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忆与寻找:纪念南昌大学建校 90 周年 /徐求真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5

ISBN 978 － 7 － 210 － 04784 － 1

Ⅰ．①追… Ⅱ．①徐… Ⅲ．①南昌大学 －纪念文集

Ⅳ．①G649． 285． 61－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61476 号

追忆与寻找:纪念南昌大学建校 90 周年
徐求真 易敬林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嘉欣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16

印张: 20． 25 字数: 300 千

赣版权登字 － 01 － 2011 － 78

ISBN 978 － 7 － 210 － 04784 － 1 定价: 33． 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传真: 0791 － 6898827 电话: 0791 － 6898983( 发行部)

网址: www． jxpph． com 邮政编码: 330006
E － mail: jxpph@ tom． com web@ jxpph． 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书书书

序

这本名为“追忆与寻找”的文集，记录了南昌大学 90 年中的一些零星往事。

说是零星往事，因为它们不那么宏大，不那么耀眼，但它们就像一片片绿叶，能

汇成大树的浓荫，像一颗颗淡星，衬托出美丽的天穹，惟其如此，令我们倍加珍

惜。往事会帮我们回忆，帮我们思考，帮我们寻找。

文集里的 79 篇文章，幻灯片式记下的，有创业的艰辛，有成功的喜悦; 有不

甘落后的进取，有敢为人先的自信; 有穷根究底的求真执著，有呕心沥血的育人

深情; 有发奋苦读的志气，有面壁十年的雄心; 有民族危难中的奋起，有战火纷

飞中的牺牲; 有曲折中的沉重，有动乱中的清醒; 有折腾中的坚守，有浮躁中的

宁静; 有各式各样的勇于承担，有各美其美的五彩缤纷; 有协作中的团结热忱，

有孤独中的遥思遐想; 有对青春年华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有对人格形成期精

神家园的深深怀念……这些远去的回忆中，共同的是生命力的鲜活; 这些依稀

的画面里，浸透的是文化的张力。

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正当年富力强，有的已耄耋高龄，有些已离我们而

去。这些平实的记述，跨越几代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语言风

格，不同的感情抒发，不同的思路乃至不同的认知，再自然不过。一百双眼睛

中，有一百个南昌大学;五万名南昌大学学子的头脑里，有五万所南昌大学。只

要大家都有同一个梦，那多棱镜折射出来的境界将更加美丽，这正是大学兼容

并蓄、多姿多彩的风景，它蕴含着无限的希望。



90 年的积淀，几辈人的艰辛，学者们的执著追求，老师们的挚爱深情，工人

们的淳厚开阔，学子们的求索追问，校长们的眼光与苦心，为今天的南昌大学送

来了一份最珍贵的礼物，称之为“精神”。领悟这些精神，传承这些精神，形成南

昌大学有自身特色的精神，我们就有了大步前进的底气。90 年不算短，从成功

和失败中，从总结和反思中，我们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90 年不算长，比起将和

人类同在的大学的未来，南昌大学才刚刚诞生。作为人类社会之灯的大学，有

责任不断提炼精神，创造精神，提升自己的文化自觉。

在知识经济登上历史舞台的今天，兼有生产知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等多

种功能的大学，已经演变成了“社会发动机”，发挥着强大的功利和工具作用;而

与此同时，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却在强势地挤压人们的心灵、抽空大学的灵魂、

压缩学人的视野，从而使人物化，使大学异化，使我们迷失自我。这时，大学坚

守培养“完整的人”的宗旨，坚守通过培育和谐心灵来孕育和谐社会的责任，有

着特殊的意义。要倡导“仰望星空”，去求索无垠的宇宙; 要倡导“反问内心”，

去发现丰富的自己。通过文化的积累与发掘，升华价值观，弘扬精神力，大学才

能够找回真正的自己。

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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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焕奎申办学校记

张兴荣

民国五年( 1916) 的一天，豫章医院的名医何焕奎正伏案奋笔疾书，他文静

的脸上，平添了几丝坚毅，他要做一件造福于桑梓的大事。

何焕奎，名士魁，字星萃，在南昌和进贤颇有声名。他于 1883 年出生于进

贤县三里乡何家村。少时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好学，且天资聪颖，光绪二十八年

( 1902) 参加县学考试，成绩优异。光绪三十年( 1904) ，年仅 22 岁的他参加南昌

府试，即获秀才资格。次年，光绪三十一年( 1905) 8 月，清政府明令次年始废科

举，兴办新式学堂，是年他考入洪都中学学习。光绪三十二年( 1906) ，何焕奎考

取留日公费生赴日本东京学习基础课程( 包括语言)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考

入千叶医专，在此接受了现代医学教育，并于日本大正三年( 1914) 毕业。

何焕奎怀着报效祖国之心，于 1914 年秋季归国，来到南昌，筹资自办了豫

章医院，用学到的现代医学方法行医诊疗。何焕奎长于外科，先后在江西首创

“剖腹产”、“子宫瘤切除”等外科手术，很多疑难病症在他的医治下竟“起死回

生”，一时之间，何焕奎医名远播。

何焕奎行医道路顺风顺水，但作为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他心中有着更大

的抱负。早在他回国之前，南昌已经有了一所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在运转，

那是他的千叶医专的两位学兄王若伊( 厚卿) 、王若宜( 宜春) 两兄弟在 1912 年

筹办的。王若伊、王若宜均于明治四十一年( 1908) 于日本千叶医专毕业，其时

何焕奎刚进校，正好擦肩而过。由于各种原因，1915 年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校

被迫宣告停办，此时江西全省就没有医药学校了。何焕奎考虑，没有学校培养

具有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医生，那么众多的病患者，依靠谁来救治呢?
1



何焕奎与留日归国的曾贞( 字翰生，江西吉水人，日本东京帝国学大医药专

业毕业) 、杨瑞苞( 字竹襄，江西南昌人，日本冈山医科大学 1915 年毕业) 等同道

认为，江西这个地方急需新式的高等医学人才，仅仅靠几个国外留学生是远远

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他们讨论的结果是: 只有继续开办医药专门学校才是最

好的办法。于是，公决由何焕奎执笔撰写申请在省里创办一所医药专门学校的

提议，校名仍叫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既有适应一般国内对医校的通俗提法，

也有顺延两位学兄办学的一脉之意。

但是，申请办学的事情并不顺利。何焕奎与曾贞、杨瑞苞等办校的上书，被

省议会驳了回来，理由不外乎是经费、校址等困难。他们仍不死心，第二年又补

充理由上书，呈送给省议会，却依旧被退。第三年，他们再次把申请报告送呈省

议会，仍未得到同意的答复，令他们极为沮丧。1920 年，他们改变了呈送对象，

直接送到了当时的戚省长手中，没想到还是被拒绝。

1918 年时，南昌又回来了两位留日毕业生，那就是南昌籍的喻智静( 字知

青，日本医科大学 1918 年毕业) 和钟季襄( 字醉卿，日本冈山医科大学 1918 年

毕业) ，由于有同乡之谊加上志同道合，很快亦投入了筹办医校的活动中去。

1921 年，何焕奎等再次上书省长公署，终于获批成立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

校，但只准设立医科，不同意成立药科。同年 3 月 19 日，省署下文委何焕奎为

校长，拨开办费 6978 元，只值当时的金库卷 3000 元; 聘请喻智静、钟季襄、杨瑞

苞等 4 位西医和药师为教师，学制为 5 年，规定招收旧制中学高中毕业生。经

过努力，他们招收了 32 名学生，不久就开始上课。但因为省府未批校址，只好

在南昌市解家厂租用了 3 间民房。虽然条件十分简陋，但他们终于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 张兴荣，原江西医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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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胡先骕教授事略

邓宗觉

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之一、先师胡先骕( 1894—1968) 字步曾，江西新建县

联圩乡人。1912年，胡先骕经考试遴选，获官费资助赴美加州伯克莱大学农学院

森林学系攻读森林植物学学位，其目的是: “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胡师于

1916 年 23 岁时获农学士暨植物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局

长。庐山气候宜人，水源充足，土壤肥沃，交通方便，地形多样，山林茂密，为他

打下在庐山建立植物园的思想基础。1918—1923 年胡师任国立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农业专修科教授、生物学系主任，成为我国农学院设生物学系的先驱。

1923 年，胡师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学，32 岁时获植物分类学哲学博

士学位。1926年回国，继任国立东南大学( 现南京大学) 教授。1928 年任私立北

京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学部主任。该所是通过范源濂( 号静生，时任北洋政府教

育部部长，生物科学余爱好者) 创立的尚志学会捐赠 15 万银元创办起来的研究单

位，而后依靠美庚款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而成长壮大。此后，胡师又先后在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授。1934年，胡师在庐山创建森林植

物园( 即现在的庐山植物园) ，并亲自主持成立盛典。参加这次盛典的有竺可桢、

梅贻琦、辛树帜等著名学者百余人，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

式辉均派代表到会祝贺。该植物园已被公认是我国建园最早的山地植物园。

1935—1948 年，胡师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届评议员。当时，一届评议员仅

有 32 位学者。1948 年评议会审定了 150 人为院士候选人，最后经评议选举，有

81 人当选为院士，其中生物学组( 含医学、农学、生物学、药学、人类学、心理学)

有 25 人，胡师列于生物学组内。1940 年，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杏岭成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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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师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赴任，挑起了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的重担。胡

师对学生要求严格，重视教学和实验，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基本功的培养。源

于国立中正大学生物学系的现南昌大学生物科学系和生物技术系，已从单一的

本科生教学发展为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在漫长岁月后的今天，仍

保持着原有的优良学风。

1944 年，“民国日报事件”引发学潮。当时，国民党当局提出开除为首学生

的无理要求，胡师辨黑白，明是非，认定正义在学生方面，毅然反对开除学生，并

愤而辞去校长职务以示抗议。当局委派原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

授、知名经济学家肖蘧接任校长后，学生又发起“留胡拒肖”签名活动。胡师立

即出面训话制止，力陈肖蘧博学宏识、才华卓懋，方使风波平息下来。

1946 年，胡师辞去国立中正大学教授之职，移居北平，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

研究工作。1948 年，胡师与国立中央大学森林学系郑万钧教授联合发表有关裸

子植物水杉新种的论文，标志着其学术造诣达到了新的高峰。

被誉为“植物活化石”的水杉现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原产地为四川万

县磨刀溪和湖北利川县，是一种落叶大乔木，树高可达 35 米以上，它似松非松，

似杉非杉，曾被误定为水松。胡师经过一年多考证研究，认定该植物为日本植

物学家山木茂博士《古植物化石图谱》所载新属 Metasequoia Miki 中一个新物

种，并得到郑万钧研究的确认。两人将它命名为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并联名发表了论文《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引起了世界植物学

界的重视，被认为是 20 世纪重大自然科学发现之一。目前，全世界已经有 50

多个国家 200 余处植物园从中国引植水杉。

平津战役中，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呼吁和平解放。大军压境，是和是战，国民

党军守将傅作义举棋不定，便邀请北平名流学者征询意见。胡师在会上第三个发

言说:北平是历史文化名城，战则文物被毁，百姓遭殃，战火将给整个中华民族带

来空前的劫难，当局应审时度势，顺应民心，化干戈为玉帛，将北平和平解放视

为上策。其实，此前胡师已与共产党北平地下组织多有接触，时任地下党北平

中学委员会书记的杨伯箴(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高教部副部长) ，也曾去看望过胡

师并作长谈，胡师答应留在北平，并担起保护静生生物调查所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后，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分与北平研究所合并为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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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分类研究所，胡师任一级研究员。1951 年，胡师在“乐天宇事件”中受到不

公正待遇，被降为三级研究员。此后，他更以淡泊而宁静的态度，专心从事专题

研究和学术著作，偶尔也赋诗填词以抒胸臆。1956 年 4 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

针”，人们认为“乐天宇事件”不过是学术之争，故胡师又复任一级研究员。

1952 年，胡师和植物区系学家吴征镒等一起应中国和平理事会主席郭沫若

之邀，赴抗美援朝前线工作。当时美国曾使用细菌武器，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

区投下大量载虫带菌的树叶，胡师凭其深厚的植物分类学及植物地理学专业知

识，证明具有此等叶片的常绿阔叶树种在当地绝无分布，当时通过科学鉴定所

定名的青冈属( Cyclobalanopsis) 、山胡椒属( ndera) 植物等，则均为南韩的优势

树种。至此，美国无法抵赖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不得不低头认罪。回国后，胡师

因建此功，获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模范称号和奖章。

1966 年，政治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中，年逾古稀的胡师曾挨斗、陪斗，

惨遭迫害，苦心耕耘所得文稿资料散失殆尽。1968 年，胡师因心脏病猝发，于 7

月 16 日晨溘然长逝，享年 74 岁。

直至 1979 年胡师的冤案才得以昭雪，是年 5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在

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胡先骕先生骨灰安放仪式。1984 年，中国科学

院、江西省科委等单位在庐山植物园松柏区建造胡先骕先生墓园，先生落叶归

根，先师一生热爱自然，逝后复回归自然。而今，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先师则得

以安眠于故乡的苍松翠柏林中。

时光荏苒，转瞬已是新的世纪，今日回忆先师，备觉其形象高大，气质宏伟。

胡师思想深邃，著作等身，一生共发表论文 150 余篇，发表新种 200 多个，出版

书籍 20 余部，培养了大批植物学人才。他还是精通古诗词的文学家，曾参加过

多次文学论战而蜚声文坛。他平生发表诗词 400 余首，诗集出版时由文学大师

钱锺书先生选定篇目并为之题跋。钱氏短跋胡诗云:“挽弓力大，琢玉功深。登

临浏览之作。发山水清音，寄风云之壮志，尤擅一集胜场。”在胡师的诗词大作

中，有首七言长诗《水杉歌》乃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不朽之作。该诗歌吟了水杉

的品格及其生物学、生态学、分类学、古生物学、古地史学、古气候学的渊源，堪

称近代诗坛上一枝绝佳的奇葩。陈毅副总理得见手稿遂高度赞赏，亲手题词，

并将诗稿推荐到《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其英译稿则在香港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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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师又是一位教育家。他办国立中正大学的理念和方略，是“教育救国”、

“爱国教育”、“英才教育”。1940 年 10 月胡师在创校开学训词中指出:“本校所

负任务为阐扬三民主义之真谛，并针对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授诸生以实务中

必需之知识，力行以求知。”在中正大学校歌中，就有“求知力行期有为，修己安

人定国基”的歌词，与现今南昌大学校训“格物创新，厚德泽人”是一脉相承的。

胡师全身心致力于创建江西第一所高等学府———国立中正大学的事业。

他凭着自己的智慧、热情和毅力将利国、利民的科学办学理念贯彻到学校教育

实施的全过程。例如设置实践性强的文法、工、农三个学院以及增办短缺的行

政管理、师范、税务和土木专修科，都是服务于当时江西及全国急需专业人才的

举措; 胡师还强调，要提高和培养青年人的文化素质、高尚的情操、健康的体质

和求实的作风。在用人方面，胡师聘请名师蔡方荫院士、周拾禄教授、马博庵教

授分别担任工、农、文法三学院的院长，又以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影响力，吸

引了不少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教授来校任教。当时的中正大学尽管校舍简

陋，设备不全，经费拮据，物质匮乏，但从整体来看，中正大学的“名师教育”实堪

与诸多名校相媲美( 参见下表) 。

中正大学 1944 年教师队伍结构情况表

职称结构 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

职称 人数
( 人)

比例
( % )

国外
博士

国外
硕士

国外
留学

国内
硕士

大学
毕业

专科
毕业

学历
不明

最高
年龄

最低
年龄

平均
年龄 其他说明

教授 46 27. 9 8 15 19 1 3 60 32 42. 1
40 岁以下 21
人，占 46. 7%，
校长 47岁

副教授 38 23. 0 7 1 24 1 5 57 27 36. 8 35 岁以下 13
人，占39. 4%

讲师 58 35. 2 1 39 8 10 58 28 32. 9 30 岁以下 11
人，占22. 9%

助教 23 13. 9 18 2 3 32 24 28. 7 26 岁以下 7
人，占 35. 0%

合计 165 100 8 15 27 2 84 11 18 60 24 36. 4

兼职
教授

25 2 4 10 9

注: 另外还有兼任讲师 1 人，兼任助教 1 人，研究员 1 人，兼任研究员 9 人，专兼职教师

共 19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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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学首先将爱国教育视为天职，为抗日救国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堡垒。

作为一校之长的胡师一贯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殚精竭虑地保护师生中的

进步力量，并以他的威望和地位巧妙地周旋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如国民党

当局要逮捕学生项鹏飞，他则请国民党党员、训导长谢兆熊教授据理力争，斥责

当局无凭无据滥捕学生的行径。还有一次，江西省三青团头头在学生大会上大

放厥词，鼓噪学生参加青年军，而胡师在接下来的讲话中却说:打仗是军人的天

职，大学生在校主要任务是学好科学技术为国家服务，这就是最好的爱国行动。

学校和教师当极力教育学生读书不忘救国，不忘雪耻图强，忧国爱民，振兴中

华，至于学生是否参军完全靠自愿，此乃人各有志，不可强求。胡师的讲话实际

上给三青团的头头泼了一盆冷水。胡师耻与政客、权贵为伍，且避之犹恐不及。

如庐山拒召、中正大学抗迁于赣州等事，足见胡师之凌霜傲雪、铁骨铮铮。

我与胡师相处最长的时间是 1957 年。当时我任江西师范学院生物学系系

主任，聘请胡师来院讲学，期间与胡师朝夕相处，深受教益。在非常的 1957 年，

能与胡师在江西红土地上重逢，自然是感慨良多。其间许多宝贵回忆都被写入

纪念江西师范大学建校 60 周年《穿过历史的烟云》的校庆专辑中。这里仍需一

提的是，在讲学期间，胡师屡屡谈及人生，曾深情地说: 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艰

难曲折、急流险滩，企图一世平安顺利，那是不现实的幻想; 问题是要学会对付

困境逆境，顺其自然，泰然处之。他的哲理是: 正直、理智和无畏。胡师总是以

哲学家的理念、科学家的智慧和诗人的情怀去体验变幻不定的人生!

( 邓宗觉，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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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姚显微教授

陈标根

姚显微教授是今南昌大学前身之一、国立中正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是我国

现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是我国抗日战争期间，亲赴前线与日寇拼搏而牺牲

的唯一一位教授。

1942 年 5 月，日寇进犯到我赣中腹地，妄图打通浙赣铁路做垂死挣扎。桑

梓遍遭蹂躏，国立中正大学师生，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 文法学院姚显微教

授更是慷慨激昂，号召学子们“到前线去! 到战壕去! 抵抗侵略，做一个爱国的

好儿女”，并首先发起组织“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广大师生在他的感召下，群

起响应，战地服务团很快于 6 月 13 日成立，并公推姚显微教授为团长。6 月 25

日，战地服务团在姚显微教授的率领下，斗志昂扬，高唱团歌:“……书生报国今

其时，战地服务尽天职……”冒雨开赴前线。

战地服务团先后在新余、峡江、新干等地发动知识青年，组织成立青年战地

服务团，通过宣传、救护、慰问等活动，极大发动了民众，鼓舞了士气。服务团还

免费救治伤病员 4500 余人。

1942 年 7 月 7 日晚，当战地服务团转战到新干石口村住宿时，与日寇遭遇，

姚显微教授临危不惧，和团员吴昌达同学一道，赤手空拳与鬼子作殊死拼搏，两

人不幸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中正大学全体师生悲愤欲绝，群情激昂，誓沿烈士

足迹继续前进，并庄严公祭，下半旗志哀! 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颁令: “明令

褒扬，以旌忠烈。”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先后为两位烈士颁发

了革命烈士证书。2002 年，原国立中正大学教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同

志为烈士题词: “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姚显微教授和吴昌达同学是中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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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南昌大学的光荣和骄傲，是我知识界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

荣和骄傲!

今天，我们迎接校庆，缅怀先烈，不仅是以先烈为荣，表达我们怀念敬仰之

情，更是要传承先烈的伟大精神，教育后人。

首先，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弘扬先烈忠贞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祖国的统

一富强，民族的振兴发展，人民的幸福安康，随时贡献我们的一切，乃至宝贵的

生命。

第二，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弘扬先烈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当前，我国正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国内、国际各层面的矛盾错综复杂，改革开

放、综合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应以先烈浩然正气、无私奉献的高贵品德

为榜样，戒骄戒躁、克勤克俭，勤奋学习、励志敬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三，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弘扬先烈学用结合、重在实践的科学态度。先烈

不仅刻苦学习理论知识，并且重视把所学知识与抗日战争前线服务实践相结

合，发出夺目的光芒! 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需要像先烈那样

的科学态度，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勇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探索，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 陈标根，原中正大学学生，原江西大学房管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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