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华大的一瞬

金开泰 

华西协合大学经过 1910 年-1951 年 41 个年头，她的整体历史已有许多记述，

但挖掘她的一瞬、细节也是一个值得长期研究的过程。一瞬、细节往往能给人

更形象、更生动认识她的前世今生。笔者最近从华西协合大学校刊无意间看到

了几个一瞬，特转述以饷读者。

一、 华大在电台上的 30 分钟

1944.4.30 出版的校刊复刊二卷 13，14 期上刊载了训导长唐波澂 1944.4.25.

下午 8.30 在成都电台上的演讲，介绍了 1944 年学校的近况。老华大早期曾有一

年一本的一览，是十分宝贵，如 1930 年一览，刊载了大学平面地图、沿革、目

的、组织与行政、经费、设备（含建筑、图书、仪器标本）、理事部部员、行

政委员、各部职员、各科学长、职教员表、毕业生一览、各科课程、普通规则、

附设学校等，可惜而今能看到的不多。这次演讲应该是当年真真切切的实况，

可以信赖的历史。

首先，他对学校的沿革作了概述: 公历 1905 年，四川基督教各教会即决议

联合创办大学一所。当时就组织一个机构，名曰：顾问会，用以策动施行，地

址定在成都。随即派员筹备，而毕启博士为筹员中之首创最力者，于是择购距

城二里计的古中园遗址百余亩为校地，即今之华西坝，先办中学一所，即今之

华西协合高中。公历 1910 年，本校即正式成立，嗣后续购地数百亩，至今推广

至 1300 余亩。北邻锦江，东接南台寺新村，风景清雅，堪以教学。当本大学成

立时参加的教会团体，计有浸礼会、公谊会、英美会、美美会，即今之卫理公

会，至 1918 年复有圣公会加入，至 1925 年复有浸礼会、英美会、美美会的女

布道会加入。

1913 年，毕启博士被选为校长，1928 年，添聘张凌高为副校长，主持行政

事，1933 年教育部核准备案，正式选举张凌高博士为校长。

其次，他介绍了 33 年来的成就：文学院毕业 394 人，理学院毕业 207 人，

医牙学院毕业 307 人，内医科 215 人，牙科 92 人，合计历届毕业人数 910 人，



内女同学 267 人，男同学 643 人。现时有文、理、医三个学院。文学院内有中

国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社会系、哲学历史系、乡村教育系、经济学系、

外添设美术组、伦理学组。理学院内，有生物学系、化学系、数理学系、制药

学系、家政学系，外设立实习药厂一座，农业专修科一班。医牙学院内，有医

学部、牙学部，外设立牙症医院二所，一在四圣祠北街，一在校本部。又设立

普通医院二所，一在四圣祠北街，一在校本部。又设立眼耳鼻喉专科医院一所，

院址在陕西街。又设立麻风病院一所，院址在华西坝。又设立肺病疗养院一所，

院址侧近广播电台。又设立产科医院一所，院址在外南东巷子。此外计有国学

研究所，华西边疆研究所，哲学史学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华西经济研究所、

农业研究所。本校合计有 3 个学院，13 个学系，2 个学组，1 个专修班，1 个实

习药厂，8 个医院，6 个研究所。

现有师生状况：教授 81 位，副教授 44 位，讲师 65 位，助教 27 位，总计 217

位，专任及兼任职员 111 位。教授中得博士学位者 53 位，得硕士学位者 33 位。

今年本校文学院现有学生 425 人，理学院 303 人，医牙学院 332 人，合计 1061

人，其中女生 405 人，男生 656 人。今年应届毕业生，文学院 54 人，理学院 28

人，医科 40 人，牙科 8 人，农专科 12 人，合计 142 人，其中女生 57 人，男生 85

人。

学生活动计有 40 种，内有学生自治会 1 个，话剧社 3 个，国剧社 1 个，其

他为院会、系会、级会，各科研会等，刊物共计有 9 种。

对于体育，素极重视，在三育并重，文武兼备的战时教育方针下，尤其努

力，战前以宿舍为单位，每年必开运动会一次；战后友校来川，以友校为比赛

对象，每年春季亦开运动会 1 次。运动的空气，从来就很普遍，学生爱好运动

的精神，于此可见。故去年成都市秋季运动大会，本校获得第一名成绩者 13 人，

第二名成绩者 14 人，第 3 名者 7 人，第 4 名者 5 人，第五名者 6 人，共得总分

183 分，荣获成都市秋季运动会冠军。

对于经费，所述亦详：教育部补助 31.2 万元，省政府补助 11 万元，托事部

及各教会担负 317.5 万元，哈佛燕京学社补助 163 万元，学生缴费 52 万元，捐

款 585.4 万元，受各机关团体请求帮忙计划研究实验得补助费 91.2 万元，其他

收入 41.2 万元，共计收入 1600 余万元，但支出需要 1790 余万元，不敷 100 余



万元。

本校图书馆，现有中文书籍 12.21 万余册，西文书籍 8.32 万余册，共计 20.5

万余册。

最后对校博物馆，作了详细报告。开始搜集标本远在民国 8 年，迄民国 21

年秋乃聘葛维汉博士任馆长，该馆系正式成立。该馆目的在搜集中国西部地区

出土古物，各种美术品，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学习之参考，并

作学术研究之材料，所收标本，逐年增加。据最近统计，已达 2 万 6 千余件，

其中中国古物美术品已达 1 万 8 千余件，西藏标本 4 千余件，苗、羌、裸㑩、

磨些等边疆民族文物约 2 千余件。其他千余件。抗战以来，敌人对于文化机关

肆意摧残，故该馆将珍藏精品，陆续疏散至安全地方者约数十箱，而大部分仍

留馆中，以供学生之研究，学者

之鉴赏，及社会人士之参观。馆

中所收标本以华西陶器为最丰富，

上起史前陶片，下迄明代墓罐，应

有尽有，尤以理番灰陶，汉墓明器、

唐墓明器、邛窑陶瓷、玻璃厂陶瓷、

蜀窑瓷器及宋明墓罐为最精富。此种

材料多系发掘所得，其价值非古

董可比。该馆发掘工作以前馆长

葛维汉先生及馆员林名均先生所

得广汉古物为最著，葛氏早有专

文报告，极为学术界所重视。他

如汉代崖墓之探索，叙渝古墓之

发掘，即窑玻璃厂之调查，均有

显著之成绩。华西陶器之外，该馆

又广事搜罗，国内各大名陶遗迹，

无不采有标本，以资比较研究之用。

陶瓷室陈列以时代为序，中国陶瓷之沿革，一目了然，参观者屡有胜读十年书

之感云。



该馆所藏华西史前石器数百件，世所罕见，制作技术，精粗不一，可分为

若干期，以代表西南史前文化之进步，最近郑馆长参考美国自然科学博物馆材

料，发表华西史前文化一文，略谓川康史前文化约可分为四期，为远东新石器

时代一支，对于史前考古之意义贡献甚大。

该馆所藏古物陶器石器之外，尚有铜器 300 余件，铁锡器具百余件，历代

货币千余枚，砖瓦数百匹，骨器百余种，玉器石器各数十种，均具精美，令人

百观不厌。最近又得蜀中名家龚熙台氏所藏广汉玉器四件，雕刻精致，增色不

少。

该馆所藏边民标本，以西藏器物为最丰富，中外人士以为举世无双，为研

究西藏文化不可缺少之材料，凡喇嘛教之图画、佛像、酒器、经书、乐器、灯

盏以及藏民日常生活用具、装饰品、印章，楼梯等等无不齐备。近本校教授李

安宅先生由拉卜楞寺研究回来，著喇嘛寺院组织论文多种，可与此宝贵资料相

印证，学者读李教授著作，参观实物，俨如亲至拉卜楞或拉萨矣。

在限制的 30 分钟内，虽然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希诸位听众原谅，若赐步

参观，本校绝对欢迎。

二、一年的思想教育安排

老华大虽然在正式的课程表中难得看到政治课、思想品德课之类的课程，

却依然是实行的德智体三育并重，其德育主要是在课外的“国父纪念周”之类多

维度的名人演讲。在校刊中有 1943 年第二学期和 1944 年第一学期完整的“国

父纪念周”31 周的演讲时间、演讲者、演讲题目的安排。1944 年入学的新生安

排有 13 次的演讲。

邀请做演讲的有校长张凌高，院长林则、戴天放、罗忠恕、李廷安、张教

礼，主任李安宅、彭荣华、傅葆琛，校内外名教授有李晓舫、姜蕴刚、何鲁之、

杨佑之、吕高辉、程英祺、程玉麟、钱宾四、倪青原、蒋旨昻等，外籍人员还

有文幼章、韩培林，省主席张群（岳军），郭子杰厅长、李天民干事长、徐思

平参谋长、杨倬云处长等亦名列其中。还有美国国务院地质专家葛先生。

演讲内容有“人类的前途”、“青年的成功与失败”、“智识分子在历史

上的责任”、“战时的人生观”、“大学青年的心境”、“青年的处世哲学”、

“青年与社会建设”、“烦恼与归宿”、“知识青年从军”、“科学和科学方



法”、“中国科学的回顾与前瞻”、“健康”、“性的心理”、“春”、“从国

际粮食会议说到我国的营养问题”、“战时四川的农业政策”、“经济建国与

建国经济”、“国际货币会议与中国经济”、“造纸工业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畜牧业与民族福利”、“中国如何工业化”等等。既含盖了人类的前途，世

界和平与民主、国家的现实及相关政策，青年的责任与修养，科学的思维与方

法，个人的身心健康、中国学生在美的生活，非常广博。新生还强调求学的旨

趣、自觉与自治等。

这些或许可以说有

经历的老一代向青年一

代传递自己的人生经历

与研究所得，对学生会

有更多的启发性。也反

映了当时学校内师生之

间的和睦，校长、教授

不只是上课传播知识，

更是学生的导师；学校

与社会也是紧密联系的，省长、厅长大人也愿意走出官邸和大学生直接沟通。

有些演讲以后还在校刊了发表。如姜蕴刚的“春”的演讲，我们看到他讲

了：第一、花落春仍在，第二、余意正在凄凉，第三、杏花春雨江南，第四、

一团春意中，第五、宜其湿然丹者为槁木，第六、不关落花的事。他讲春，那

是在强调发展长命文化，看到和平的可爱与必要。春并不是落花般的飘忽，而

是葱浓之茂郁。春是长在的，不关落花的事。人是长寿的，不关俗情的打击。

纪念春，因为春天是先烈真精神之所在。最后引了拜伦的诗句：“春天就是光

荣！”

吕高辉讲的“畜牧业与民族福利”的内容还在 44 年 5 月 23 日在成都广播

电台作了广播演讲“奶与民族健康及其解决办法”。强调了科学已经发现奶是

人类食品中最近于完美的食品。介绍了牛奶普通含蛋白质百分之三点五，及乳

脂等知识，提出要增加饲养来源，广播乳畜业的科学新知识买个提倡全国性的

乳业。



其他更多的内容及效果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

三、 别开生面的一次辩论会

1944 年 5 月 12 日下午七点华大三三级在事务所礼堂举行了一场辩论会。会

场布置富丽堂皇，和谐肃穆，此种设置，别具匠心，确属仅见。

到会的有校长张凌高，教导长刘之介，秘书高瞻天，副训导长周允文，学术

部同学方君璧。裁判长为金女大教务长张乡兰博士，裁判有文学院长罗忠恕，

理学院长张孝礼，社会系主任李安宅，教授李晓舫、姜蕴刚、王公维、叶刚武。

三三级全体同学及各年级

同学来宾。济济多士，雍

容 一堂。

校长张凌高应邀作为

主席，致开会词。他说：

我告诉你们辩论会第一着

意在‘辩’字，第二才是‘论’，

辩论是不要他是合乎逻辑

的。怎么说呢？我给你们讲

一个故事就知道了。从前有

师徒二人，为交学费而引

起了辩论。老师说：“我把

你教好了，你应该交学费，

我没有教好，你还要跟我

学，你应该交学费。”学生

说：“老师，我学好了，甚

至比老师还好，我当然不

该交学费。如果我没有学好，是我还不能出师，当然也不交学费。”就如此这般，

老师和学生都有理由，但他们合不合乎逻辑呢？也合逻辑，也不合逻辑，对不

对呢？也对也不对。因为他们师徒都注重在辩论。

学术部同学方君璧，报告筹备经过。他说：“这次我们三三级学术部举办

这个辩论会，完全是一种尝试。今天的成就如何，我们学术部完全没有把握的，



不过为了使得同学们对辩论发生兴趣，使大家有练习口才，练习思想的机会，

我们初是无所谓得失的。

接着方君又说：“今天辩论分正反两面。正面的题目是‘专才重于通才’，

由理医牙学院同学合组担任。反面题目是：‘通才重于专才’，由文学院同学

担任。正面由颜济同学充当主辩，胡郁华、周燕宝、汪肖梅，三位同学充当助

辩。反面由赵棣同学充当主辩，朱爱源、喻安玉、赵维忠三位同学充当助辩。

正反两面，共为八位同学。主辩时间 12 分钟，助辩时间 7 分钟，复辩由主辩同

学担任，时间是 9 分钟，绝对遵守时间。

正面颜济以次各位同学，主辩‘专才重于通才’，他们认为科学的分工，

抗战建国的每一门工作，都是专门人才担任，举出了军火制造、地质研究、经

济建设 、矿产开发，学校的分科分系，工厂的分部分门，人类日常用品的发明，

都是专家做出来的。换句话说，一切事物离了专家，毫无办法。反之通才一知

半解，通而不精，精而不细，细而不密，没有完善的设计，没有充分的研究，

仅凭皮毛，推动任何事情，不会有结果的，所以他们认为专才重于通才。

反面赵棣以次各位同学，主讲‘通才重于专才’，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存

在，一个学校校务的活动，一个工厂的建立，一个团体的主持，一个政党的领

袖，抗战建国的领导与发展，完全是靠着通才来主持的，他们提出了美国的罗

斯福，中国的蒋委员长，苏联的史大林，英国的丘吉尔，虽都各有专长，然而

他们除了专长之外，还有领袖式的通材才具。学校的校长，工厂的厂长，团体

的领导人，政党的党的党魁，都是通才。他们认为专才是片面的，单纯的，通

才的整个的，多方面的，通才可以领导专才，组织专才，利用专才，指导专才。

所以他们认为通才重于专才。

评判结果由张乡兰博士宣布，她说：两个的分数差不多，反面多一点，通

才重于专才获胜。自是会场热烈鼓掌，历时数分钟。由教导长刘之介，当场给

奖，礼成散会。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辩论会完全由学生自己组织，自己主持；校长、院

长、教授热烈支持与参与；强调的是第一是辩，第二才是论；不设固定思想模

式，利于开阔思想，练习口才，在于言之成理；邀请学校权威人士评判，具有

一定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