基督教公会只能按预算从

捐款内拨发急需的 31 万元，临时费不定。而大学要发展，光有基本的运转费和

少数学费（1930 年收银 9000 元）是不能扩大的，必须形成自己特有的造血筹资

功能。纵观华大几十年，除了立案后得到政府一定的补助外，主要经费都是募

集而来，学校的历史是一部历代华大人长期、艰辛的奉献的创造史，同时也是

一部博爱募集筹资史，从中凝结了所有的爱。这里仅从筹资方面加以概述。

一、华大资产概况：“瞻望宏谟，深慰穷喜，我有子弟，何幸得此。”

１、基本建筑：

1930 年学校一览中列出了所有的建筑 28 项，其中主要的 21 项由个人或教

会捐建（包括各教会亦将早已建成提供给大学的医院），其他及住宅 29 所亦为

学校和各教会筹资建筑。如：

1909 年，美国费城的斯卡蒂尔古夫人 (Mrs. Thomas Scattergood）为纪念

其夫捐赠了华西协合中学校；



       

1915-1919 年，美国纽约长岛北岸的罗恩甫（Mr. & Mrs. Joe Morrell）

为纪念白槐氏（Mr. Whiting）捐建了怀德堂（事务所）；

1915-1920 年，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霍特（JairusHart）为纪念最早率领

加拿大教会到四川的赫斐秋，捐建了合德堂（赫斐院）；



1914 年，由曾任大学董事会主席高琦博士（John F. Goucher）捐资兴建学

校，初为华美模范高小，后命名为高琦中学。1918 年的高琦再捐建了弟维小学。

高琦中学 1931 年大部被焚，教室移入华大教育学院，民国 24 年夏为该校十周

年纪念，该校拟募资重建，函高琦之女公子以利萨伯高琦，即今之贾夫人（当

时夫妇在日本横滨），请其捐资。为明情况，夫妇于 12 月中由日飞汉，贾复只

身于 19 日飞蓉，由毕启校务长陪同视察该校，前后留省三日。昨日来电认捐

18000 元，作新建校舍之用。（1）

1944 年川军 24 军唐永辉师长为高琦中学兴建食堂，捐赠约 15 万元，5 月

20 日落成典礼，该校即以“永辉堂”命名之，籍作纪念。（2）

1920 年，美印地安那州浸礼会万德夫妇（Vandeman Family）捐建了万德

堂（明德宿舍）；

1924 年，美国夏威夷嘉热尔顿（Atherton Family）兄弟捐建嘉德堂（生

物楼）；

1925 年，英国伦敦公谊会的亚兴登(Arlington Trustees)捐建了雅德堂

（广益宿舍）；

1926 年，美国南达科塔州阿巴丁的赖懋德夫妇（Mr. & Mrs. B.C. 



Lamont）为纪念其子捐建了懋德堂（图书、博物馆）；

1927 年重庆刘子如捐建了中学礼堂；

１９２８年摩尔夫人（Mrs. Benjamin Moore）和诺特曼先生(Mr. W.A. 

Notman)提供了第一笔捐款，其后多伦多大学英美会捐资８万美元，建成医牙

教学楼两翼。１９３８年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资助，连接了两翼；

1928 年英国伯尼维尔的嘉弟伯氏（Mr. George Cadbury）捐建嘉弟伯教育

学院东头；1947 年刘文辉捐助了国币 10 亿，拟修边疆乡村建设大楼，但物价

高涨，经双方商定在教育学院加建了西头；

后继的还有：

1935 年中国著名麻风病医生马克维来到华西，又同本校几位同人赴西康省

西昌越西等县考察，发现该省麻疯病之流行，返校后遂有建立麻疯病医院之意。

更因马医生的赞助，获得英国伦敦麻疯协会捐赠医院一所与其中一切设备，并

慷慨允助常年经费。1941 年 6 月校长张凌高代表大学从伦敦协会接收了此新建

医院。1948 年麻风病专家巴舒博士到蓉考查，参观本校麻风病院，闻曾代表美

国麻风救济协会捐助本院麻风病院美金五万，作增修房舍之用。（3）

1936 年得到中央庚款 7.5 万元，中华文化基金 1.5 万元，又取得了洛克菲

勒、英庚赔款、中国基金会及许多毕业同学的捐赠，置地 80 余亩，建立新医

院，1942 年部分开业，1944 年全部落成，称为“华西协合大学医院”。

1939 年经安得胜医生同意，募集捐款筹设肺病疗养院。先于卫立煌太太与

陈静珊先生处，募得二千余元，复与启院长商洽，借得万余元，又经陈先生之

热忱，与李吴诸君交涉，以原价 11600 元购得广播电台附近旧日之刘家花园，

计地十七八亩，内有苹果、葡萄花木等树五百余株，及中式四合头房一座，改

为疗养院。开院之后，安医生复于英伦募得英金折国币二万余元，始将旧债偿

清。数年逐一增添设备，亦渐完善。（4）

1941 年２月毕业同学总会募集钜款建造会所，预计约需 28000 元，又设备

4000 元，共 32000 元。母校慨然担任半数，毕业同学会负责募集一半，（5）6 月

23 日会所落成典礼及欢迎 27 届毕业同学。（6）

1941 年华西坝上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华西大学共



同筹建化学馆，另一部分由基督教大学教育协会补助，共耗资 350000 元。11 月

建成揭幕。该馆馆名乃追记苏道璞先生。此馆战时供四大学之化学系与化工系

合用，战后供给华西大学化学系之生长与发展。（7）

1942 年加莫力生捐八万元建医学院对面的药学楼。

1943 年华大在校园内建筑青年馆，耗资 60 万，终因工料飞涨，一度停顿，

幸得张主席亲自扶持，得中央续拨款 25 万，复得蓝师长文彬慨捐法币 10 万。

全部工程 10 月底完成。张主席率先倡导，捐赠设备 5 万元。廖县长炳文，张校

长，张主任明俊，方教务长，金大森林系主任朱惠芳等纷纷赠花木，各校教授

学员多赠康乐工具书报等件。（8）

  1949 年兴建的新礼堂是老华大的最后建筑，土地为浸礼会捐赠，资金由费

尔朴筹措，一位中国基督教徒慷慨捐赠了 23500 美元，成都基督教教区又联合

凑集到 1000 美元，保证了建筑施工。

在这些捐修楼堂中最有趣的故事是毕启在《大学的开始》中所说的亚克门

楼和钟楼。亚克门也是华大的第一幢楼。他说：1914 年经周忠信的推荐，他找

到了美国医生柯里斯（Dr. Jonathan Ackerman Coles），他一眼就看重了一幢精

美的图样，执意要捐建，但该楼已由美以美会承建，毕启只好说服美以美会退

出，使他如愿以偿。他给了雕刻有“亚克门塔楼”的一块不锈钢铭牌。说这栋

楼将用于纪念他的外祖父亚克门。柯里斯还对毕启展示了他纽约家族的一些豪

华产业。他说，有了这些，你和你的大学将会有取之不尽的财源。后来又加捐

了一万美元用作这栋楼的永久维修费用。据了解柯里斯 1843 年出生于新泽西州

纽瓦克一个富庶的农民和立法委员家庭。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母亲早

逝。他 1864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四年后毕业于哥大医学院－纽约市内外科

医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in New York City）。在欧洲、

中东游历后，在父亲手下从事外科。1891 年被选为新泽西州医学会会长，又是

美国医学会会员。1891 年父亲去世后，他接管了父亲的慈善事业。毕启说这是

学校建设捐赠的完美开始。1924 年柯里斯又捐赠了大学的钟楼及钟楼上的 4 面

壁钟和里面的铜钟机芯。毕启说他最终捐赠了他全部家产的三分之一，用作大

学建筑的永久维修费。（9）



    

        

这些建筑土地都由学校划区分配给各教会购买，加拿大开出了第一张支票，

也有少许获得了个人捐赠。1921 年校内有一亩多的土地不属于本校，久欲购之，

遂商地主朱良辅先生，先生慨然将此地捐与本校。先生急功好义之心诚义士也。

（10）房屋建成后归学校和各教会管理。1949 年新政建立后，1950 年 12 月 5 日

华西大学协合教会经各教会总部决定，愿将各会在大学校园以内及附近所置建



筑物、地皮产权全部移交给大学。大约有土地 940 多亩，房屋 70 多幢。各教会

代表与华大董事罗品三、黄天启、校行政代表方叔轩、工会代表蒋旨昂会同签

证了“永资信守”的协议。协议中包括 1931 年满秀实取得卫理公会女布道会捐

资 1500 美金建立，1938 年 5 月迁小天竺街９７号（高琦中学学舍旁），并附设

产科医院。1945 年后，由美国卫理公会女布道会每年补助 1000 美金。1949 年

冬曾新建医院一幢，所用资金 9000 银元由女布道会负担。（11）

上述建筑有的已损毁拆除，主要的都还在发挥作用，钟楼、怀德堂、嘉德

堂、合德堂、万德堂、懋德堂、教育学院，苏道璞纪念楼等，2013 年 3 月列入

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２、设备

设备包括教学、科研、医疗及生活所需的仪器、设施，乃至图书、标本、

藏品等等，随着科学的进步，耗费越大。

第一笔是 1928 年毕启从美国霍尔地产公司（Charles M. Hall Estate）得

到了 50 万美元的捐款。毕启说：当时学校已建成的楼宇极缺家具，各系院的

教学设备严重不全，社会心理和政治原因又迫使我们急需款项来增加学校中国

籍的教师员工，巨大的社会压力又使得我们急待增加对本土文化研究的投入。

同时，大学要在中国政府的注册需求也要求学校有大量资金注入。无巧不成书，

霍尔公司的要他的基金管理人德伟士（A. V. Davis）在 25 分钟内和我们谈妥

捐赠协议。双方的问答都同样简明扼要。“你想要多少”？“一百万”！我回

答。这是我们急需，也是我必须索求的数字。一月后，我正要离美远赴中国，

我和他再次见面。“你知道我会给你多少吗”？他问我。不等我回答，他说：

“我们已决定赞助你的中国大学 50 万美元”。（12）

１９３６年本校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为医学院设备补助 5 万

元，该会经第十二次董事年会义决，补助国币二万五千元。（13）1941 年本校牙

科刘延龄、吉士道休假中，在美曾向美各界人士介绍本校牙科学的历史及现状，

美多数牙科材料公司得知本校牙科之优良及林则等已育不少人才，深表敬意，

特纷纷捐赠巨量器材（14）。1946 年牙学院曾向美国牙科贸易协会回赠了一个

感谢铭牌。



1948 年蓝天鹤教授为成立生化研究所，从美国和加拿大获得了一批新的仪

器、药品和书籍。他又将受聘伯明翰大学一年的讲座费 600 英磅捐到该所。（15）

图书馆资料：1930 年广东罗氏好一斋先寄存图书 25900 余册，价值 25000

元，后全数捐赠给了学校；抗战中本校西文图书杂志来源告断，在盟军胜利之际，该馆

收到英美等国私人或团体所赠送书籍杂志约百余种册。有美大使馆转送副总统华莱士所赠

10 余册；英大使馆赠送书籍杂志约 120 余册；英国教会赠送 1943 年和 1944 年出版医学书

籍 20 余册；英国利物浦大学赠送五大学书籍凡 30 余册；国际文化学术研究会赠送 1944 年

图书刊物影片 250 捲；（16）1945 年金堂谢清先生以自己在金堂玉虹乡附近的田亩，

每年抽出谷物约 80 石赠本校充实图书，暂定四年。本校拟向教育部申请褒奖。

（17）

博物馆的获得的捐赠品不少。早期的藏品如澳大利亚传教士叶长青

（J．H．Edgar），捐赠了各式史前石器多达数百件。四川卫理公会的创始人鹿

依士（Spencer Lewis）夫妻捐赠了汉族大酒杯、西藏镀金佛像等 13 件器物。

1934 年古博物馆信息称本校古博物馆，承中西人士之爱护，踊跃捐赠，计

最近六个月内共收得各种赠品 250 余件，合计 40 人捐赠。如：

Mr.Woodruff Mamdeville　西康一湖岸所得之铁镞 24 件，铁矛头 6 件，铁刀一柄，铁

甲残块 9 片。Rev.J.Huston Edgar　西康懋功等地所得的旧石器时代石器 120 件，骨器 1

件，藏文石刻 1 块；Mr.Wm.E.Jollife　西康所得的旧石器时代石器 5 件；Mr.Donnithovne　



广汉出土的玉琮 1 个；Prof.D.S.Dye　汉军会操图 20 张；Rev.T.Tornance　英国维多利亚

女王纪念杯碟各一，四川废钞 3 张，梁氏泉 2 本，汉砖 4 块，像片 1 张；Drs.Hocking　宋

砖 4 块；Miss.P.B.Hosnot 　印度风景画一张；Dr.Lenox 用化石所作的磨石一块；

Dr.W.Crawford　花苗六笙一个；Dr.Leslie G.KillBorn　花苗牛角瓶一个。根桑泽程活佛　

藏香一束，黄绫所书藏文一幅。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铭刻彙编一册。……（18）

　　博物馆 35 年征集文物约 500 余件，除去历代名纸 290 余件，为竹扉先生捐

赠外，其他标本约 200 余件，或捐赠或购买，捐赠精品以杨啸谷教授捐献最多，

占赠品六分之一。杨啸谷教授为海内有名的金石书画鉴赏家年前曾将积数十年

搜藏之上起六朝，下及晚近的历代纸张标本，皆属国内外罕见的珍品捐赠与本

校博物馆，近复将其收藏之瓷器捐赠该馆，并有甚多极具价值的金石拓片。（19）

３、保持运转及开发研究 。

学校的运转及研究主要依靠教会的定期补助，立案后也得到中国政府的补

助，除一般经费外也获得庚款教授之类的补助。如 1940 年获中英庚款补助本校

讲座新教授二万元，中国文学系许季弗先生；数理系李晓舫先生，周如松女士；

制药学系汤腾汉先生；化学系陈之霖先生等五位。（20）1941－41 年获庚款及部

颁教席 16 位。其他获得的捐赠如：

1928 年由霍尔遗产组成哈佛燕京学社，学社资助了燕京、华西等六所大学。

本校从限制性基金分配中得到 20 万美元，从非限制性基金 190 万美元每年所得

利息 1 万美元。用于中国文学系、图书馆、博物馆等的发展。进入哈佛燕京学社

后 1929-1930 年学社每年付给了华大 1 万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中国人文学的教

学，博物和出版，占大学年度收入的 11%。1943 年的资助占常年经费的 9.8%。1949

年占 12.87%。

学校运动会的奖品也得到热心人士的捐赠。如 1937 年春季运动会获得了：23

军潘仲三军长题赠“自强不息”银盾一面；军事调练委员会康兆民总指导“我武维扬” 银

盾一面；省政府邓鸣阶秘书长“气蕴风云”银盾一面；财政厅刘航琛厅长“发扬体育”银

盾一面；民政厅稽祖佑厅长“积健为雄” 银盾一面；教育厅蒋养春厅长“扬我国威”优胜

旗一面；川康电政局施调梅局长“强种救国”优胜旗一面；华阳县黄子强县长“为民前

锋”、“超越群伦”优胜旗二面；警备部严啸虎司令“风詠舞雩” 优胜旗一面；41 军孙德

操军长银杯 20 只；44 军王治易军长墨盒 20 个；21 军唐子晋军长毛帕二打；　铅笔四打；



毕业同学黄岛晴院长运动品三盒；（21）

1943 年美国援华会捐赠五大学美金 47000 元，折合法币 1375537.75 元，分配各大学，

当局会商，按专任教职员人数分配，成人 800 元，小孩 300 元，并命名为“日用品补助

费”，闻华大获得约 40 万元。又美国红十字总会捐赠四大学（不含燕大）白布 3070 码，完

全好的约 2742 码，损伤的 328 码，仍按专任教职员人数分。本校教职员本人 5 码，眷属 4

码，小孩 2 码。如夫妇均为本校教职员者，多摊 1 码。以上两项赠品，于 10 月底发放完。

（22）

英国宝威基金（Wellcome Foundation），先后拨款 4000 英镑。在、用于药

材产地调查、药材分析、有效成分的鉴定与提炼，之后逐步涉及化学合成药物

的研究；宋美龄及国际红会各捐二万资助制药研究和设备；美国罗氏基金资助

1500 美金研究农业丰产。

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之时，仰赖各方捐款，三年来总计入款：西北公路局

补助 3 万；中印公路补助 3 万；张董事长补助 5 万，教育部补助 3 万；社会部

补助 2 万；杨森将军捐赠 1 万。前后 15 万元。（23）

1946 年刘文辉赞助国学研究所讲座费 40 万元，夫人捐款 10 万元为奖学金。

４、设立奖学金。

早在 1917 年，本校欲得中国之佳子弟以教之，冀其将来可做人众之领袖，

明年特设奖励，额定 10 名，川北、川东、川南、川西、云南各 2 名。由本校出

题考试，列第一者，以入本校预科三学年之学费全奖之。（24）以后一直坚持入学

优胜者给予奖励。随后每年总是要从捐赠中为困难的学生筹措奖学金，名目越

来越多，受奖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有以捐赠个人设立的奖学金，有以纪念前辈

募集的奖学金。如 1934 年 21 军第一师参谋长郭叔皋郭氏奖学金十名　（25）

1938 年有入学奖学金 2 名；维斯理大学奖学金 8 名；肖氏奖学金 1 名；苏

氏奖学金 3 名；波纳氏奖学金 1 名；唐氏奖学金 1 名；尹氏奖学金 1 名；哈佛

燕京奖学金３名；制药奖学金 1 名；郭氏奖学金 8 名；郑氏奖学金 1 名；（26）1942

年有 16 项奖学金，人数达 103 名；1947 年从政府争取清寒学生名额 163 名，从

各县争取了 138 名。当年受奖达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各院系亦努力募集奖学金。如牙学部于 25 周年纪念时征募在校学生奖学金运动，

蓉方已收到 10 余万，渝方热烈响应。本期该部学生，获奖者已逾 30 人，资金数额分 600，



80，1000，1500，2000 元；（27）又如本校眼科学系，曾发起募集眼科奖学基金，先后

募得国币 10 万元，约合美金 4308 元，其中计以一万元，充作韩培林院长来华服务 20 年纪

念奖学金，又以国币 5000 元作启尔德医生纪念奖学金，所余之国币 85000 元，现存华大医

学院，以作该科后进优秀分子的奖学基金（28）。又如本校前美术组主任安得胜夫人于上年

前辞职返英，募得奖学金若干英磅，寄与英文系主任韩诗梅代为分配，总名额 8 人，文、

医学院各 3 名，理学院 2 名。1945 年田颂尧将军捐本校奖学基金 10 万元。（29）

1948 年银行钱业两公会为庆祝中央银行经理杨孝慈先生寿辰，举行纪念仪

式上，由重庆银行赵丕休经理宣布奖寿仪 4500 万元捐赠华大作孝慈奖学金，由

方校长、蓝总干事代表接受。（30）

为提高大学的水平，老师的升造上也得到了国内外大学的许多支持，在国

内主要是燕京大学与协和医学院，国外大学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1949

年与学校取得联系的在外进修人员有 87 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取得国外的

奖学金而成就的，如杨振华获得的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奖学金；蓝天鹤获得的是

洛克菲勒奖学金，彭荣华加多伦多大学、美国爱荷华大学，六年，成绩卓著。

连年皆获奖学金，查获此项奖学金国人既鲜，即以美人之获是项奖金能连续三

年者尚无前例。（31）

二、博爱筹银

１、个人筹措。校长毕启个人贡献最大。毕启到校之年即说服由本省胡景

伊都督、陈廷杰民政长各捐银 3000 元，又说服袁世凯总统捐银 4000 元为之首

创。到 1942 年时经他所募之款已超过 400 万元之多。张凌高继任后也把筹资放

在第一位，改组了董事会 ，安排了许多重要实权人物，以利争取支持。如 1939

年张嘉敖赞助 6 万，张群、何北衡各赞助 2 万，设立了毕启基金会。

２、集体筹措。华大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募集。

1943 年华大毕业同学会为母校募集百万资金捐款。于 1944 年 5 月 20 日举

行“闭幕献金”大典，由为母校募集百万基金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肖露嘉向学

校陈送了所募集的资金 2734357.4 元。10 月校董会开会时正式接收，即指派常

务委员会负责保管监督用途，议决该款，除蓝文彬先生捐款 100 万元，仍存宝

元公司外，余数以息金凑足 200 万元，仍存重庆农工银行生息，以补助本校下

列各项费用：（１）本校教职员福利；（２）补助学术研究；（３）奖励清寒



学子。最近已将存行之 200 万元，悉数购买黄金储蓄 100 两。（32）

1947 年募集基金运动：主任委员方叔轩介绍了本校募集资金的原由。总干

事蓝天鹤阐述募集委员会的组织及推进计划。所捐款项分经常费和特别费两种，前者

不限定用途，后者限定用途。如设备费、建筑及封资修费、研究费、讲学费、奖学金及各

县设置之奖学基金以及校友福利基金、教职员生活补助费等等。并制定纪念及奖励办法，

如登报宣扬、呈请政府发给奖状，刻石留名，或指定校内某部分建筑物以捐款人的姓名为

名作永久纪念等等。同时有岳宝琪、傅葆琛、陈石甫发表文章积极支持，计划募集

国币 15 亿元。（33）

蓝天鹤总干事 1948 年 1 月 7 日启事：已收得的国币美金田地等估计约值国

币 30 亿左右。又讯称迄至 1948 年 4 月底实收存国币 844，039，868 元，指定用途者中

国文学系 297 万元。医学院 200 万元；医科图书馆 200 万元；生物化学系 4000 万元；经济

系 1000 万元；教育系 100 万元；清寒学生奖金 800 万元；孝慈奖学金 4500 万元；卿建德

奖学金 837.5 万元；收美金 1847 元，指定儿科纪念病室 1465.5 元。本校职工和校友均

异常热烈，如启真道先生捐 250 万元，又加拿大币 100 元，美金 10 元。其他感

人之事甚多。如：

有二位不愿具姓名的先生，于 11 月中由渝市请本市某大银行经理。转请本

校某系主任代洽，将户名“卿建德君”之存款本利捐献本校作奖学基金，闻此

项捐款数达国币 2837.5 万元之钜。（34）

本省企业家蓝文彬先生已经多次向华大捐款。1943 年向华大修建青年馆捐

10 万元；1944 年蒋总统题“爱国育才”嘉奖蓝文彬夫妇捐赠本校基金（35）1945

年农艺系创办之时，张校长、何主任找到蓝文彬，慨然承诺，以国币百万元为

基金。闻蓝氏先后捐助本校已达 500 万以上（36）1947 年募集中又捐 100 万元　。

最引人注目的是仁寿高氏昆仲高利民先生及妹高慎仪捐赠田地 302 亩成立

奖学基金。此事远在 1947 年夏初，委托其至友本校中国社会史研究员黄名燧君

转致此意。后为慎重起见，乃由高利民先生亲函学院接洽，几经商谈，11 月 16

日午后二时在大学事务所的礼堂签订合约。到会有高氏昆众利民、加民、兆民

及慎仪女士（哲史系三年级学生）高府法律顾问郑庆章，仁寿旅蓉同乡会理事

长向传义，四川大学仁寿同乡会主席刘有植，及高府亲友；本校校董李伯申，

罗品三、宋道明三先生，方校长，蓝天鹤总干事，启真道，何文俊院长及来宾



王作宾、穆兆馗，中央社记者阳子雋等三十余人。高氏将一应契据并清单鉴定

书等亲手交与蓝总干事转交大学校董会。高氏所捐田产，系用以在一百年内设

置一百七十名免费学额，一切食宿等费及学费均全免。蓝氏发表感言称：高氏

世居仁寿之观音乡，好善乐施，称誉乡里，有古君子诚朴守义之风。当其祖考

在日，尝以节衣缩食，教民兴学，为富国强兵之本，告戒子孙。故高氏昆仲秉

承遗志，笃守家训，慨然义举。1948 年二月下旬，由总干事蓝天鹤及校产部苏

继贤主任，会同高氏兄弟前往接收，佃户亦同时改投新佃。该项田产系仁寿观

音乡第一第二两保所属，田地肥美。另有果园一座，计橘树千余株，收入亦可

观。本校以高氏昆众仅系中产之家，义举难能可贵，即将呈请政府，颁赐荣褒。

本校亦将铸悬铜表，用垂永远。教育部转请总统赐“励学育才”横额一方，已

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转下，由本校具领转送，惜高利民先生已于今春病逝于本

校新医院，未能亲领此项荣誉。

本年度是项奖学金系由学校当局与高氏家属代表联合组织之审查委员会核

定，医科一年级学生何光熙，牙科一年级生刘一年，获得该奖项。（37）可惜百年



之约，仅此一年，后随时局变迁而不再。

       

邓长春等人多次到当地，亦未找到高氏先考及后人准确生活信息。

　　３、纪念会、文娱体育会募集

1941 年十月十一日假广益宿舍礼堂，举行中文系首届系主任程芝轩追悼大

会，首叙先生办师大附中，实施人格感化教育，卓著成效；先生人格之伟大，

修养之笃实，深致追惜之意，四大美德，足为吾辈楷模。闻先生友好学生，发

起筹集程芝轩先生奖学金，募集基金一千万元，定名为程芝先先生纪念基金，

至 1948 年 11 月已募集成数，组织委员会负责保管，推举方叔轩校长为主席。

将基金存放生息。（38）。在上述的奖学金项目中，如苏道璞奖学金等等都是通过

后人募集而成的。

文艺体育的募捐主要是为社会需要或救济，但也有为学校的发展举行的募

捐。如1943年新医院落成，1943年3月21日下午三点假暑袜街肖氏兄弟医院招待

本市各报记者。会上启真道院长发表了演说。为使得学生实习及救济贫苦病人

计，乃由本院同学发起音乐会以捐募资金，购置病床。期本次募集目标在购100

张床位，约需款100万元。定于本月26日和27日两晚七时，假该校体育馆，举行

音乐会。精彩节目甚多。票价定20元，100元，500元三种，现已开始售票。（39）

可惜对演出的盛况没有看到连续的报导。

三、血肉之爱

在华大募集资金中，珍贵的故事，层不出穷。如华大 1948 级同学输血献金。



12 月中旬，医科 1948 级全体同学，致书方校长，愿以他们清白的血，每人捐助 200

西西与大学。函称：“……缘输血以济病危，早经风行西国，乃我国科学落后，一般人

对此种无损于已有利他人之举，尚少正确认识。兹为响应我校募集基金运动，敝级同学特

发起输血献金，决定每人至少输血 200 西西，将所得收入款项全数捐献，充作我校基金，

以聊表敝级同学爱护本校之热忱，并籍以提倡此种输血助人之空气，倘能因此幸社会人士

对我校募集基金运动之认识而有所襄助，则更不负敝级同学之衷意矣……”医牙科毕业班

同学又于 1947 年圣诞节前夕 22、23 两夜在竟成园礼堂举办音乐会，以所有收

入捐赠学校。两项收入除开支外，尚余国币 14724200 元，已将该款全数捐献学

校。（40）

一腓左起：梁永耀（牙）、黄承如、洪惠忠、张文贞、王学龙（牙）、李国灏、叶惠恩、刘源美、李墨珏、胡镜如（牙）；二排左起：杨式

之、郭媛美（牙）、关少昆、王元矩（牙）、黄安华、邓显昭、徐昌权、黄仍超、禢湘荣、杨慧时、崔君惠；三排左起：莫文彪（牙）、孙

涌泉、刘嘉伦、李爱娣、伍子文、罗德元、黄国俊、薛崇成、邱寿田、陈嘉尔；未参加的陈尚娟、张慎薇、赵恩生、齐鲁王定华、袁**

百年的风雨，老华西人一代代慢慢走完了自己

爱校之路，但他们中许多人最后也没有忘记将自己

所剩病残之躯献给学校。早在 80 年代就有老校友

老肖路加、胡连璧、林克勤等人将遗体捐出。

1998 年口腔牙周病学先驱肖卓然教授，逝世时将

遗体捐赠给解剖教研室作教学。捐献仪式上的挽联

写道：创学科诲弟子为口腔医学鞠躬尽瘁肖公业



绩与日同辉；献毕生捐遗体爱华西沃土身体力行先师品德堪称楷模。解剖学教授

王永贵一生从事解剖学的教学，深感标本的缺乏，在 2004 年临终前一再表示要

把遗体捐献出来，其实 40 年前他就含泪把 8 岁因病逝去的二女捐给了病理学教

研室，其后他的夫人徐竝均亦捐出了遗体；百年的风雨老华西人一代代慢慢走完

了自己爱校之路，但他们中许多人最 2011 年心血管内科教授罗德诚也将遗体捐

赠给解剖教研室。胸外科教授杨振华病中，多次向校领导表示，去世之后，要将

遗体捐献给学校作医学研究之用，最后制成一付完整的，骨架，以便终身贡献给

自己所钟爱的医学教育。2012 年解剖教研室终于精心做成了一付骨架，与王老

的骨架一起供学生瞻仰、学习。泌尿外科教授邓显昭还在 14 年前就立下捐献遗

体的意愿，“我们夫妇，无论在家或在医院，因故或因病救治无效，在心跳停止

后，立即按此号码通知（解剖教研室、储备室的电话），通知他们立即来接送遗

体去进行药物注射，以保养遗体组织的质量”，2014 年邓老一过世，家属就遵照

他的意见直接送到解剖教研室，他的夫人肖淑芳病逝后也同样捐出了遗体。校长

杨光华教授 2006 年交待亲属将自己的内脏送给了病理教研室，做成病理标本；

副校长刘报晖 2021 年临终之际，依然头脑清晰，郑重立约捐赠遗体，完成终生

献给母校的医学事业的愿望。12 月 12 日遗体送到捐赠室时，自发向他告别的人

络绎不绝，犹如满天星光照亮他升天之路，愿他一路走好。此外刘文芝的兄长刘

文圻（农科所工作）曾划为右派，临终专门托雷清芳办理了捐赠，有感人之信。

正是这些一生挚爱华西的人铸成了“永不下课的老师”。

1950 年 12 月 29 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

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教育部随即召开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

校会议。会议决定华西协合大学的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全部负责，完全享受公立

学校的待遇，自此学校无须在自己募集经费了。人们卸了重担，少了责任。改革

开放后，国家对内对外政策有了重大变化。1981-2000 年从世界银行、美国中华

医学基金会（CMB）、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日本星火产业株式会社等获得了

1249.5 万美元资助，其中 CMB 资助２６项，涉及到医学教育、医疗服务及临床、

基础科研、管理等，经费达 1000 余万美元。

1985 年后设立奖学金的人日益增多。如连鼎祥校友 1985 年以 10 万余美元



在本校设立蒋庆云奖学金；黄梦花与夫人刘素嫦捐１０万美元设立了“黄梦花

刘素嫦奖学金”；李昌林夫人何春荣，马临及化学系同仁，口腔宣瑞琳等也分别

设了奖学金；詹振声的学友为他设立的爱国奖学金。1988 年在学校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成立会上，蓝天鹤教授倡议设立“研究生优秀论文奖励基

金”，并以自己和夫人、生物化学教授张玉钿的名义将节省下来的一万元人民币

和几百册外文书刊捐给研究所。2006 年药学校友柯尊洪向学校捐款 125 万元，

设立"康弘奖学金"与"康弘助学金"等。2021 年 11 月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

刘进，以专利成果转化所得，向华西医院捐了一个亿，用于推动中国的“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2022 年６月生理学教授蓝庭剑，将国务院特殊津贴积累起来，

捐出 10 万元以自己和夫人周慧晶名义设立了“蓝晶基础医学奖学金”……。

启尔德家族三代 10 口人在中国累积服务了 250 年，回国后既非大富，也非

大贵，却于 2004 年为华西建立了一个家族基金会，资助加拿大一流医学家来华

西交流，直到他的孙儿罗伯特因病不能管理，才转交西安大略大学医学院的维

多利亚医院代管，继续施行。

尽管资料不全，却总可以看出一个梗概，华大正是凝结了这所有的爱才有

这百年的辉煌。文中已经涉及了大量的人物，笔者无意也无力去追踪每个人的

价值取向和经历，只是就事说事，任读者评说。“岷峨苍苍，江水泱泱，顾言华

西，山高水长”，世事沧桑，仅此追忆。

                                                   2022.12.12

注：（1）校刊 1934 年 12 月六期；（2）校刊 1944.4.30 复刊一卷 13.14 期；（3）校刊 1948 年 1 月 20；（4）校刊复刊

一期 1944 年 4 月；（5）校刊 1941 年 3 月；（6）校刊 1941 年 7 月第 4 期；（7）校刊 1941 年 11 月第六期；（8）校刊 1943

年 11 月复刊号；（9）毕启：大学的开始；（10）大学学报 1921 年；（11）1950 年教会产业移交学校协议；（12）毕启：大

学的开始，而 1930 年大学一览中是：民国 18 年有美国霍尔捐助基钱 100 万元，其中以 60 万元与中国文学系，20 万元与医牙

科，20 万元分配各科；（13）校刊１９３６年６月６期；（14）校刊 1941 年 5 月；（15）校刊 1948 年 11 月六期；（16）校

刊 1944.9.30 复二卷一期；（17）校刊 1945 复二卷 9.10 期；（18）校刊 1934 年 11 月 4 期；（19）校刊 1949 年 3 月 1 日、

1947.8.31 募集专刊；（20）校刊 1940 年 3 月 2 期；（21）校刊 1937 年 4 月五期；（22）校刊 1943 年 11 月复刊号；（23）

校刊 1944.6.30 复一卷 16 期；（24）1917 年大学季报：华大近况；（25）校刊 1934 年一期；（26）校刊１９３８年第三期；

（27）校刊 1943 年 11 月复刊号；（28）校刊 1944.３复一卷 10－11 期；（29）校刊 1945.4.30 复刊 2 卷 7 期；（30）校刊 1937

年 1 月 20；（31）校刊 1942 年 4 月第三期；（32）校刊 1944.5.30 复二卷 8 期；（33）校刊 1947.8.31 募集专刊；（34）校刊

1947.校友 12 月 3 期；（ 35） 1945 年校刊复刊三卷三期；（ 36）校刊 1944.３复一卷 10－ 11 期；（ 37）校刊

1947.12.1948.2.3；1948.10 期；（38）1948 年 11 月华大校刊；（39）燕京新闻 1943.3.13；（40）校刊 1948 年 1 期及 2.3

月联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