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话华西坝“五大”时期学生课外鸿泥（续一）

                      金开泰

四、宗教性活动。宗教性活动对于不信仰宗教的人而言，甚至包括笔者总

有一种神秘感。实际上在几个学校的校刊中有大量的公开报导。从这些报导中

更多的是启迪人的内在修养，践行相互间的关爱，倡导服务社会、服务人群，

退而自省……人间的亲切博爱，养性修身，得到了许多愿正直做人青年的亲赖。

下面选几则以饷读者。

齐大校刊中有一则记述 1941 年齐大团契终日退修会的实况。其中写道：

5 月 10 日的早晨，我们的师长和百余位男女同学，浴着轻松的阳光，向草堂寺旁的王

家花园去参加学生团契主办的”退修会“。王家花园全部隐蔽在一片浓荫里，雅静宜人。

会场在菱形的荷花池旁。九时，琴声奏起，退修会开始。读经、早祷之后，张伯怀院长起

立证道 ，他说：“欲想真理实现，自己必须能站起来。假设躺在床上，那无论你说得多么

好听都只是空谈。”休息几分钟后，刘校长作了主题讲话，阐述了金句：“我在这里，请差

遣我吧！”。接着汤吉禾教务长领导进行讨论。四个题目：一、为何需要团契？二、检讨今

日的大学生活；三、如何应对时代的巨变？四、男女社交问题。大家各随兴趣，分四组讨

论。直到午餐笛声响起方停止。午餐之后，参观草堂寺，蔼杜工部遗像，三点回原处开始

游艺。于斌主教就在这时来了，刚到就开始演讲。他说：“无论你多么忙，都要抽一点机

会作一次静静的反省。退修是要退思已过，是要调节过度的紧张的神经，得到平衡。”

作者最后写道 ：“礼拜日，又是这样的好天气，离开了烦嚣拢嚷的环境。我们静思，

我们退省，我们检讨自己的生活，我们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每一个人自己问自己，要如

何做人。一张摄影留下了我们盛会的鸿爪。”夕阳归来，尚不住地留恋这个会，咀嚼着“我

在这里，请差遣我！”（齐大校刊 1941.6.13-10 草堂溪畔终日退休记 肖祖华）

齐大基督学生团契在 1940 年下期开学不久恢复的。其组织似乎全校只有一

个团契，与华大促进社下设若干小团契似有不同。顾问除本校外还有施煜芳博

士、毕范宇博士、蒋翼振会长、华庆五教师、林振威先生、芮陶庵先生。活动：

灵修每礼拜三下午六点到七点，在赫斐院礼堂。音乐会，组织歌咏队，在孟宪

章大夫的领导下，曾出演多次；服务是到南台寺小学担任各种功课、音乐游戏

等。一进宿舍的大门，每天都更换卡片，比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



格言。所以参加这次退修会的有校长、院长、教务长等，而且还邀请了主教于

斌参加。

在金女学院的校刊中有一则“峨眉学会印象记”的小文章，记述了二十多

个各校青年学生在团契的活动，既然是印象当然没有细节，但却有诗一般的情

趣与神怡，也可提供一些参考：

在峨眉山新开寺的青龙坡上，从稀疏的树林里，显露出一座崭新的木板楼房，这便是

今夏峨眉学会的住址。

在这里朝夕聚会着二十几个青年——来自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方言，但是他们有

着同样潇洒的情怀，去饱尝大自然的恩赐；有着同样的意念，去追求上帝的真理。早晚悠

扬的歌声，传遍山谷，响彻云霄，是崇高，是虔诚，但绝非超脱，忘怀！

而对着那云气变幻的金顶，巍峨高崇，不能不使人忆起在敌人铁蹄践踏下的长白山、

紫金山……无限遐思，无限痛惜！但是，当美丽的日出送来晴朗天空的时候，我们可以临

窗远眺那一碧万顷的原野和蜿蜒如带的川流，目前酝酿着无限生机，无限希望。

无论在吃饭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或是在休息的时候，都有一缕缕的白云舒卷自如

的从窗口流进。她使我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讨论时雄辩忘我，在安静时记忆起人间的

烽火，这固定了我们的观念！在团契生活里，寻找至上的真理，把它发扬到人间去！

客观和坦白给我们造成了一个空前科学思维的共想。由于共同的问题，意见的交换，

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结论，使我们在短短的三星期内，对于“为人师的耶酥” Jasusase 

Teacher 有了极明切的认识，这收获是伟大的！

那种极度清幽恬静的环境，帮助我们在深思的潜念中、反省……鼓励新的乞求，这启



示是宝贵的。

值得留恋的时光，永远是短促的。当我们向那精巧的房舍道别时，鸟在枝头叫，云在

林中流，我们充实的心灵暂时空虚了。（金女校刊 1940.10.76-6  素方  ）

迄今未见到峨眉学会的始末与成员。看来是一个小团契。地下党的贾唯英

的文章中称 1943 年参了“峨眉学会”，认识了吴耀宗。外籍教师费尔朴，是出

生于美国科罗拉多省洛基山、成长于加利福尼亚塞拉山间的美国人，一到

四川，即被这里的秀丽山川所迷倒，特别钟情峨眉山，曾著《为人师的耶酥》，

并由吴耀宗翻译成中文。或许费尔朴、吴耀宗就是该会的顾问。

     
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是圣诞节，金陵大学校刊有两篇华西坝庆祝圣诞的详

细报导。一篇是 1941 年的圣诞节，记述了连续几天的活动：

20 日午后 2 时，本校宗教委员会联谊组主办之教职员家属庆祝圣诞大会在教育学院举

行。阶梯教室里，挤满了观众，大人、小孩，鼓舞欢欣，台上是精彩的圣诞名剧，由英文系

教授商能女士导演。教授、助教，中西、老幼，全部登场；博士、学生，同来朝见圣婴。

小孩有吃有玩，笑颜常开。华灯初上，尽欢而散。

事务所礼堂，由节储协会发动的全市七大学节储演讲竞赛，参加者 13 人，本校代表

陈铁生、柳菊舲，分列三、四。

星期日是圣诞礼拜，改在华大体育馆举行，各校同道，齐来崇拜，郭牧师主持洗礼，

同日洗礼的同学 9 人。晚间在事务所有音乐崇拜，由陈校长主领，以虔诚的心灵，敬祝主

耶酥降生。

圣诞节前一日，四校循例放假，晚间在食堂内举行化装游艺大会，师生同乐，庆祝欢

洽。到会有全体女职员和 40 多个同学，化装的服饰中西兼顾，美不胜收，有大家族、小家



庭、姊妹花、独身者，伙计、丫环、朋友、情侣，有新友，也有旧识，这是一个小型社会

写真。聚餐后，校长、教务长等到场，一齐替他们戴上纸冠，有“胜利之神”，“豆腐乾”、

“嫦娥”、“乖乖龙底动” 等等有趣的名字。 喜剧“平步登天”中，泼、傻、骄横和得意

劲，都表演得惟妙惟肖。游戏开始，柯教务长不慎被罚唱歌，他唱了“大江滔滔东入海”

（金大校歌），却全体被罚立正。

11 时在学生公社，本校基督教团契和金女团契在联合举行圣诞庆祝会，高唱圣诗，欢然

忘忧。夜半送诗，大灯前导，手持红烛，沿途欢唱，走到校长府上，陈校长和夫人，亲自

出迎，并享以丰富茶点，在精致的客厅里挤满了人，宾主不分，大家同乐，乐而忘返。辞

别归来，余兴未尽，便唱新诗、用茶点，围炉而坐，品茗闲谈，东方发白，光明就要到来，

主的荣光照满大地。

“弥赛亚”演奏大会，改在 28 日举行，连唱三天，每日客满，体育馆拥挤异常，除了

四大学歌咏团全班人马外，特请名提琴家费尔曼小姐、余鹏先生、叶冷竹琴夫人、胡惜苍

小姐等音乐界的名流参加演奏，阵容一新，精彩百出，以空前名贵的音乐崇拜结束了 1941

年的圣诞庆典。愿明年的圣诞老人，能伴着和平之神同到人间。（小丁金大校刊第二九九期(1942

年 1 月 1 日）

一篇是记述 1945 年的圣诞“欢乐——热烈”，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圣诞

节。7-10 点，青年会及扶犂、麦浪团契的会友在学生公社聚会，欢庆、崇拜、

游艺。10 时开始送佳音，到了省长及各教授之家，展现了抗战胜利的喜悦，师

生相互间的亲切：

10 时由两个红灯笼作前导，其后的拿着火炬蜡烛，整队出发，先到了 Mr.slocum 宅，

继后至明德楼，亦蒙林礼铨顾问等接待。10 时半至张主席官邸，张主席夫妇亲切优渥礼遇。

因为循例请主席作几句训词。这位劳瘁国事的首长，从当前局势讲到“博行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使来得稍迟的齐大团契不得不在外面多唱几个歌，久等了一阵。

踏着泥泞的路，抵达后坝的骆园，唱诗读经毕，分入应教授、柯教务长、蔡院长、胡教授、

陈教授家，都大啖了一番。离骆园到甘园，邱渊顾问夫妇也引吭合唱曲以报。访农园后折

回前坝，其时钟楼已到子夜，加以月色朦胧，不禁低声唱起: 忆想当年时方夜半，忽来荣

耀歌声，天使屈身俯向人寰，怡然手拔金琴。

抵达道璞路 51 号，唱完后，楼上传来铃音般的 Merry Chrisemas 。赴 52 号，陈竹君

顾问代表陈校长和其他几位西国先生有盛大招待。移时，金中的佳音队也到了，大家彼此

唱 Merry Chlistmas to you。折 53 号，又去高琦中学。最后到本校南台寺教职员住宅，分



别被请入郭牧师、李院长、魏教授和陈主任家。回到学生公社，已经一点半了，一碗红豆

粥重新恢复了身体的温暖。新村的会友还留到四时方回去。继续传报喜信给新村的教职员

住宅，戴教授等增加热烈欢迎。（金大校刊第三五五期 1946.1.16）

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服务也是宗教团体重要的活动。

各校都有学生参加的是边疆服务。中华基督教会旗下的暑期服务团，1940

年五大学及其他一些学校学生共 81 人，服务团除团部外，共分九队，驻于汶川、

威州、茂县、通化、理番、杂谷脑等地之县城、乡镇或寨子上。每队之组织配

合医药、教育、农业、宗教、社会调查之各门人员而组成。团本部设在威州，

形成了三岔之势。齐鲁的同学参加了几组共 11 人。萧戾叙为第一队教育组负责

人，驻于通化佳山寨子上；祁素贻、胡文澂两同学服务于第二队医药组及教育

组，驻于理番县城；沈元津同学第三队医药组，驻于威州；周佩琳女同学服务

于理番子达寨第四队社会调查组；常保贞女同学服务于杂谷脑日尔觉寨第五队

教育组；刘慧中、林冰如两女同学服务于茂县沙坝第七队社会调查组；尹学熙，

徐志章两同学，服务于杂谷脑第八队医药组；张鸿基顾问驻于茂县第九队；傅

信祥顾问驻于理番第二队。7 月 6 日由蓉出发，8 月 22 日结束返校。其后还又

组织了四次到边疆服务和考察。

各校还建立了自己的服务站。 金女大厚生团于 1939 年 10 月在华西坝恢复，

宗旨是促进德智体群的充分发展，除总务外分设进德、益智、健体、利群四部。

该校自 1939 年春天在仁寿设立了服务处后，寒暑假都组织学生去服务。1940 年

暑假有金女 9 人，齐鲁二个医学生及毕业的同学林女士，在两个月中从事了以

下的服务工作：

1、夏令儿校：是为学龄儿童开设的，在县城和乡下各建立了二所，除识字、算术、常

识外，教游戏、唱歌，四校共 200 余人，活动中还用贴金银星加以鼓励，使儿童兴趣非常

高。2、婴儿班，是为三至五岁孩子开设的，与幼稚园相似，每日上课一小时，唱歌、游戏、

故事外，主要是训练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礼貌，县城及农村共六个班，学生百余人。3、小先

生训练班，这是为农村师资缺乏而实验，在华英小学高年级学生中选择一些学生进行训练，

集中训练两周后，使他们能在儿校或婴儿班作老师，以后县城的儿校和婴儿班就由他们教。

我们在旁指导。每周还要开一次会，总结一周的得失，讨论下周的工作。8 月下旬后汪家沟

和张家祠也训练了一批。4、母亲会：会员是各婴儿班母亲或姐姐或是年长的女性家属。每

周开会一次，一方面联络感情，讲述养育儿童的常识，推广玩具等。5、妇女夜校（又叫劝



学班）在两个点各设一班，学习识字、算术、唱歌，还设了“家庭”，教材是海玛洱教士编

的。6、医务：主要由齐鲁大学的两个学生担任，上午到儿校为学生检查体格，下午门诊，

还讲述卫生，五次霍乱预防接种 450 余人。7、编辑教材，有的翻译，有的自己编。8、总

务：海教士到峨眉山后，一切事务都由学生们承担起来。9、其他：帮助当地师训班，蒋美

珍女士到那里上体育课及教法四小时，接待师训班来我们的学校参观，介绍各校工作的内

容和特点。对小先生班很诧异。开了恳新会四次各校学生都参加了表演。自己编了“新农

家”话剧与“流亡三部曲”，前者让他们笑，后者让他们哭。（金女校刊 1940.10.76-7）

燕大的启明团契的农村服务工作，地点是崇义桥和九里桥，每星期有五个契友下乡，

帮助那边的农村服务人员出壁报，编刊物，做卫生宣传等。还帮助那边服务人员

组织团契，教他们英语、数理等。因为那些服务人员大多是当地的人。泰风团

契 44 年 5 月 28 日在燕大交谊室作半年工作检讨及未来展望会，到会的有金女

大、华大、齐大、协中、金大神学院、燕大各校契友及顾问五十余人。提出暑

期发动乡村服务计划，得到全体通过。其路线由成都经彭山至峨眉等七县，工

作中心以成都各大学中学契友组织拜访团，拜访各县市中小学教员、保甲长、

乡民代表、宗教团体、士绅、家庭妇女，并拟办医药服务、平民教育，唤起民

众爱国意识。（燕京新闻 1944-06-03）

其他各校如齐大的边疆服务、华大的石羊场社会研习站，金大在温江、仁寿

的农业推广等都是丰富多彩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