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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爿乙伯芳

二十世纪之初，在庐山北麓、长江之滨诞生了赣北及邻近地区

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国立中学——九江一中。饱经世纪风雨，．肩

负科学救国之命，数辈先师及学子，一路披荆折棘高歌向前：投笔

从戎，跻身辛亥风暴；反帝反封，亲手点燃“五四”第一炬；宣传

抗日，举烽火而续教救亡；向往自由，迎接全国解放，用青春热血

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诗篇。从五湖四海前来求学的青年学子，无论

条件多么艰苦，他们心怀天下，求知若渴，刻苦自励，勤勉治学，

使九江一中人文蔚兴，俊彦辈出，金钟高奏，声震四方。解放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下，九江一中承传

濂溪为人正道、发扬中华斯文传统，“严、实、诚、勇”的优良校

风进一步得到高扬，一批又一批学子在这块沃土上茁壮成长，从这

里走向全国高等院校，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以昂扬的时代精神展

示瑰丽的人生画卷。一百年来，九江一中共培养了三万学子，他们

遍及全国各地和海外许多国家及地区，为祖国的建设、为人类的文

明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有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

珩、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蒋彝、中国现代

美术奠基者蔡若虹、著名金石学家和国画大师陶博吾、著名文学家



梅白、江西省政府副省长胡振鹏、广州军区周遇奇中将、江西省高

考四状元等，尤以学术界、教育界人士为众。

为庆祝建校百年，九江一中的老师们钩沉校史，征集文献、发

凡起例、整齐文字，荟萃了百年校史中二百余位各类英才代表，意

在垂久远而示将来，可喜可贺。在即将付梓之时，征言于我，遂缀

文于兹，以表我对母校的一腔激情。是为序。

2．0o 2／7．，I I，J￡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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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昌鹤

胡昌鹤(1883—1962)，字九皋，九江石门涧人。1927年8月

至1929年1月任省立三中(我校前身)校长。

胡昌鹤三岁丧母，九岁丧父。早年就读于九江同文书院，以拿

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维持生活和学习。1904年毕业于九江南伟烈大

学数学系，即留校任教(1904--1910)，并邀聚友人在九江兴办了

第一所小学。1910年获得去美国的奖学金，先后在美国卫士理大

学获哲学学士，帝堡大学研究院获化学硕士、纽约大学研究院获教

育学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任南伟烈大学校长、教授，直到这所

学校因经费来源断绝而停办才离去。江西省教育厅旋即聘他任省立

第三中学(后改为省立四中)校长。当时九江的中学太少，省里又

无力多办。于是他将自己多年的积蓄投入，又卖了祖产，再向朋友

借一点，便办起了私立九江江州中学。北伐战争不久，正值学校放

假，因住进了军队，学校遭到严重破坏，建校时的借款尚未还清，

再也无力恢复了。武昌博文中学董事长亲自登门请求胡昌鹤去武昌

任该校校长(1931--1934)，三年后该校取得很好的教学成绩。胡

博士便离开博文中学去杭州之江大学任教。博文中学为纪念胡校长

的功绩，在校园内建了一座“九皋亭”。

九江籍现代教育家陈礼江是胡昌鹤的学生、好友。陈任教育部

社会教育司长时，介绍胡昌鹤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务长和教授

(1936--1941年)。后陈礼江在重庆创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请胡

博士去参与筹备，并任该校教务长，教授(1941--1948年)。后因

年事已高而回九江养老。五十年代他被聘为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九江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1962年在九江去世。



序 言

目 录

学 生 篇

部分著名校友：

邹觉民 许德珩 黄祖洽 朱伯芳 蒋 彝 陶博吾

蔡若虹梅 白 胡振鹏 周遇奇⋯⋯⋯⋯⋯⋯⋯⋯⋯⋯⋯1

江西省高考四状元：

郑彤 聂开文黄小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校友：

许德瑗 罗德涛 苏永平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校友：

1942届：华夏林子清

1943届：张孟昂 邢金铭

1944届：孙越生谭钜生

1945届：陈云程李先=l昆
，’’。。。4～

1946届：陈世基李紫星
一1-。_‘’，一

1947届：于真 曹文趣
’-’--。_1。～

詹道新蒋智民
-_。’____．__一

1948届：缪垂祖刘权授

黄金星⋯⋯⋯⋯⋯⋯⋯⋯⋯⋯19

刘世璜⋯⋯⋯⋯⋯⋯⋯⋯⋯⋯24

丁思渭 江徽善⋯⋯⋯⋯⋯⋯29

张建中 韩天荣⋯⋯⋯⋯⋯⋯35

欧阳樊⋯⋯⋯⋯⋯⋯⋯⋯⋯⋯40

张兰生黄振棠⋯⋯⋯⋯⋯⋯47

张之翔⋯⋯⋯⋯⋯⋯⋯⋯⋯⋯52

胡授昌 刘疏江

费重阳 刘茂哉⋯⋯⋯⋯⋯⋯55

高运甲 胡人亮

·1·



陈世圮⋯⋯⋯⋯⋯⋯⋯⋯⋯⋯⋯⋯⋯⋯⋯⋯⋯⋯65

1949届：陈林俊谢天佑程咸熙 詹逸群

马 诚 丁盛发 吴少臣⋯⋯⋯⋯⋯⋯⋯⋯⋯⋯7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校友：

1950届：张朝琛孔令鄢 谭义庚 刘景龄

蔡金德封泽金虞锋⋯⋯⋯⋯⋯⋯⋯⋯⋯⋯81

1951届：孔繁梅 洪汉文 王贤才 宛中柱

王刚鹏 刘国柱 严梦源 刘六子

姚庆云 王德昭 项志学 毛治中

张九生⋯⋯⋯⋯⋯⋯⋯⋯⋯⋯⋯⋯⋯⋯⋯⋯⋯⋯88

1952届：李达成 罗时璜 郭培先 刘赣生

汪淑婵金之铭严又麟⋯⋯⋯⋯⋯⋯⋯⋯⋯105

1953届：高立钧 方 灏 何深谋 汪华荣

吴黄华梅岭芳⋯⋯⋯⋯⋯⋯⋯⋯⋯⋯⋯⋯⋯113

1954届：叶雪芬徐金久段光前梅开

葛细初⋯⋯⋯⋯⋯⋯⋯⋯⋯⋯⋯⋯⋯⋯⋯⋯⋯121

1955届：熊为淼陶运文⋯⋯⋯⋯⋯⋯⋯⋯⋯⋯⋯⋯⋯129

1956届：张友杰项源金戴世祖 叶 飞

汪华亮 姚辉云 陈贻瑞 傅春林

张志鹏殷国祥邓金华⋯⋯⋯⋯⋯⋯⋯⋯⋯132

1957届：李和成梅家驹 高荫榆⋯⋯⋯⋯⋯⋯⋯⋯⋯146

1958届：龚德恩 陈基华孙耿王德山

沙国平 余松生 刘云汉⋯⋯⋯⋯⋯·⋯⋯．．-⋯151

1959届：张选国 王荣扬 陈 忠 游振森

王复民 雷勉涵 余干逊 贺支支

赵声言 熊美兰 石国炎 张文泽

·2 ·



二十世纪六、

1960届：

1963届：

1965届：

1966届：

1967届：

1969届：

1974届：

1975届：

1976届：

1978届：

1979届：

二十世纪八、

1980届：

1981届：

1983届：

1984届：

1985届：

1986届：

1987届：

1988届：

1989届：

陈辉璧绘覆鑫⋯⋯⋯⋯⋯⋯⋯⋯⋯⋯⋯⋯⋯159

七十年代校友：

雷湘池张助任⋯⋯⋯⋯⋯⋯⋯⋯⋯⋯⋯⋯⋯179

毛阳清⋯⋯⋯⋯⋯⋯⋯⋯⋯⋯⋯⋯⋯⋯⋯⋯⋯181

罗亮生⋯⋯⋯⋯⋯⋯⋯⋯⋯⋯⋯⋯⋯⋯⋯⋯⋯182

周升杰 肖淑贤⋯⋯⋯⋯⋯⋯⋯⋯⋯⋯⋯⋯⋯183

文小平 罗艺峰⋯⋯⋯⋯⋯⋯⋯⋯⋯⋯⋯⋯⋯185

李桂樵⋯⋯⋯⋯⋯⋯⋯⋯⋯⋯⋯⋯⋯⋯⋯⋯⋯189

邓亚丽袁塞沙⋯⋯⋯⋯⋯⋯⋯⋯⋯⋯⋯⋯⋯190

陈敏建⋯⋯⋯⋯⋯⋯⋯⋯⋯⋯⋯⋯⋯⋯⋯⋯⋯192

方芳高 源⋯⋯⋯⋯⋯⋯⋯⋯⋯⋯⋯⋯⋯194

蔡琦敖惠诚⋯⋯⋯⋯⋯⋯⋯⋯⋯⋯⋯⋯⋯196

曾凡钢余中⋯⋯⋯⋯⋯⋯⋯⋯⋯⋯⋯⋯⋯198

九十年代校友：

李英杰⋯⋯⋯⋯⋯⋯⋯⋯⋯⋯⋯⋯⋯⋯⋯⋯⋯202

周晨李玉钧⋯⋯⋯⋯⋯⋯⋯⋯⋯⋯⋯⋯⋯204

叶金山 陈斌 熊明华⋯⋯⋯⋯⋯⋯⋯⋯⋯207

舒红 张文平 陈 杰 陈三莲

李建国⋯⋯⋯⋯⋯⋯⋯⋯⋯⋯⋯⋯⋯⋯⋯⋯⋯211

冯晓勤 骆小春 查道刚 魏朝勇

····························································217

方 力 杨恺悌 彭 江⋯⋯⋯⋯⋯⋯⋯⋯⋯222

熊伟军 董 浩 汪国庆 扬文灿

赵亮⋯⋯⋯⋯⋯⋯⋯⋯⋯⋯⋯⋯⋯⋯⋯⋯⋯227

徐昌荣刘冀珑⋯⋯⋯⋯⋯⋯⋯⋯⋯⋯⋯⋯⋯235

沈可黄洁 周劲鹰⋯⋯⋯⋯⋯⋯⋯⋯⋯237

· 3 ·



1990届：

1991届：

1992届：

1993届：

1994届：

1995届：

1997届：

本世纪校友：

2000届：

2001届：

2002届：

钱江源

孔 青

李 赘

张澜静

吴 剑

淦伟

陆宇峰

江 明

雷艳卿

聂 可

张岩松

高 鑫

平 源⋯⋯⋯⋯⋯⋯⋯⋯⋯⋯⋯⋯⋯242

周瑾⋯⋯⋯⋯⋯⋯⋯⋯⋯⋯⋯⋯⋯244

毛静涛付凡⋯⋯⋯⋯⋯⋯⋯⋯⋯249

周 芸孔臻黄强

郑猛 曹 俊⋯⋯⋯⋯⋯⋯⋯⋯⋯252

张翼飞 刘庆峰姜 江

。⋯⋯··-⋯··⋯⋯·⋯············⋯··⋯⋯·-·259

‘⋯’‘。‘·。⋯’。⋯⋯···‘··‘·········-·-⋯⋯··⋯264

谈恩华徐林莉⋯⋯⋯⋯⋯⋯⋯⋯⋯265

教 y币 篇

268

269

270

王恒⋯⋯⋯⋯⋯⋯⋯⋯⋯⋯⋯⋯⋯⋯⋯⋯⋯⋯⋯⋯⋯⋯271

蔡希欧⋯⋯⋯⋯⋯⋯⋯⋯⋯⋯⋯⋯⋯⋯⋯⋯⋯⋯⋯⋯⋯⋯273

蔡君岑⋯⋯⋯⋯⋯⋯⋯⋯⋯⋯⋯⋯⋯⋯⋯⋯⋯⋯⋯⋯⋯⋯276

蔡湘隆⋯⋯⋯⋯⋯⋯⋯⋯⋯⋯⋯⋯⋯⋯⋯⋯⋯⋯⋯⋯⋯⋯277

姚隆甲⋯⋯⋯⋯⋯⋯⋯⋯⋯⋯⋯⋯⋯⋯⋯⋯⋯⋯⋯⋯⋯⋯279

女I＆剑云⋯⋯⋯⋯⋯⋯⋯⋯⋯⋯⋯⋯⋯⋯⋯⋯⋯⋯⋯⋯⋯⋯281

缪正⋯⋯⋯⋯⋯⋯⋯⋯⋯⋯⋯⋯⋯⋯⋯⋯⋯⋯⋯⋯⋯⋯283

费诚信⋯⋯⋯⋯⋯⋯⋯⋯⋯⋯⋯⋯⋯⋯⋯⋯⋯⋯⋯⋯⋯⋯284

朱宝育⋯⋯⋯⋯⋯⋯⋯⋯⋯⋯⋯⋯⋯⋯⋯⋯⋯⋯⋯⋯⋯⋯285

苗国寅⋯⋯⋯⋯⋯⋯⋯⋯⋯⋯⋯⋯⋯⋯⋯⋯⋯⋯⋯⋯⋯⋯286

刘禹宪⋯⋯⋯⋯⋯⋯⋯⋯⋯⋯⋯⋯⋯⋯⋯⋯⋯⋯⋯⋯⋯⋯287

·4·



李文鹏⋯⋯⋯⋯⋯⋯⋯⋯⋯⋯⋯⋯⋯⋯⋯⋯⋯⋯⋯⋯⋯⋯288

林钧世⋯⋯⋯⋯⋯⋯⋯⋯⋯⋯⋯⋯⋯⋯⋯⋯⋯⋯⋯⋯⋯⋯289

唐文魁⋯⋯⋯⋯⋯⋯⋯⋯⋯⋯⋯⋯⋯⋯⋯⋯⋯⋯⋯⋯⋯⋯290

乐其信⋯⋯⋯⋯⋯⋯⋯⋯⋯⋯⋯⋯⋯⋯⋯⋯⋯⋯⋯⋯⋯⋯292

刘家铎⋯⋯⋯⋯⋯⋯⋯⋯⋯⋯⋯⋯⋯⋯⋯⋯⋯⋯⋯⋯⋯⋯293

胡春如⋯⋯⋯⋯⋯⋯⋯⋯⋯⋯⋯⋯⋯⋯⋯⋯⋯⋯⋯⋯⋯⋯294

黄良清⋯⋯⋯⋯⋯⋯⋯⋯⋯⋯⋯⋯⋯⋯⋯⋯⋯⋯⋯⋯⋯⋯295

游华新⋯⋯⋯⋯⋯⋯⋯⋯⋯⋯⋯⋯⋯⋯⋯⋯⋯⋯⋯⋯⋯⋯296

余振华⋯⋯⋯⋯⋯⋯⋯⋯⋯⋯⋯⋯⋯⋯⋯⋯⋯⋯⋯⋯⋯⋯298

陶运掌⋯⋯⋯⋯⋯⋯⋯⋯⋯⋯⋯⋯⋯⋯⋯⋯⋯⋯⋯⋯⋯⋯299

章甘雨⋯⋯⋯⋯⋯⋯⋯⋯⋯⋯⋯⋯⋯⋯⋯⋯⋯⋯⋯⋯⋯⋯300

徐声扬⋯⋯⋯⋯⋯⋯⋯⋯⋯⋯⋯⋯⋯⋯⋯⋯⋯⋯⋯⋯⋯⋯301

廖可珍⋯⋯⋯⋯⋯⋯⋯⋯⋯⋯⋯⋯⋯⋯⋯⋯⋯⋯⋯⋯⋯⋯302

连俊霖⋯⋯⋯⋯⋯⋯⋯⋯⋯⋯⋯⋯⋯⋯⋯⋯⋯⋯⋯⋯⋯⋯304

许春茂⋯⋯⋯⋯⋯⋯⋯⋯⋯⋯⋯⋯⋯⋯⋯⋯⋯⋯⋯⋯⋯⋯305

叶春⋯⋯⋯⋯⋯⋯⋯⋯⋯⋯⋯⋯⋯⋯⋯⋯⋯⋯⋯⋯⋯⋯306

叶再增⋯⋯⋯⋯⋯⋯⋯⋯⋯⋯⋯⋯⋯⋯⋯⋯⋯⋯⋯⋯⋯⋯307

李先鹏⋯⋯⋯⋯⋯⋯⋯⋯⋯⋯⋯⋯⋯⋯⋯⋯⋯⋯⋯⋯⋯⋯310

李学梅⋯⋯⋯⋯⋯⋯⋯⋯⋯⋯⋯⋯⋯⋯⋯⋯⋯⋯⋯⋯⋯⋯311

胡 智⋯⋯⋯⋯⋯⋯⋯⋯⋯⋯⋯⋯⋯⋯⋯⋯⋯⋯⋯⋯⋯⋯313

范玉昆⋯⋯⋯⋯⋯⋯⋯⋯⋯⋯⋯⋯⋯⋯⋯⋯⋯⋯⋯⋯⋯⋯314

殷敏如⋯⋯⋯⋯⋯⋯⋯⋯⋯⋯⋯⋯⋯⋯⋯⋯⋯⋯⋯⋯⋯⋯316

程良慧⋯⋯⋯⋯⋯⋯⋯⋯⋯⋯⋯⋯⋯⋯⋯⋯⋯⋯⋯⋯⋯⋯319

李恂生⋯⋯⋯⋯⋯⋯⋯⋯⋯⋯⋯⋯⋯⋯⋯⋯⋯⋯⋯⋯⋯⋯320

刘冰薇⋯⋯⋯⋯⋯⋯⋯⋯⋯⋯⋯⋯⋯⋯⋯⋯⋯⋯⋯⋯⋯⋯323

冷旭日⋯⋯⋯⋯⋯⋯⋯⋯⋯⋯⋯⋯⋯⋯⋯⋯⋯⋯⋯⋯⋯⋯325
· S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洪细毛⋯⋯⋯⋯⋯⋯⋯⋯⋯⋯⋯⋯⋯⋯⋯⋯⋯⋯⋯⋯⋯⋯327

傅平⋯⋯⋯⋯⋯⋯⋯⋯⋯⋯⋯⋯⋯⋯⋯⋯⋯⋯⋯⋯⋯⋯328

卢小鹏⋯⋯⋯⋯⋯⋯⋯⋯⋯⋯⋯⋯⋯⋯⋯⋯⋯⋯⋯⋯⋯⋯329

王东莉⋯⋯⋯⋯⋯⋯⋯⋯⋯⋯⋯⋯⋯⋯⋯⋯⋯⋯⋯⋯⋯⋯330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博士名录(部分)⋯⋯⋯⋯⋯⋯⋯⋯⋯331

· 6 ·



掌生篇



邹觉民

邹觉民(1887—1930)，字民

信，湖口东庄乡邹吉斋村人，九岁

入村塾，12岁因父患重病，辍学。

1903年人湖口小学堂读书，三年

后，考入九江中学堂，成绩优异，

学校给予免缴学费的奖励。

清朝末年，国弱民苦，内忧外患。戊戌维新失败后，各种要求

变革的思潮汹涌澎湃，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尤为活跃，邹觉民处于这

种历史环境中，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接受了新思想，毅然以反清

革命为己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宣统元年(1909)开始发表进

步文章。宣统二年江西大旱，湖口农业大面积歉收。他带头揭露当

地财主王拔群的七大罪状，并发动群众进行反对王拔群催租逼债的

斗争。宣统三年(1911)底，觉民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九江中学堂

毕业，应聘到沙河(今九江县治地)小学任校长。民国元年

(1912)在该校创办“青年书社”。这个书社后来成为中共党组织在

沙河活动的秘密据点。民国三年——四年间，觉民在南昌、九江、

上饶、都昌、湖口等地活动，组织反对北洋军阀的秘密革命组织。

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觉民当时

在上饶，闻讯赶回沙河，同师生游行请愿，并多次发表演讲，激发

了师生对袁世凯政权的愤怒。民国六年(1917)，俄国革命获得胜

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革命志士。邹觉民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思想，并发表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抨击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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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封建主义、官僚和军阀的反动统治，在赣北思想界引起广泛、

强烈的反响。

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从北京很快波及全国，湖口

的许多知识分子，如在南昌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高道臧、孙庭范，

在南昌第一中学读书的蔡蕴等，带回许多进步刊物，并在湖日宣传

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开演讲会，组织罢课、罢市、游行示威。还深

入农村开展宣传活动，特别在马影一带搞得有声有色。觉民闻讯，

立即赶到湖口参加革命活动。七月，觉民被任为智区团总，组织了

十几个人的武装。民国九年底，邹觉民提出改组湖口县国民党组

织，遭到湖口商会会长王宇公的反对，未获成功。

民国十年(1921)年夏，《新江西》上刊载了黄道、方志敏的

文章，邹觉民阅读了后，拍手称快。同年秋，觉民在九江同文书院

与方志敏结识，交谈甚欢。次年，方志敏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

组”，邹觉民成为发起人之一，稍后加入中共党组织。

民国十一年(1922)十月，邹觉民辞去团总职务，隐藏了一部

分枪支，在城山、流芳、文桥一带进行秘密的革命串连，联络地点

设在城山庙。民国十三年(1924)春，他去上饶和南昌，同方志敏

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党组织派蔡天民以教书为掩护，协助邹觉民

在湖口组织革命活动，建立农民协会，率领农民先后夺了“舜德盐

卡”、“江桥税卡”的枪支弹药。民国十七年(1928)，邹觉民将埋

藏的枪支全部取出，组建了由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年底，代表湖口

党组织出席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年，他担任中共湖口

县委委员、常委，并主持赣东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后改为湖口县

苏维埃)。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湖口的游击队撤出苏区，到

白区作战，谭和、陈远绍、钱成九等去上海找党中央，邹觉民继任

中共湖口县委书记，坚持斗争，不幸在七月被反动派逮捕，壮烈牺

牲，时年43岁。

1992年版《湖口县志·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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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珩

许德珩(1890 1990)，江西德

化(今九江市)人。1909年考入九

江中学堂，学校里的地理教师杨秉

笙，图画教师王恒均留学日本．为

同盟会员，经他们介绍，许德珩参

加了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

久，即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次年到了九江中学开学时又回校读

书。1913年7月再次投笔从戎，参加了李烈钩在湖口的讨伐袁世

凯的活动。失败后，到上海，进人中国公学英文系学习，1915年

考入北京大学，参与和发起组织了“学生爱国会”、“少年中国会”、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进步学生组织，井参与创办《国民

杂志》。在学习生涯和革命活动中，受到了孙中山、蔡元培、李大

钊的深刻影响和悉心栽培。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许德珩积极投身其中，参加并组

织游行抗议活动，是当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他起草了著名的五四

学生罢课宣言。五四当天，他参加了请愿活动。并带头火烧赵家

楼。在此话动中，他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逮捕。在狱中，他不屈

不挠，与同时被捕的其他31位青年学生一道坚持抗议斗争。“为雪

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

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后来在进步人士和社会各

界营救下出狱。

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刻苦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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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春，为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所鼓舞，回到广州，投入

了革命的洪流，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此后，历任中山大学、北

京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解放后，历任政务院法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三

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

学社第一至七届中央主席。

许德珩是著名的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

战士。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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