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话华西坝“五大”时期学生课外鸿泥

                      金开泰

《漫话“五大”时期华西坝的学生社团》中粗略地概括了华西坝上的学生

社团，那么这些社团在校内外开展了一些什么活动？这些活动对学生的身心有

什么作用？或许是人们更关心的话题。

学生在学校中自然是以读书为重，听课、实验、实习，对获取知识，增长

才干无疑是重要的环节。但这肯定不是学生生活的全部。他们还有许多课外的

时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需要各种生活情趣，需要了解和应对社会的、

个人面对的各种问题。欢乐时有人与你一同歌唱，烦恼时有人听你倾诉，帮你

解閟……所有这些在人生的途中是不可或缺的。追踪五大时期华西坝学生的课

外活动，对于促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或许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历史已经远去，

时代也发生了变化，资料的不足，或许也只能找到一点雪泥鸿爪而已！

学生的课外活动自然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展开的，有政治性的、学术性

的、联谊、宗教和娱乐、趣味等多方面的活动。一方面学生在其中展示了他们

的知识与才能，同时又以壁报、展出、演出等多种方式在学校与社会传播，对

改善校风，增进文明是有作用的。开展服务与文艺活动也是各团体的必备活动，

无论开什么会，从事何种活动，中间大都贯穿着服务、文艺、游艺活动。

壁报在当时是所有社团最普遍采用、最大众化的媒介，也是最行之有效的

交流途径，还是学校最丰富的活动园地。金大校刊在描述壁报壮观中写道 ：

金大本学期第一个出版的为纯文艺的“歌谣”，农经学会的“迎新专号”当仁不让。保

持原有作风，教授素描，院系介绍，对新同学甚合口味；女生自治会抓住时机，来一个“三

八节纪念”专号，同时也刊出迎新专页；川籍同学会，先贴出一张预告，偏重学校的素描，

内容极为精彩；青年团、青年会的大型壁报，亦将不日出版。其他各学会正在收稿编辑。

在迎新结束后，亦会展现一个学术壮观。1942 年新开学，外语系的壁报尤为精彩，字体之

整齐，插图之秀丽，均非其他壁报能望其项背。（金大校刊第三一零期(1942 年 10 月 15 日)）

华大大风诗社，会员虽非全是诗人，亦多为诗歌爱好者。出版诗刊，被称

之为坝上唯一最具“诗意”的壁报。海雨文艺社出版文艺性壁报，研究并讨论

有关文艺之问题，文艺理论。壁报不仅具文艺性，且具艺术性，编排精雅美观。  



燕大可犁团契的“大家看”画报，定期将时事和大学关心的事情，采用连环

图画的方式，加以简单的说明，贴在校门口让大家看。华大哲史系系会的壁报

“函谷关”，后来还改为新**日报之副刊，每周一次。可以想见壁报在校内是

琳琅满目，知识性、趣味性全在其中，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同时也展现了学校

特有的风景。

下面择要介绍当时各方面的课外活动：

一、 政治性的活动是随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而展开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后，全面抗战开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学生中的各类团体都通过各

种形式，掀起

了抗日救亡活

动。华西坝先后

成立了抗敌后

援分会，“华

西学生救亡剧

团”，五大学“抗敌

宣传第三团”，

“五大学战时

服务团”，“乡

村服务团”等，宣



传抗战，唤起民众，掀起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亲手制作冬衣，义卖献金支

前，音乐会义献募捐等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939 年 5 月由熊德邵发起成立了五

大学空袭防护大队，三百多师生参加，由中大解剖学教授张查理任大队长，下

设三个中队，由吴廷椿、刘春林及中大一学生任中队长，每队设三个小队，进

行战地训练；还开展“伤兵之友”的慰问、服务活动。6 月 11 日 7 点 20 分，成

都遭到 27 架日本飞机的大轰炸，救护队起了重大作用。

1940 年 11 月 15、16 日三青团举行冬衣征赈音乐大会，两次在事务所大礼堂

演出，26 日再加一场。音乐会在张校长、唐波徵、方叔轩、周少梧等的指导下，

动员了 12 位教授 130 余位同学，努力准备。会场指导的有林则夫人、白英才、李

怀义、周允文、刘之介和戴述古、胡庭瑞、陆堂恩、杨俊明医生。演出最为精彩

的是喻宜宣、费尔曼、胡惜苍女士，张捨之教授、刘师运女士，刘才斌主任、苯

特兰女士等。中西儿童歌咏队更是别开生面。出席演出的有张岳军、贺耀祖、航

空委的俄高级顾问等。演出成交超过去年的四倍。（华大校刊 1940.10-6）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紧张，国民党强化了一党专政，共产党政治上

取攻势，矛盾不断加剧。中共地下党为争取在中国的胜利，组织进步学生争民主，

反独裁的活动。1944 年 2 月 21 日，周恩来发表谈话，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四月汤恩伯丢了河南，学生中有人帖出大字报“看重庆、

念中原”的社论。哲学系的彭塞、刘盛舆共同发起组织了学校公开的“时事研究

会”。由彭塞出面登记，以剪报加按语做壁报，放在办公楼前面的十字路口，揭露

国民党，宣传共产党。随后又请了大公报主笔王芸生来坝上作时事报告。1944 年

9 月贾唯英与燕大刘克林发起的“未名团契”，请燕大教授、教务长沈体兰作顾问。

在新都桂湖召开成立大会，第一个议程是宣誓，“我们要像兄弟姐妹般的亲爱团结，

互相帮助，互相关心，我们要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抗战的胜利而献身，

我们要为消除社会的不平、黑暗、专制，争取自由、民主、正义和光明的未来而

奋斗不息。……”第二是确定团内排行，从大哥到 13 弟，大姐到 13 妹。王守文

拈到大哥，李肇基二哥，贾唯英三哥，严庆澍三姐……26 个兄弟姐妹。团契成立

后开展了以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为启蒙读物，市中事件后组织慰问受伤学生，

举办反法西斯胜利图片展；选举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追悼昆明死难烈士，阅

读〈论联合政府〉等，成为成都市学运中的骨干团契。1944 年 10 月 4 日由“青年



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秘密小组发起，“时事研究会”等七个学术团体联合在体育馆

召开了“国是座谈会”，请张澜、吴贻芳等参加，喊出了“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

合政府”的口号。接着成立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在“市中事件”中华

大贾唯英、燕大李中（慎之）、金大张微之代表去向省府陈辞，迫使张群答应了学

生的要求。1945 年五四青年节，108 个社团联合召开了几千人的营火晚会，反独

裁，争民主，成立联合政府。（《华西坝风云》贾唯英：回忆我在成都的斗争经历）

有的社团也把壁报作为战斗武器。如燕京大学的海燕剧团 1945 上学期除作公

开演出，认真的研究外，他们强调戏剧绝不是为了娱乐，他富有教育意义，它是

最坚强的战斗武器。在出版的壁报上提出废止电影戏剧检查的口号。最后讲到的

是几乎无人不看的“杂拌儿”，它是以五颜六色的形态嬉笑的口吻，披露大至国家

大事，小至学校行政及每个人的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可以说燕园里面读者最多

的一张壁报。

二、 学术性活动。学术性活动主要是与学校机构相适应的如校、院、系

团体所组织，结合专业而开展的，扩大或深化知识的活动。主要方式为邀请名

人进行专题演讲，对外展览等。如齐鲁大学哲学系的学思社 1942 年上期 3-5 月

举行讲演会。请章之汶作“新县制与人才训练”；侯宝璋作“中西医学的分野”；

蔡乐生作“发明心理与科学精神”；刘国钧作“世界大战的思想背景”；闻  宥

作“ 西南边民语言的分类”；李晓舫作“科学的人生观”；龙冠海作“大学教育

的病态”；张西山作“中国近代的欧化问题”；张国安作“战争与进化”的演讲。

（齐大校刊 1942 年 3 月 21 期）

又如华大 1943 年暑期仲夏夜，以“育德芳草充杏坛”，发起“大学暑期露

天系统学术讲座”，邀姜蕴刚教授演讲了五讲 “生命的颂歌”。各大学男女同学

相偕而来者甚众，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男女老少。第一讲“仲夏夜之梦”，论生

命之概念与起源；第二讲“恋爱的散步”，论生命之发展，提倡散步式恋爱。恋

爱之于人生犹散步之于工作，力斥一般呆痴浅薄的恋爱观；第三讲“月光曲”，

论生命的价值极详，用贝多芬的调子弹尽了人生喜怒哀乐的情绪；第四讲中“莎

乐美”，论生命的变态，描述爱与恨的因果，撒旦的试探和幽灵的出现，道破了

人间最深的奥妙；第五讲是“弥赛亚”，论生命之归宿及文化，为长久徘徊于黑

暗中的生命带来了光明，并为之开辟了一条平坦的前途。校刊在报导时称赞“五



讲用文学艺术的格调和丰富的情感，讲述一部超机论之有系统的生命哲学，实

为空前的一种创导学风，为整个学府留下了一个永不灭的纪念。据闻讲稿为商

务印书馆出版。”名人演讲在当时各校是经常和普遍的，既有大量的中国学者，

也常邀请外国学者，展现了大学学术的浓厚风气。（华大校刊 1943 年 12 月 15 日第

五、六两期合刊）

又如金陵大学的学术励进会 1942 年 9 月请施友忠演讲“经验之验征过程”，

听众 700 余人，历三小时，此纯哲学的演讲，在华西坝尚称第一次。（金大校刊第

三一零期(1942 年 10 月 15 日) 该会自 1942 年 11 月 21 日起，于每周六晚举行系统

演讲，题目有：钱穆“战后新中国的展望”,姜蕴刚“战后新中国的政治”；郑

林庄“战后新中国的经济”；梅贻宝“战后新中国的教育”；刘国钧“战后新

中国的文化”；李方训“战后新中国的科学”；章之汶“战后新中国的实业”；

施友忠“战后新中国的国際关系”。（金大校刊第三一三期(1942 年 12 月 1 日）

展览中最大的是 1943 年 4 月 9 日及 10 日两日，由华大医科学会在校医科



楼为庆祝联合医院开幕所组织的公开展览大会。《燕京新闻》报导称：内容计分

（一）比较解剖学，（二）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三）生理学，细菌学，

微生物学，（四）公共卫生等项。展览方式，则分为图解、标本、仪器，实验及

显微镜、玻片等。该院藏有已解剖之尸体百余具，届时拟全部公开展览，同时

并备有几种动物，当场解剖。各项展览均将派有专人报负解释，并解答各项问

题。每晚并拟放映各种与医学常识有关之幻灯。各项秩序均力求丰富，不收门

卷，欢迎参观，以期普遍。据展览后统计两日来参观者约十万余人，而向隅者

仍不乏其人，盛况尤称空前。（详情已在“华西医院往事”中介绍过）

     此外金女院的金陵地理学会 1941 年 1 月 5 日， 在万德门的两间大教室内

布置了精彩的地图展览。展览的总题是“国际问题的地理观”。入场首先射入眼

帘的是张世界的“摹地图”，它简单的告诉了人们国际舞台上战争悲剧中的几个

厄运者的不幸。接着的是一些天然富源分布图、地理形势图、交通干线图、战

后土地得失图及许多物产、军需品的图表，与含义深邃，耐人寻味的漫画，给

我们明晰的解晰，使我们了解了物产与战争的关系 厄运者所以遭受到不幸的原

因，与侵略者的穷兵黩武的目的。

展览中有一幅华西坝各大学同学的省籍图。它使你可以想见从远远的四方，

一群群的青年学子，经历了辛勤的跋踄，始克聚集在这里，战争使我们流浪了，

我们怎能对这影响的战争的地理因素不加以密切地注视呢？展后，四川省教育

厅选取了地图多幅，印成幻灯，以为辅助教材。（金女校刊 1941 年 2 月 79-4 李芙生

撰稿）1941 年夏教育部曾组织边疆服务团，内分地理组，在金女刘恩兰博士领导

下，至理番之马塘黑水一带，工作两个月，所得标本甚丰。该团见于边疆民族

之风物文化，甚有价值，于 2 月 18、19 日假华大体育馆展览，以引起大家的兴

趣，结果甚为圆满。刘博士还组织边疆妇女工作谈话会，作智识妇女服务边疆

工作有更深切的认识。（金女校刊 1943.2 月）

 在文艺创作上最有代表性的是“正声诗词社”。 该社 1943 年金陵大学中文

系学生邹枫坪、卢兆显及国文专科学生杨国权、池锡胤及选修沈祖棻先生课的

农艺系学生崔致学等人发起，特聘沈先生、程千帆、高石斋、刘君惠教授为指

导。先后入社的金大、华大、川大等校学生 14 人。在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正声 1944 年初发行了第一卷 1、2 期。



1944 年夏，池、杨、崔、卢先后卒业将去之时，编印了正声诗词社丛书第

一种，题名《风雨同声集》，出版后，曾引起社会人士的重视，章士钊先生在其

《论近代诗家绝句》中论千帆叔祖程颂万，有诗云：“大邦盈数合氤氲，门下

门生尽有文。新得芙蓉开别派，同声风雨已堪闻。”诗后有小注：“沈祖棻为程

氏妇，其门人已刊《风雨同声集》词稿。”1944-1946 年诗社在《西南日报》上

发表了 40 余期专栏，清明雅正的风格，影响深远。1947 年秋还刊出了新一期的

小册子。2009 年沈祖棻诗词研究会出版了正声诗词四种；2012 年又出版了正声

三四期合刊及诗词社五人集，汇集了社员的宝贵作品。

三、联谊性活动，主要是各团体迎新送旧、联欢举行的活动，表达了师生、

同学、契友之间的深厚情谊。1940 年六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二年级同学欢送四



年级同学，或许可以是一个代表，尤其是送别辞，十分感人。记载称：

一年一度的离别又将届临了。二年级同学对姊姊不胜依恋之至，患难中姊妹感情更加

浓厚。特定于六月六日在本校健身房举行送别会。未及六时，嘉宾踵至，二年级同学极尽

妹妹之责，热烈招待。与四年级聚交后，七时开始表演，节目无多，但均动人。短剧“瞎

凑合”，令人捧腹不止，但功洁女士所饰太太一角，逼肖逼真，黄维瑾之青年，钱瑛之女郎，

江润祥之丫环，黄燕华之警士，亦莫不入神。此外如歌舞、歌剧亦颇精彩。尤以最后节目

“欢送辞”，配合以适当辞意之灯光与动人之离愁之乐，令人心碎，大有不忍离别之感。辞

曰：

蓝天里，/云霞架起了光辉的彩桥，/薰风轻拂起长垂的柳条。/嘶哑，断续的，/蝉声

唱出了别离的曲调。/从此，朝阳中，/缓步归来的人群里，/再听不到你们的欢笑！/从此，

/清风，明月夜，/空余下歌声的寂寞。/广漠的世界，聚散本只是偶然，/但是/我们遇合在

枪炮下，/我们切磋于患难。/祖国的危困，妇女们几千年来的不平，/我们在共同肩负着这

千斤重担。/即使是一声低低的“别离”，/心头也涌起万绪千端。/且，抑止住别离的眼泪，

/吞咽下断肠的叮咛。/看，我们用欢笑在装饰这会场，/用歌舞来欢送我们出征的友伴。/

别了，姊姊们，/让我们卷扎起这重重的思念，/收拾起温柔的挂念。/今天，我们虽在苦难

中离散，/但是，再聚首时，/定是明朗灿烂的春天！/别了，姊姊们！（金女校刊

1940.6.74，5- 6 载送别会——曲胜三叠 ）       

这一类的报导在各校刊上都有，如金陵大学农艺系的农艺学社，1942 年 3

月 5 日晚一举行的 192 次常会，迎新、联欢、讨论会务，欢迎老社友沈博士。

章院长、荆主任、郝教授行者全系教师、同学全体出场。训词之后，庄巧生先

生讲述了社的历史、组织、特色、贡献、成就等。游艺开始，名票程炳华社友

清唱一曲，名不虚传。游戏中冯兆林校友不幸中罚，瞎子受罪，遭了不白之冤。

王金陵社友，唱完番歌，亲授蛮舞。荆主任、黄教授，当场拜在门下，师生合

舞；齐兆生社友与郝教授，先有默契，各献所长。齐先生的京音大鼓，精彩百

出，郝先生先讲述山西梨园派，边讲边唱，却未肯整套杰作，散会后齐先生大

呼上当。（金大校刊 1942.4 月）

联谊会中无论老少，师生，各献其长，大家同乐，该唱的唱，游戏中该罚的认罚，化

装舞会则隐藏了每个人的真面目，更谈不上尊卑贵贱。（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