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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子华君请我为他著的 《白亮诚传》写序，我欣然同意。沙甸

人为沙甸前辈人写传，是一件好事，值得提倡。

沙甸白氏大约于明初由石屏大水移居沙甸，至今已有６００多年
的历史。白氏自称是咸阳王赛典赤后裔。沙甸白氏出过不少知名人

物，白氏先祖白受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沙甸玉带河上的石拱桥。

中法战争爆发后，白亮诚父亲白金柱随马维骐入越南抗法，抗法有

功被誉为抗法名将，后晋升为开化总兵，长期驻守滇南。光绪二十

二年 （１８９６年），白金柱管带忠字右营，驻田逢，地毗越境。法人
纵土人侵扰我境，白金柱立斩３０余人。法人要白金柱，示以将构
衅。白金柱不为其所动。继法人又约白金柱定界，胁白金柱于其

垒。白金柱目叱之，无所绌。最终争回边地千余里。法人畏敬

之，赠以鞍马。白金柱辞谢焉。

然而，在白氏家族中最有影响的人，应该是白亮诚先生。２０１３
年，白亮诚先生被选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一百名历史人物之

一。白亮诚先生在沙甸先后创办过五所学校———沙甸鱼峰小学、沙

甸女子学校、鱼峰中学、沙甸中阿并授学校和养正学校，培养了马

坚、林兴华、林仲明、张子仁、林兴智、马元卿、白珍、白琼和林

松等一大批沙甸籍学者，他被称为沙甸的伯乐。白亮诚先生对沙甸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都做出过重大贡献。他把

父辈留下的大部分家产都用于捐资办学，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在省

城昆明，他发起成立振学社、创办振学社高等中阿并授学校和私立

明德中学、创办 《云南清真铎报》、印发经书发行、搜集云南回族

起义史料和参与中国第一届留埃学生的选送，他被誉为云南回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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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回族 “文化自觉”的代表人物。

白亮诚先生一生致力于创办思普企业局，开发西双版纳茶业，

对云南茶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西双版纳茶业和普洱茶发展

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采用西双版纳大叶种茶制出优秀红茶，是

用云南大叶种茶制作红茶的中国第一人；他在西双版纳最先采用机

械制茶，成为思普地区机械制茶第一人；他是在清华大学演讲西双

版纳茶业开发的第一人和唯一的人；他在西双版纳创办现代农场，

引进内地农作物种植，采用机器耕作，对西双版纳的农业产生积极

而深刻的影响。

晚年，白亮诚先生在缅甸、泰国著书立说。他计划把认、礼、

斋、课、朝写成伊斯兰丛书首五卷，１９５８年５月，他纂述的伊斯
兰丛书首五卷之五 《朝觐南针》，书出之后深受缅甸、泰国等国和

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穆斯林的欢迎，随之中国香港地区和泰国先

后再版。１９６１年４月，他纂述的伊斯兰丛书首五卷之二 《拜功浅

识》，在仰光出版，是年８月又再版。１９７５年３月，他纂述的伊斯
兰丛书首五卷之三 《斋戒真铨》、之四 《课赋玄机》和之一 《礼法

史话节译》，经过一番周折，在中国台湾地区由云南昭通籍回族杨

德亮先生赞助出版。白亮诚先生在缅甸、泰国等国和中国香港、台

湾地区传播中国伊斯兰文化，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

贡献。白亮诚先生的一生为社会做了多方面的贡献，为他写传是一

件有意义的工作。

子华君的 《白亮诚传》，以纪实的写法全面地介绍了白亮诚先

生的一生，内容具体、材料翔实、结构完整、重点突出。全书共十

二章，从白亮诚先生的出生写到他的归真并着重写：他创办学校，

对教育的贡献，是一位教育家和回族 “文化自觉”的代表人物；

他创办实业，对云南茶业的贡献，是一位实业家和开拓者；他著书

立说，传播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一位经著家；他高风亮节，富而不

淫，贵而不骄，为官不贪，平易近人，孝敬父母长辈，是一位受人

尊敬的长者和后人学习的榜样。

“第三章先辈有人”“第九章儿孙满堂”，这两章对了解白亮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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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也很重要，他从先辈那里继承了什么，他又传给了后辈什么，

一清二楚。“第十章亲密好友”“第十一章桃李天下”，这两章通过

他的好友和学生来加深了解白亮诚先生。“第十二章年谱与附录”，

年谱可以提纲挈领地了解白亮诚先生，附录可以从他人的文章中了

解白亮诚先生，这样的安排好。通读 《白亮诚传》，不仅可以全面

了解白亮诚先生，而且可以了解沙甸。因为，沙甸养育了白亮诚先

生，白亮诚先生对沙甸做出了许多贡献。

沙甸历史悠久，社会和谐，经济繁荣，教育发达，文化独特，

教门昌盛，宗教和顺，人杰地灵。值得写传的人物不少，如伊斯兰

文化著名学者马坚、马元卿、林兴智，抗日将领王开祯等。希望沙

甸后生多写出几部沙甸人物传记，以追叙逝者，教育后辈。是

为序。

马开贤

２０１４年４月８日
（马开贤，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沙甸大清真寺大阿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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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研究民国时期的云南回族教育，不可不研究白亮诚，同样研究

西双版纳现代农业开发和现代普洱茶生产，也不可不研究白亮诚。

白亮诚，云南著名回族教育家、实业家和学者。

白亮诚生于清末、成就于民国。民国时期的中国积贫积弱，内

忧外患，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发展文化教育

也成为拯救民族振兴国家的一种选择。云南回族，在清代后期杜文

秀起义失败后遭受残酷镇压，地位一落千丈。辛亥革命后，实行五

族共和，回族有识之士将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发展教育上。出生

于金门、生逢其时的白亮诚是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倡导者和实

践者。

云南教育向来落后，关乎人口素质的国民教育和古代选拔人才

的科举制，直到元代才开始实行，晚于中原上千年，在云南与中原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留下了一个至今也还没有填平的大坑。赛典

赤和沐英是云南古代国民教育的开创者和有力的推行者。元代赛典

赤抚滇将云南纳入行省体制，结束了云南与中原王朝若即若离的历

史，并将首府从大理迁至昆明，在昆明首建文庙，开云南国民教育

和科举选拔人才之先河。沐英及其后裔主滇近３００年，大力推行移
民屯田，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和兴科举，使云南与中原的差距明显地

缩短了，进而从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上解决了云南边疆与

中原一体的国家认同。赛典赤、沐英均为回族。回族不仅是国民教

育的积极推行者，也是国民教育的受益者。据史书记载，元仁宗延

元年 （１３１４年），全国会试，云南所得５个名额，蒙古人１名，
色目人 （回族）２名，汉人２名。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为深奥的儒

·４·

白亮诚传



家经典，这说明，元代回族的汉文化水平已相当高。明清时期，回

族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蔚然成风。明末云南保山回族

闪氏一姓，有举人、贡生和进士２１人；玉溪龙门村有举人、贡生
和进士１１人；红河州沙甸有举人、贡生、庠生和进士共百余人
（《沙甸回族史料》第１７页）。在汉文化的熏陶下，回族人才辈出，
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

家、航海家。

回族还有一种特别的教育形式———经堂教育。经堂教育是普及

伊斯兰基本知识，培养伊斯兰文化人才，传承伊斯兰信仰的基本教

育制度。经堂教育通常在清真寺举办，开设有普及性的未成年班、

老年班和职业班。有教师、教材、学制、场所和资金来源。目标明

确，体制完善，设施齐全，自明代开创以来，数百年不衰，当代日

趋兴盛。传统的经堂教育也有缺陷。如只念经不读书，学生成才类

型单一，谋生能力弱；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对汉文化的排斥等。

这些弊端日益凸显而必须进行改革。马联元是经堂教育改革的首推

者。１８７４年，马联元从阿拉伯国家游学归来，在杜文秀政权失败
后的废墟上，重新开办经堂教育，复兴教门，并从教材、教学方

法、教学内容等方面对经堂教育进行改革。改革的最大亮点是增设

汉文课程，实行 “中阿并授”。“中阿并授”突破了经堂教育不学

汉文，学了汉文会变教的旧观念，给经堂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然

而，教育改革，尤其是宗教教育改革向来都是难题。马联元 “中

阿并授”经堂教育改革未能推行开来，只是开了个头。

“中阿并授”的经堂教育改革到了民国时期才全面展开。１９２１
年，白亮诚、沙平安等人联合昆明几所清真寺成立了旨在培养

“经书两通”人才的伊斯兰新兴学校———振学社高等中阿并授学

校。教学内容除了开设 “五大本”、中阿互译、阿文写作和会话等

阿文课程，还开设 “四书”“古文释义”和数、理、化、史、地等

中文课程。１９２９年，振学社高等中阿并授学校更名为云南私立明
德学校，并把振学社高等中阿并授学校的第三班改为明德中学第一

班。明德中学设有小学、中学和阿文专修三部分。小学部和中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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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汉文为主阿文为辅，培养有信仰的国家建设人才，阿文专修部

以学阿文为主汉文为辅，培养知识较为全面的经书两通的伊斯兰文

化人才。

与此同时，国民教育也进行了改革和调整。１９２６年，设在昆
明各清真寺的阿文小学与回族社区的国民学校合并成立新学制普通

学校，取名 “明德学校”，校址设在清真寺内，课程按国家规定设

置，另加设阿文和教义课程。师生不分回汉。对回族学生另有要

求，如晚饭后到清真寺念经和做礼拜。“明德学校”发展到了省城

外的一些地区。

民国时期的回族教育，无论是普通教育或是经堂教育都体现了

“中阿并授”的特点，学生毕业后有的升入大学成为国家栋梁；有

的从事宗教职业，成为 “经书两通”的掌教阿訇；有的到阿拉伯

国家留学，成为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中国大学阿拉伯语和阿拉伯

历史文化教育的开创者。各有侧重的 “中阿并授”教育，在回族

普通教育与宗教教育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无疑是一种人们希望

的培养既有知识又有信仰的回族人才的理想模式。

民国时期回族教育在改革中蓬勃发展，大放异彩。这一成绩来

自一批回族有识之士的推动和 “振学社”的组织领导。这些有识

之士有的受过大学教育，有的是归国留洋学生，有的虽未上过大学

留过洋，但饱读诗书，对家乡教育更有真切感受。白亮诚毕业于云

南法政学校，是云南回族较早的大学毕业生，他是这一时代弄潮儿

中的佼佼者。振学社成立之初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团体，后来成为云

南回教俱进会下属的一个文化机构，它 “司学校之设置及推广教

育，研究教义，翻译经典，发行经书等等”，作用堪比教育局。白

亮诚是振学社发起人之一，是民国时期云南回族教育重要的改革者

和推行者。

白亮诚倾心云南回族教育，还体现在他对家乡沙甸教育的亲力

亲为。１９１４年，他在沙甸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沙甸鱼峰小学，并
担任鱼峰小学首任校长长达９年。１９２９年他创办了沙甸中阿学校，
实行中阿并授，培养经书两通的人才。抗日战争期间，他创办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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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私立鱼峰中学，为确保鱼峰中学教学质量，特出面聘请翻译

《茶花女》的留法学者夏康农教授为校长，聘请西南联大教授郑秉

壁、张立藩、李杰民、中山大学教授曹礼吾等为教员，在沙甸教育

史上留下光辉的瞬间。

白亮诚在推动和实践教育的同时，还把目光投向实业。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他受云南省政府委派率沙甸回族同乡开发西双版纳，
在那里创办 “茶叶试验场”，进行大叶种茶的人工种植和普洱茶加

工。试验成功后东渡日本考察。考察归来，成立 “思普企业局”，

开办具有现代意义的茶场、农场、纺织厂、医院和汉文学校。普洱

茶的制作加工，在白亮诚手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从印度购来

英制茶机，实行机器制茶。他从上海、杭州聘请高级茶艺师，开发

适合外国人口味的红茶。现代化、规范化、规模化的生产，大大地

提高了普洱茶的产量和质量，开辟了国际市场，扩大了营销范围。

白亮诚堪称西双版纳现代农业和现代普洱茶之父。

白亮诚不仅是有成就的教育家和实业家，还是有名的学者。晚

年他将伊斯兰教的认、礼、斋、课、朝五功，纂述为 《礼法史话

节译》《拜功浅识》《斋戒真铨》《课赋玄机》《朝觐指南》五本经

书。他饱读诗书，学养深厚，在振学社高等中阿并授学校讲授古

学，在清华大学作过演讲，创办刊物，撰写文章，集教育家、企业

家和学者于一身，是一位信仰虔诚、名副其实的回族儒商。

白亮诚晚年流寓国外，也许因此，后人对他不甚了解，他的事

迹很少见于文字。当普洱茶市场火爆，在全国走红之际，这位现代

普洱茶之父被遗忘了。然而，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过贡献的

人，总会被人们记住。所以，有 《白亮诚传》一书出版。

《白亮诚传》对白亮诚的生平事迹作了客观翔实的评介，从中

不仅可以了解白亮诚其人其事，还可以了解民国时期的云南回族教

育，云南边疆开发和现代普洱茶生产初期的一些情况。此书既有阅

读欣赏价值，又有宝贵的人文史料价值。《白亮诚传》的作者王子

华教授是白亮诚的晚辈沙甸同乡。沙甸经济社会发达，人才辈出，

王教授是沙甸籍教授。为写 《白亮诚传》，他怀着浓浓的乡情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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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情，查阅资料，访问乡老，实地考察，历时多年，付出很多辛

劳。作为同乡，我向他表示祝贺，作为回族研究会负责人，我向他

表示感谢，感谢他为回族学研究贡献了一项宝贵的成果。

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造就了众多的回族杰出人物，他们是回族

的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文化人写出更多

更好的回族人物传。

高发元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日
（云南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回族学会会

长，云南回族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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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听说，象征着沙甸文化源流的鱼峰书院正在修复，不仅焕然一

新，更要幡然如旧，力求再现原貌。对鱼峰书院功勋卓著的白亮诚

先生，很多人都在期盼编写他的传记，正在加速进行，子华希望我

写序言。这本来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便顺口许诺了，以为从编撰，

到修润，到出版，总有个从容缓慢的过程。出乎意料的是电话铃声

一响，就催询序文是否写好，因为传记要送印刷厂了，即将付梓，

进展令人惊讶。作者王子华教授毕竟年轻有为，精力充沛，思维敏

捷，辛勤笔耕，想不到这么快新著竟已告成。眼看冬去春来，迫近

盛夏，带病离开医院回家静养的我，步履维艰，筋疲力尽，总是拖

拖拉拉，延误了许多该办的事，确实于心有愧。

我也不能轻诺寡信，赖账拖欠，必须鞭策自己振作精神去努力

完成，怎奈脑痴笔钝，交卷困难，尽管对白亮诚先生很熟悉、很知

情、很亲切，有说不完的话，有写不尽的事，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构思良久，才拼凑了个线索提纲。料想传记中应该有比较系统、完

整的介绍，自己不过罗列一些杂感，肯定挂一漏万，聊表缅怀

而已。

一、出身名门贵族的优秀后裔

白耀明，字亮诚，出生于清末名将之家，父亲白金柱，字载

廷，在１８８４年中法战争中 “摧锋陷阵，身先士卒”，是著名抗法

将领， “以功屡保至记名提督，调补开广总镇，赐胜勇巴图鲁名

号”。在故宫档案中，可以查找到朝廷军机处与当时云南督军机构

往来的有关白金柱的电文，超过百则以上，指名道姓提到有关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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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功勋或予以表彰的内容也不少。记得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曾按
年月顺序抄写那些电文寄送其家属，不知道是否得到保存。光绪三

十四年六月初十日，白金柱在河口染瘴殉职于军，天子闻而震悼，

谥号忠果。他在地方上享有很高声誉，沙甸群众习惯上都称他为

“白军门”。各乡民众感其大恩而普遍颂扬，赠以横匾曰 “恩周桑

梓”，并有如下楹联概括其政绩武功：“开诚导边顽十余年夷皆归

化，临敌操胜算亿万姓危而得安。”

白金柱有三子三女，长女即留学埃及高才生、著名阿訇张子仁

的老岳母，二女即曾担任过多年教师的乡绅王世琦之母，三女嫁大

庄。次子白耀贤，在清军中任职，早年归真。白亮诚 （耀明）是

第三子，地方上习惯称之为 “三少爷”，中青年按辈分称他 “白三

爹”“老三爸 （沙甸称爷爷为爸）”。因他多行善举、远近知名而普

遍被尊称为 “亮翁”，许多专家、学者、教授，在同任何人交谈时

亦以 “亮翁”称之。对其夫人沙凤书则无论辈分高低，始终通称

她为 “三少奶”。

在沙甸，白金柱的园林式府邸，独具风格，有马福祥题签匾额

“忠果公第”字样。坐落原沙甸老清真寺西侧，巍然屹立在东营和

西营之间的竹子园，坐北朝南，立足于正门外，可遥望滚滚玉带河

水朝 “麦加卡尔白”方向西流的石拱桥。从围墙外开阔的竹林与

金鸡纳霜树高耸而立的广场，步入花木芬芳的围墙内大院子，再走

近 “忠果公第”匾额下的正门。其所占面积之大，建筑机构之妙，

设计布局之美，显得雄伟气派，精巧别致，不同凡响。外层、中

层、里层，与院落、过道、走廊，层层衔接相套，疏密相间，令人

产生 “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觉。砖木石、琉璃瓦构建的正厅、

耳房、卧室、套间，会让人想起杜牧笔下 “廊腰缦回，檐牙高啄，

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的赞叹。确实算得上是沙甸全村风景线的

亮点之一，何况这里还珍藏着大量中国儒道释经籍，诸子百家著作

和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经典，其中许多罕见稀有的回族史料、手抄

本，更是沙甸文明古老、人杰地灵的标志。如果不是在 １９７５年
“沙甸事件”中惨遭毁灭、化为灰烬，现在，这 “忠果公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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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以申请国家批准，列为省州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亮诚先生就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环境

里，虽说兄弟姐妹有五人，但姐妹出嫁，两个哥哥英年早逝，白军

门家的男儿就只有白亮诚。处于这在世俗看来是养尊处优的地位，

他当然具备许多飞黄腾达、畅通无阻的条件。但从小就接受过良好

熏陶和文化素养深厚的他，既没染上坐享清福、游手好闲、挥霍无

度的恶习，也不向往通都大邑、结交权贵、争名夺利的途径，更鄙

视混迹官场、谋取要职、攀高晋升的卑劣。他毕生谨遵父亲白军门

遗嘱，全部家产除家人生活费用外，尽量用于兴办教育，培育栋梁

之才，振兴家乡，造福桑梓。且看他早期的这首七绝诗：“菊峰远

映白云间，列岸参差古树环。群鹅无心随水逛，倦来河畔卧汀

湾。”便可知道他热爱沙甸人杰地灵的自然环境，他关心的也主要

是故乡青山绿水的安谧恬静，而不是家庭的阔绰与荣耀。他的一

生，没有辜负祖先教导，自始至终勤学习，读经书，行善举，广施

济，敬贤能，兴文化，办学堂，育人才，以身作则，率领农工，垦

辟荒野，发展实业，种植名茶。晚年埋头著作，弘扬伊斯兰教门。

确实不愧为优秀杰出的 “将门虎 （儒）子”，不愧为情操高尚、为

人师表的楷模。

二、关心桑梓繁荣的引路旗手

约有六七百年口碑传闻史的沙甸，先民来自全国各地，逐渐形

成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村落。从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入滇开始，

到回回民族陆续繁荣，沙甸成为综合素质较高、农业商业相当发达

的村寨之一。近百年来，光就文教领域而言，成绩特别突出可观。

白亮诚的奉献与功勋，更是闻名遐迩，社会公认。

从人才培养方面看，古老的鱼峰书院，就把先辈们引向读诗

书、求知识、学文化的轨道。白亮诚牢记父亲白金柱遗嘱，与时俱

进，先后使它适应新潮流，改为正规小学，后来又增扩为中学，聘

请著名教师执教，保证教学质量；基础扎实的毕业生，分别报考和

晋升县级、省级、外省市的高中、大学深造；漂洋过海留学者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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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这都是在亮翁支持指导下的成果。

关于经堂教育的改革，亮翁更早以前就努力探索实验，他钻研

明末清初穆斯林先贤刘智、王岱舆、马注、马复初、马致本的著

作，深有体会，提倡中阿结合，经书并授，革新课程，改进教法，

学有实效。认为国人必须学好汉语，排除只念经不读书的偏见，在

大清真寺挂牌成立 “沙甸中阿学校”，开办实验班，并在 《云南清

真铎报》发表 《沙甸成立中阿学校宣言》。同时，他对昆明的明德

中学、小学和其他学校的穆斯林同学也很关心。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我国开始选派优秀青年到全世界知名的、
也是高等学校中最古老的 （其历史已超过一千年，居全球古老大

学之冠）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全国先后分６批共３５人 （含领

队教师２人）抵达开罗。其中第一批留学生４名：马坚、纳忠、张
有诚、林仲明，领队教师１人：沙儒诚。第三批留学生３名：纳
训、林兴华、马俊武，全部是云南人。此外，第四批从上海保送的

５名留学生中还有林兴智、马有连２人也是云南籍。云南达９人之
多，全都得到亮翁的密切关注，部分人的旅费、用费还得到他的资

助。他曾亲笔撰写第一批留学生的经历公开发表，目前，亮翁当年

给他们的长篇信件手迹，仍有局部在流传，多带有真诚激情的勉励

语。这批留学生回国后，不仅在家乡，也在全国起了填补空白的开

拓性作用。例如在第一流高等学府创办了东方语文系、阿拉伯文

系，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军事外语学院等等，第一代创始人都是穆斯林留埃及学生。“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而今，他们的徒子徒孙成千上万，后浪推前

浪，遍布海内外，包括汉族与其他民族，人数远远超过穆斯林，中

央电台、电视台重要节目，都有阿拉伯语频道播送。怎么能够低估

这几批留埃学生对祖国的辉煌奉献？最权威的 《古兰经》汉文译

者马坚，最庞大的 《阿拉伯通史》作者纳忠，最完整的世界名著

《一千零一夜》译者纳训，这三位海内外知名的重量级学者，都是

与亮翁密切相关的人物；其他留学生也在各自领域发挥了不可低估

的影响。曾经短期回国担任过新疆阿克苏县县长、后来几十年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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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海外的林兴智，是亮翁的表弟，从小就受到亮翁喜爱、逗

乐、扶植。两人关系密切，一起朝觐。辈分是兄弟，长幼如父子，

兴智敬佩亮翁，无论是面对面交谈，还是在书面文章中，多称亮翁

为 “恩师”，而很少叫他 “三哥”。

抗日战争期间，继中阿学校革新实验后，亮翁又创办了以

“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 （内容为该校开创时马

坚、林仲书恭贺的对联）为宗旨的养正学校。时值西南联大迁移

云南，专家教授大量云集，亮翁就敦聘不少名流下乡，在养正学校

和鱼峰中学教课，这是沙甸教育大发展的黄金岁月。养正学校就设

置在忠果公第西侧的一大排房子里，大小教室、礼拜殿、多人沐浴

使用的水房，餐厅食堂，联为整体，设备完善。还在单独的小院子

里凿了很深的井，规模不算宽敞，生活基本所需，一应俱全。学校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初，只招收少量基础扎实的高才生，逐渐

普及到容纳更多按不同程度分中、低级班的学生，后来，还增设女

生部。最兴旺的阶段，男女生达到一百几十人。但其重点培养对

象，是争取继续选送好苗子留学埃及，以免这条留学路子中断。为

了创设更有利于提高教学的平台，后来还让在高级班授课的马坚先

生，带领５名学生迁徙呈贡县郊区照西村，再转移昆明市内，学生
们同马坚、白寿彝两位教授全家同住在一座交通方便、闹中取静的

宅院里，使他俩便于到云南大学等校授课而不必奔波于沙甸和昆明

之间，用心良苦，耗费大增，付出更多代价。由于战争引起的时局

动荡，选派留学生的计划终成泡影，亮翁亦感到无奈。

不过，从总体上看，亮翁所创办支持的上述各类学校，已经培

养了多领域、多方面的栋梁之才，沙甸一直在发扬传统，沿袭他所

提倡的求学精神，继往开来，新人辈出。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

士生、留学生，遍布全国，不胜枚举。不少人还在新中国成立前

后，参加革命，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突出。大量实例与事迹

表明，高瞻远瞩的亮翁，是把众多幼苗培育为精英栋梁的旗手。他

的在天之灵，应该为沙甸今天的光辉繁荣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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