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校友通讯100

清华校友会的历史悠久，几乎与清华

校龄同长。今年是清华校友总会成立110
周年的秩年，有关校友会历史的话题自然

成为热点。在清华校友会的历史上，上海

在全国范围内是最早成立区域分会的城市

之一，由此追踪它曾经留下的轶事珍闻便

有了别样的意义。

一、上海是早期清华留美生的起航地

在早期清华人的集体记忆中，上海有

着特殊的地位，一条无形的必由之路将清

华园的荷塘与千里之外的黄浦江连接起

来，于是上海成为他们生命中绕不过去的

梦想启航之地。

从1909年10月12日第一批庚款留美学

生放洋开始，直到1929年最后一批“留美

预备部”学生毕业赴美，前后历经20年，

清华学校（堂）先后送出21批毕业生1153
人。另外，还送出了直接考取出国的庚款

专科女生7批53人、男生9批67人，幼年生

1批12人。

请注意，所有放洋的庚款留美生共

计1285人，当年的他们都要从上海港登

上开往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的邮轮。上海

在这些清华人的心中，无疑是一个标志

性的起点。

关于清华人的上海记忆，有许

多回忆的文字。譬如1911级的章元善

(1892—1987)就曾写到，我们“于某月
某日在上海某地集合，办理一切，准备
出国。在上海，我们到东洋（日本）理 1923 级留美同学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合影

那些年，上海清华同学会的风华逝影
○袁  帆（1975 级土建）

发店先把辫子剪掉。在大英大马路（今南
京路）一家牌号‘荣昌祥’的洋装店定做
冬季西装一大木箱，把领到的制装费三百
元完全用掉”。

在著名文学家梁实秋（1923级）的

《清华八年》结尾处也有一段话，更具可

读性，让我们在百年之后仍能感受这些

放洋学子在离开上海前的场景和心情：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
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
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
（从北京）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
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
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
上⋯⋯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
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
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
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

无独有偶，在百年前的中国媒体中，

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上海关于清华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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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城市记忆。仍以梁实秋他们这一级为

目标，与清华“放洋”直接有关的新闻

评述就不只一条。在1923年7月5日的上海

当地一份纸媒中就报道说，“北京清华学
校⋯⋯向提督（公司）定客位，双方磋
商，至今已定，计言明清华学校之赴美之
留学生共计一百名，先定一百个舱位，言
定八月十八日之约克逊轮赴美，专开留学
生渡美班。”后续在8月18日的上海《时

报》上，又明确说到，“本年赴美学生，
已于昨日（8月17日）登轮放洋矣。从此
壮游重洋，获益当非浅鲜，将来学成归
国，必有重大之贡献可知。”

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每一次赴美的远

洋巨轮在黄浦江拉响开航汽笛时，负笈远

行的学子们心中一定都会感慨万千，从那

一刻起，上海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

念，而是同时凝聚了漫漫乡愁和无数殷切

希望的代名词。

二、早期上海清华同学会历史寻踪

1913年6月29日，清华同学会虽然成

立于清华园，但当时清华学校的学生刚刚

开始赴美留学，因此同学会总部最初却是

设立在美国。之后随着学成归国学生逐年

增多，在国内也随之开设分会（支部）。

最早的国内分会于1920年12月5日设立在

北京，以后逐步推及至毕业生集中的上

海、南京、天津、武汉等其他重要城市。

1.上海清华同学会的活动概况

根据《清华周刊》等文献推测，上海

清华同学会开设于1921年前后，到1925年
底，在上海的归国清华同学已有近百人，

到1933年时在《清华同学录》载明的上海

同学是187人，并且是除北京以外的同学

人数最多之城市。

在1928年2月13日《清华学校校刊》第

二十一期上，有一则“清华同学会上海支

部”发出的启事，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印

象，那就是：上海清华同学会的早期活动

从一开始就很有章法，同时与清华同学总会

保持密切的关系。这则启事的要点有：

①由主席董修甲报告开会宗旨及1927
年度内一切事物；
②会计王国秀报告1927年度内经济

状况；
③议决一致赞成在美总会移华；
④议决转请华北支部办理同学会月刊；
⑤推举各级代表充任来年委员等。
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间接得知早

期清华同学总会的一些运作情况，譬如

1930年清华同学总会迁回国内这样的“大

动作”，其实是经过包括国内各支部广泛

讨论通过后才加以实施的，其民主意识由

此可见一斑。此外，清华同学会的专门刊

物至少在1928年就已经在酝酿准备中，这

也为研究清华同学会刊物沿革轨迹提供了

线索。

2.上海同学会会所的演变轨迹

1920年代初建立的上海同学会起初并

无固定活动场所，1928年前后只设了一间

办事处，地址在四川路140号的中国旅行

社内，“请干事蒋友林暂时担任接洽等一

切会务”。

大约于1930年左右，上海同学会有了

第一处固定会所，位于北四川路北京路转

角中国信托公司四楼，即如今的北京东

路190号。这座大楼原名“沙美大楼”，

建成于1921年，是上海近代建筑中巴洛

克建筑风格的精品级代表作品。上海同学

会在四楼租得部分房间作为会所和招

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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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的1933年，会所又迁入位于南

京路的大陆商场新厦，也就是如今的南京

东路353号悦荟广场。上海同学会在商场

三楼租得部分房间，重新进行设计装潢，

成为“当时最理想之会所”。如果将这次

搬家与清华早期历史上一位重要的1910级
校友庄俊（1888—1990）联系起来，应该

是说得通的。因为庄俊既是大陆商厦的主

设计师，又是上海同学会的资深会员，经

他牵线搭桥租得的会所，无论是建筑质量

还是租赁费用自然都会是很理想的。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八一三”淞

沪战争爆发，日寇入侵上海，大陆商场所

在的公共租界区域首先落入敌手。于是同

学会不得不再次转移至法租界内静安寺路

金城别墅沿马路的二楼，就在如今南京西

路1522弄铜仁小区内的民宅内。到了1941
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占领上

海，同学聚会已无可能，清华上海同学会

遂决定“将房屋出租，会所取消，会务暂

时停顿”。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迁来上海的清

华同学日益增多，于是同学会恢复活动。

彼时急需要一处会所作为聚会平台，但当

时“中区房屋租价奇昂，且不易获得”，

九江路 41 号原花旗大厦现状

所幸得到1915级钟可成同学的协助，同时

得到唐星海、钟可成二同学及其他同学之

经济上协助，租得九江路花旗银行大厦二

楼，作为新会址，这才使得上海同学会有

了稳固的活动场所，各项发展蒸蒸日上。

九江路是仅次于南京路的“二马

路”，曾经有“中国华尔街”的称号。由

此可知，当年在寸土寸金的大上海，同学

会会所位置极佳，到达轮船码头、火车站

都很便利，无论是接待南来北往的清华同

学，还是作为同学日常聚会，都是再理想

不过的所在。

花旗银行大厦的同学会所从1946年开

始使用，前后约7年时间，随着1952年清

华同学会宣告解散，这处承载着诸多清华

历史记忆的会所结束其使命，逐渐被湮没

在历史的烟尘中。如今，花旗银行和清华

同学会所虽然早已不存，但会所曾经所在

的九江路那座大厦依然伫立，现在的地址

是九江路41—45号，距离举世闻名的上海

外滩仅一步之遥。

三、那些年上海同学会的事和人

早期清华上海同学会的历史大约有30
年之久。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经无

法知道那些年中同学会发生的所有事情，

以及所有与同学会产生过联系的清华人都

是谁。但从能够追寻到的蛛丝马迹，仍然

能够感受到同学会曾经发挥的历史作用，

以及清华同学的精神与作为。

1.热情接待零星赴美的清华同学

上海同学会成立后，每年夏天都会协

助清华母校做好成批赴美同学在沪的接待

工作，直到1929年8月送别最后一批庚款

留美生。这期间还有一些零星赴美的同

学，上海同学会也同样为他们提供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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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

在1927年6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

上，就有一则消息，称“上海清华同学

会欢送赴美同学”。原来，在1926年赴美

同学中，黄学诗、冯灿周、徐芳田、陆

坤一、郑骏全等5人因为生病等原因没能

成行，推迟至1927年6月才成行。当他们

从上海登轮赴美前，上海同学会特于6月2
日，假座博物馆路一号怡轩设宴欢送，出

席的有在沪的各级同学代表共9人。这些

代表都是已经留美归来的清华同学，他们

除了向5位即将赴美的同学表示祝贺，还

分享了各自的留学经历和经验。6月4日，

当5位同学登轮出发前，同学会干事蒋友

林亲往码头照料，为他们送行。

2.协助复员清华师生北上

在清华历史上，1938年至1946年在昆

明组建西南联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

式宣布终结，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

员，各自北返。当时拟定的北返线路有两

条：一是从昆明坐汽车出发，经贵阳到长

沙，从长沙乘船经武汉到上海，然后从上

海乘开滦煤矿运煤南下后空返的货轮，到

秦皇岛转火车赴天津、北平。另一条是东

赴广州、香港，循海路北上到上海，再汇

入第一条路线。沿途各中转地（长沙、武

汉、上海、秦皇岛等地）均由三校校友组

织专门委员会接待，负责联系解决遇到的

一系列问题。

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山河破碎，百废

待兴。复员北上，路途遥远，处处艰难，

极为不易。上海作为复员北上的重要中转

站，同学会承担的接待任务十分繁重。

1949级机械系的关嵥如是联大复员的亲历

者，他回忆道：“设在上海花旗大厦的清

华同学会给我们安排北上秦皇岛的旅程。
在这里，可以安心地等候每隔几天就启航
一次的开滦返航煤轮。煤轮的客量大，而
能做到有多少人就安排走多少人，没有丝
毫耽搁。”

人在旅途的清华同学几十年后还能够

记着在上海“可以安心等候”，背后则一

定是上海同学会大量的付出。同学会的工

作完全依靠在沪各位同学的鼎力合作，无

私付出，他们既要帮助解决几百名师生

滞留期间的食宿等各种问题，又要接洽北

上货轮的船票，安排送行，工作难度和负

担可想而知。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克服

重重困难，终于在北平复课。历史应该记

住，这其中也有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同学

会为此作出的一份贡献。

3.将同学会办成清华人的家园

抗战胜利重新恢复活动后，来到上海

并注册的清华同学达到近900人，早期上

海同学会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这

一时期，虽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但同

学会的工作却是排除一切干扰，各项活动

搞得风生水起，可圈可点。

在建立上海同学会花旗大厦会所的基

础上，同学会组织也日趋健全，制定包括

“八章廿八条”的《上海同学会章程》，

会务由理事会、监事会负责，每年改选一

次。同时设立专业委员会负责开展各类

专项活动，包括：基金委员会、编辑委员

会、财务委员会、职业介绍委员会、医药

顾问委员会、法律顾问委员会、福利委员

会。这些情况说明早在七十多年前，上海

的清华同学就已经按照现代企业经营模式

管理同学事务。最难能可贵的是，“每届

改选之时，同学莫不互相谦让。但遇有推进

会务事宜，则又莫不争先以赴”。清华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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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慕虚名，行胜于言”的优良作风尽显。

在这一时期有几项工作在清华大学校

友会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包括：

创办《上海清华同学会会刊》。会刊

为两大张四页的报纸，1947年创刊，适时

发行，由编辑委员会负责组稿与出版事

宜。会刊的亮眼之处，在于会刊刊头是由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亲笔题写。这是迄今

为止发现的梅校长为清华同学会地方分会

题写的唯一会刊刊头，是重要的清华同学

会史料。

编辑出版《清华手册》。该手册是在

同学录基础上扩展的一本全面介绍清华历

史、清华大学概况、上海注册同学人名

录、上海城市生活指南的综合手册，相当

于如今的“效率手册”。从目前发现的实

物来看，共有1948年和1952年两个版本。

对于了解那个时期的上海清华同学基本情

况，以及清华大学的历史都有极其珍贵的

历史价值。

编纂《国立清华大学投考指南》。上

海以及江浙地区历来是清华的主要生源

地之一，为了便利广大投考清华的考生，

1948年6月，上海同学会编纂了一本投考

指南，其中除了刊登1946年和1947年两年

清华入学考试的英文、国文、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史地等各科试题以外，

还有清华历史和院系设置的介绍等宣传

资料。

除此之外，上海同学会还进行过两次

比较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其一，于1947年
12月15日召开校友大会，邀请1923级同学

孙立人将军介绍在滇缅战场抗击日寇的亲

身经历，同时全体与会同学还踊跃参与义

卖，筹得“五亿元”支援孙立人等清华校

友在鞍山开办的“东北清华中学”。

其二，为1925级同学高士其募集“医

药基金”。高士其因在美国留学时被细菌

感染而致残，但他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

最终成为中国科普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抗战胜利后，高士其曾在上海生活，但

高昂的医药治疗费用难以筹集，清华同学

伸出援手，曾两次为他募集医药费超过

“一千万元”。

4.上海同学会的历任会长

早期上海同学会从1920年代初建立，

到1952年解散，前后历经30余年，曾有《1948 清华手册》/上海同学会会徽和会旗

梅贻琦校长题写的会刊刊头

《国立清华大学投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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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清华同学担任过主席（会长），经

过梳理各类史料，可以确认的有：凌其

峻（1916级）、洪深（1916级）、董修甲

（1918级）、陈立庭（1913级）、张道宏

（1918级）、陈三才（1920级）、王祖廉

（1917级）、孙瑞璜（1921级）等。他们

在各个不同时期主持同学会工作，联络同

学、服务同学，为传承清华精神做出了特

殊贡献。

5.上海同学中的两位“清华英烈”

由于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

位，在上海的早期清华同学中，留美归来

的同学所占比例很高，在政府、金融、实

业、教育等上层社会服务的比例很高，同

时，上海同学的爱国热情、担当精神、实

干水平也很高。在他们中间涌现出很多各

行各业中的精英人物，在民族危难和光明

与黑暗的决斗中也出现了许多仁人志士，

并先后出现过两位“清华英烈”。

第一位陈三才（1902—1940），是

1920级同学，毕业后赴美学习电机专业，

1926年回到上海，成为著名的实业家。

1937年上海沦陷敌手后，他积极投身抗日

斗争，秘密筹划刺杀汉奸汪精卫的行动，

不慎被人出卖，1940年10月2日在南京英

勇就义。1942年4月，梅贻琦校长在著文

表彰清华英烈时提到：“校友陈三才君为

国牺牲。我校校友于抗战年月内杀身成仁

者，以陈君为最著亦以陈君为最惨，今后

应……于文字上及事业上纪念陈君，永垂

久远……”

第二位黄竞武（1903—1949）是1924
级同学，毕业后赴美攻读经济学，1929年
回国，长期担任税务稽核工作。1945年后

回到上海，在担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期

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投身爱国民主活

清华英烈陈三才（左）、黄竞武（右）

动。后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盗运黄金到台湾

的斗争，参与策反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被

秘密逮捕并于1949年5月17日在上海解放

前夕英勇就义。

清华人从没有忘记这两位上海同学中的

杰出战士，如今在“水木清华”北面山坡下

的“清华英烈碑”上，陈三才和黄竞武的英

名赫然在列，与日月同辉，与清华同在！

6.上海同学会的干事们

同学会是一个松散型的组织，人员流

动性较高。同学会活动自然依靠大家的共

同参与，但维持同学会的日常运作则需要

有责任心重、办事能力强的专职人员才

行，于是在同学会中就出现了“干事”这

一特殊角色。

在抗战之前的上海同学会活动中，经

常出现一位名叫蒋友林的干事，但遍查当

年的同学录资料，却找不到这个名字。由

此可以推测他并不是清华同学，但这并不

妨碍他的出色工作。可以想见，在清华同

学会所几次迁移的繁琐过程里，以及日常

迎来送往的接待中，一定都少不了蒋友林

干事的辛勤付出。

相对而言，1946年之后的上海同学会

在当年校友们的记忆中就更加丰富，其中

对总干事赵燕生的印象则尤其深刻。赵

燕生于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第四级，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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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在校读书时他是清华足球队的门

将，在多次重大比赛中为清华取胜夺魁立

下功劳，是当年著名的体育健将之一，在

历届同学中的知名度很高。

赵燕生（1909—1979）还是中国近代

史上重要人物张学良夫人赵一荻的胞兄，

因此身份更加引人注目。赵燕生的夫人吴

靖（1911—2015）也是1928年清华大学第

一批女生之一，在校时同样是体育明星。

由于夫妇二人的社会交际层次高、范围

广，加上为人热心，因此赵燕生在上海同

学会恢复活动后被选为总干事可以说是恰

到好处，众望所归。

事实上，赵燕生也确实没有辜负大家

的期望，在他担任总干事的那几年里，上

海同学会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1935级
金兆骧学长曾专门撰文回忆道，“九江

路地居市中心。同学会在赵燕生的管理经

营下，会所布置得安雅闲适，西餐烹调得

精致廉美”，成了广大校友南渡北归，来

去海外，各种交流的必选之地。“有的校

友，遇事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同他商量，

他会当好你的参谋。若有事找他帮忙，他

会给你以热情的支持。有的为了省时省

事，甚至把话留给他，他会替你转达，成

为你的中继站；也有的干脆把事托他代

办，他也会负责给你办好，成为你可靠的

义务代理人”。

赵燕生与吴靖夫妇育有二子，其幼

子赵允皋先生仍健在。2021年12月7日笔

者曾有幸对赵先生进行过一次面对面访

谈，他对1949年以前的一些清华故事记忆

犹新。他说，其父赵燕生是清华上海同学

会总干事，专职负责同学会事务。同学会

的会所设在外滩附近的九江路花旗大厦二

楼。他有时下学后会搭乘“当当车”去外

滩，在清华同学会做作业、玩耍，再与父

亲一起回家。他也记得1948年春天清华同

学会为欢迎梅贻琦校长到访上海的那次重

要聚会。

极为难得的是，在访谈结束时，时年

86岁的赵允皋先生还亲笔在我准备的清华

纪念封上写下一句话：“吾母吴靖，吾父

赵燕生，均热爱清华一生。”话语简短，

却让我明白了赵燕生当年何以能为同学会

做了那么多好事，同时又一次真实感受到

那一代清华学子对母校的深情厚谊，那一

刻，我竟因感动而泪目。

四、结语

清华百年，往事万千。悠悠珍闻轶事

留存，记忆并未如烟散去。此时此刻，在

真实的历史遗讯面前，我们仿佛又与当年

那些追逐梦想的酸甜苦辣随行，与众多来

往于上海的前辈清华校友谋面。

虽然道路总有曲折，但令人欣慰的

是，无论在历史上的哪一个阶段，无论在

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清华校友会始终秉持

“传承清华精神，服务校友成长，助力母

校发展，贡献民族复兴”的宗旨，发挥出

特有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过去、现在、将

来都是广大校友自己的精神家园。

2023年8月30日于上海赵燕生与吴靖夫妇之子赵允皋为作者纪念封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