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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革命历史上，章益、张贻惠、杨石先的名字不应被遗忘。这三个曾担任名校校长的安徽人，用自己的行

为和言行，直接或间接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

清淡名士的爱国义举

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

章益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当过官，

因而，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要求自己

胸怀大志，有强烈的进步思想。

1918年，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

中将毕业时，因参加学生爱国反帝运

动被开除。当时，没有毕业文凭不能

报考大学，因此，他向上海徐家汇的

私立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申述情况，

李校长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接受了

他的报考升学要求。从此，他的一生

就与复旦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2年，章益在复旦大学本科毕

业留校任教。1924年，他稍有积蓄，

又自费留学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

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1927年回国，

受校长李登辉之聘，担任复旦大学的

教育系主任，教务长。1943年，章益

教授出任复旦大学第五任校长，直至

解放。

上任顶巨大压力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紧要关

头，全国人民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

战，团结抗日，复旦大学全体师生积

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引起国

民党反动派的不满。内外困难重重，

给章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他既要支持学生爱国的正义斗

争，又要保护他们人身安全，必须

百倍警惕，千方百计地应对反动派

的各种阴谋诡计和残酷镇压。在

上海解放前夕，他的处境更加危

险，受广大师生保护，使他多次脱

险，逃避了国民党特务劫持他去台

湾的阴谋。

被国民党列为通缉犯

蒋介石在被迫向台湾撤退前，除

了将大陆的许多重要物资，包括金银

财宝、珍贵文物等运去台湾外，还命

令各大学迁往台湾，据说复旦大学是

最早接到国民党教育部迁台命令

的。陈立夫还亲自动员章益校长服

从迁台的决定。

章益和张志让是至交，张志让

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在大学教

授中有很高的威望。章益把这个

消息告知了张志让。张志让和他

做过多次交谈，针对章益的实际思

想，晓以利害，反复劝说，促使章益

逐渐解除了疑虑，决心顶住各种压

力，终于把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

统、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完整地留

在了上海，同时，章益自己也坚持

不去台湾。

在这场和国民党争夺复旦大学

的胜利斗争中，章益起了重要的作

用。复旦大学最后除一名教务长只

身跑往台湾外，全体师生以及图书资

料、仪器设备等都完好地保留下来，

为解放后新复旦的建设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而章益自己，一度被国民党

列为通缉要犯。 张亚琴

选择南开作为起步

1918年夏，杨石先告别了祖国赴美留

学，当他只差一年读完博士学位时，由于家

境变迁，他只好用完成的部分论文通过了

硕士学位考试，启程回国。

回国途中，他在船上与清华同学李济

相遇。李济介绍他去南开大学。经过一番

考虑，选择了待遇虽微薄，而受政府势力影

响较小的私立南开大学，作为他潜心追求

“教育救国”道路的起步之地。

爱惜每一个学生

杨石先对那些经济拮据的青年，经常

给予热心的帮助。一个夜晚，无机化学家

申泮文找到杨石先家里：“杨先生，我家不

是沦陷区，没有我的助学金，可是家里又没

钱供给我。我念不下去了。”杨石先沉思了

一下问：“你每月需要多少钱？”“每月有十

元就够了。”于是杨石先提笔给他开了张便

条，告诉他：“每月到南开办事处从我的月

薪里支取吧！”然而，在当时物价飞涨的艰

难岁月里，他自己不得不靠典卖衣物补贴

家用。

两次担任校长

解放后，杨石先担任了南开大学校委

会主席，1957年任校长职务。

到1979年，八十余岁的杨石先重新被

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为了办好南开大

学，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每天从不午

休，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南开大学恢

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最初阶段，几乎所

有出国进修和留学的师生都曾得到过他的

直接关怀和帮助。

1981年，他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名誉校

长。 朱玉婷

安徽首批公费留学日本

张贻惠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为

进士，曾做过内阁中书。有兄弟 5

人，他和其弟张贻侗、张贻志均专攻

数学、物理学、化学。后考取安徽留

日公费生。这是一些在南京从政的

安徽人募集公费承办的，专门选送安

徽籍的优秀学生赴日留学，共选送了

10人，张贻惠是其中之一。这是安徽

省第一批公费留日学生。

到日本后，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学习日语，后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

学习数理，5年后毕业。后又进入京

都帝国大学。刚入学一年，国内发生

了辛亥革命，他毅然休学回国参加革

命。一年后又回京都帝国大学，一直

到1914年毕业后回国。

担任北师大校长

回国后，他受聘于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讲授物理

学、数学、化学等课程。

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

濂因不满当时政府腐败，又因学校经

费积欠困难，无法开展正常校务工

作，突然辞职离校。第二年，张贻惠

被任命为校长，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

困难，为坚持办学，筹措资金，他四处

奔走求助，最后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董事会赠与科学教席4座，每座附设

备费2000元，并补助附属中学1400

元，附属小学600元。此外，为广西

省代培师资，开办特别班，由广西省

政府拨给补助费。由于张贻惠的努

力，学校才得以维持，挽救了濒于崩

溃的北京师范大学。

为营救李大钊作出努力

1927年，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

中共党组织、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各

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张贻惠时任师大校长，为营救李

大钊作出很多努力。在学校主持召

开校务讨论会，议决营救李大钊的办

法。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

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

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前往拜访张学良

军团长，陈述九校意见，并向北京政

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

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

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

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

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

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创建北师大物理系

1924年，张贻惠参与了筹备、规

划和创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他

对课程的设置、教学质量的提高、人

才的选拔和留用、科学知识的推广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亲自讲授力

学、光学、普通物理学和原子构造论

（现称原子物理学）等课程，是当时在

国内开设原子物理学课程的第一人。

在教学中，他自编讲义，并进行

实验，以加强直观性。他还在讲课中

介绍国外新建理论，如相对论，为将

国外的现代物理知识介绍到国内作

出了贡献。

1948年，师大将原物理楼命名为

“贻惠楼”，并写成匾额，悬挂在楼内

大厅中央，以表示永久的纪念。

张亚琴

章益：力保复旦留上海

人物简介：章

益，我国著名的教

育 家 、心 理 学 博

士、当代爱国民主

人士，1901年出生

于安徽滁县（今滁

州市）的书香门第。1943年，章益接

任复旦大学校长。

张贻惠：北师大物理第一人

杨石先：
两次担任南开校长

人物简介：杨石

先 ，安 徽 怀 宁 人 。

1957 年 1979 年两次

任南开大学校长。

人物简介：张

贻惠，1886年（清光

绪十二年）生于安

徽省全椒县。1925

年，任北京高等师

范学校（北京师范

大学前身）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