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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后之清华
○梅贻琦

自七七抗战，平津失陷，二十六年九月，

本校奉命与北大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

初拟利用本校原在长沙岳麓山南为特种研

究所建筑之房屋，作暂住之计，乃战事扩大，

南京陷落，临时大学又奉命迁往昆明，改

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八年，本校

在昆明亦八年，此八年中本校情形，逐年

校友通讯上皆有报告，想我校友均经阅及。

待三十五年五月四日西南联合大学之

战时使命完成，举行结业，本校复员于焉

开始，三校学生自五月至八月分批北返，

三校教职员亦自六月起，分由陆路或航运

经湘、汉、上海或重庆来平，但一部分同

人须待联大事务完全结束及三校物品迁运

就绪，九月底始全部离开昆明。琦于九月

六日离昆，十一日到平。时我校派在北平

负责接收修理之保管委员会已经数月之赶

工，校舍各部逐渐修妥，本校乃于三十五

年十月十日在清华园故址开学，十一月

五日第一学期始业。学生由昆明随来者

九百余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者

三百七十余人，夏间招考录取者，一年级

及转学生、研究生共九百余人，外加先修

班二百余人，共二千三百余人，人数实超

出战前一倍。教职员初有五百余人，以后

数月，则因需要，陆续添聘。复员阶段至此，

可算初步完成。本校校友及关心本校人士，

每以本校复员后情形为念，爰不辞缅缕，

再详述“复员后之清华”。

清华园校舍，经敌人八九年长期占住，

最初驻兵，继改作伤兵医院，破坏甚重。

去年春间，一部分房舍又为补给区军医院

占用数月，待至七月中本校全部接收时，

主要楼房虽外观大致依旧，而门窗残缺，

内部装修，均须重新添制。图书馆、体育

馆破坏最甚，时至今日，图书馆新书库尚

未修好，纵能修好，亦尚缺一层，因钢架

被拆卸残缺，最近期内无法亦无力配全矣。

战前藏书数目，中日文书二十五万余册，

西方书八万余册，合订本期刊三万余册。

兹复员之后，自北平各处收回书籍，约中

日文书十三万五千余册，西方书四万三千

余册，合订本期刊二万余册。以册数言，

损失约为一半，但收回者往往残缺，配补

困难，则损失实在一半以上。故图书之补充，

实为复校后重要问题之一。体育馆之前部

运动场因敌人用作食物仓库，七八年间污

秽溃烂延及地板，接收之后，须全部改修，

健身设备荡然无存，锅炉遗失，故供暖设

备尚未修复，最近仅能供给浴室热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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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场敌人用作大厨房，地板全部拆毁，

目前因木料甚贵，暂时改用洋灰地面，勉

强应用。游泳池尚未大坏，更衣室衣柜，

则散失甚多。以今日学生人数之多，内部

各种设备之添置，实为一大需要，在时间上、

在经费上只可分期办理耳。

大礼堂损坏尚轻，惟软木地板磨穿多

处，讲台帘幕为士兵撕毁，门窗须修，顶

漏须补，但修理工程较为轻易耳。一院大

楼楼上仍为学校各行政部门办公处所，楼

下为教室办公室及学生临时宿舍。二院最

后一排，前为敌人拆去，其未拆去部分，

全部改作课室。同方部现仍存在，作小集

会大班教室之用。三院（旧中等科） 房屋

最老，经八九年之摧残，更形圯坏，修理

困难，故后部各排均由校拆卸，以其砖木

作他方修理之用。科学馆、生物馆、化学馆、

土木馆、水力馆、电机馆、航空馆，各建

筑外观如旧，内部设备，全部无存，一桌

一椅，均须新做，所幸经同人多方努力，

临时稍稍添置，加以自昆明运回之一批仪

器，普通教学实验，勉敷应用，但为树立

教学基础，为提倡学术研究，则各系之设备，

有待大量补充，无待赘言。

农学院去秋成立，校园内难觅适当房

舍，幸得教部拨给敌伪建立之土木专科学

校校舍（在颐和园东）加以修理，暂可敷用。

学生宿舍，新、平、善、明四斋，共

有五百六十八间，原来设计，每间住二人，

事实亦以住二人为合适，兹因学生增多，

改住三人，共容纳一千七百八十余人，原

为工友预备者，亦经住入，拥挤情形，住

过此项宿舍之校友，可以想象。女生宿舍

之静斋，共有六十八房间，每间原住二人，

现亦改住三人，共住二百人。其以上斋舍

不能容纳者，男生尚有五十余人，现暂住

在一院楼下，女生亦有四十人，住在古月堂，

宿舍内设备，除铁床几经交涉，幸得保留外，

其他家具均须新制。先修班学生二百人暂

住在农学院。学生宿舍之问题，至今秋将

更为严重，因倘如去秋情形，再收录新生

一千左右，而今夏毕业者只有二百余人，

则此增多之六七百人，如何安置，在工料

高贵之今日，添建宿舍，将不可能，则惟

有就现有房间估计容量，对增加人数而加

以限额录取耳。

教职员宿舍，原有之学务处（工字厅） 

前部、怡春院，均经大加修葺，仍作单身教

职员宿舍之用。此外在体育馆后面，敌人建

有平房卅六间，迤逦逼近气象台，俗呼为卅

六所者，暂仍保留其大部房间，亦供作单身

教职员宿舍之用。至于教职员住宅，旧有之

三所、北院、西院、新旧南院，经修理改造

之后，可住一百四十余家，另于小河之南，

《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第一期版面（1947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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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建小房四十所（名胜因院），但仍不敷分

配，盖因近来本校院系扩充，学生加多，教

职员人数亦须相当增加，且本校僻处郊外，

延聘教师，如有眷属者，不能不供给其住宅，

若使往返城郊，不仅影响教学，且额外消耗，

对其菲薄之收入，将更不能维持。此住宅问

题，本校独感困难者也。

清华园户外景象，骤观如旧，但各区

道路，犹待修整。敌人遗弃之灰堆煤屑，

尚在清除。所最幸者，全校树木，竟未遭

敌人砍伐，但年久失修，有枯死者，有丛

生过密者，亦须检查修整，则俟天气稍暖，

即当进行。冀于初春花发之际，园林整洁，

溪池清澈，一复水木清华之旧观，我校友

于时重返校园，第一印象，将有风景无殊

之感，然而内在之创痕，固深且巨，则非

以数年之人力财力不易恢复矣。

本校复员之后，院系有所扩充，现共

有五学院二十六学系：计文学院有中国文

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及语言人类学

五系；理学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地学、气象、心理七系；法学院有法律、

政治、经济、社会四系；工学院有土木、

机械、电机、航空、化工、建筑六系；农

学院有农艺、植物病理、昆虫、植物生理

四系。行政方面，遵照部令，分设三处，

有教务处、秘书处、训导处。教务处下有

注册组、图书馆。秘书处下有文书组、出

纳组、事务组及校医室。另有校长办公室

及会计室。此外设有各种委员会，协助校

务之进行，属于行政部分者，有聘任、工程、

图书、仪器、燃料供应暖气设备、供电管

制、校景、出版、大学一览等各委员会。

属于学生生活指导方面者，有训育委员会

（下分三组以负责：一、学生食宿指导，二、

公费及学生救济，三、学生课外活动指导

等事项。）及一年级课业指导，奖学金等

委员会。属于同人福利者，有住宅宿舍分配、

教职员互利合作两委员会，及教职员消费

合作社。藉此群策群力，本校复员工作得

以顺利进行，至可感也。

本校复员后之情形，大致已如上述，

因经济上之困难，目前仅能达到勉可工作

之阶段，至于补充恢复，盖非以数年之人

力财力不易完成，而吾人之希望则又不应

以恢复旧观为满足，必使其更发扬而光大，

俾能负起清华应负之使命，是则我校同人

在复校工作大致就绪之今日，犹日夜孜孜

不敢不努力以赴者也。

清华今日之问题，在物质方面为校舍

（教室、实验室、宿舍、住宅等） 之不敷

住用，图书设备之需大量补充。在政策方

面，则于计划训练大量青年之外，尤应注

意于学术研究之提倡。此在战前，即已推

行，今后更应促进。盖我校既因容量之关

系，学生人数终须加以限制，则毋宁多重

质而少重量，舍其广而求其深。最近添加

建筑，几不可能，房舍支配，势须拼挤，

但内部设备，则必力求充实，各系教师，

则必多方罗致，庶使青年之欲来我校者，

虽不能尽量收容，其出我校者，则必使各

具专长。而于学术研究方面，清华在战前，

即在抗战期间，已有若干之贡献。今后成就，

固不可以预期，但譬如种树，倘选种优良，

种植得宜，培养灌溉，尽力维护，则春花

秋实，将为自然之收获矣。

此外考选留美公费生，为清华一贯之

政策，如与国外学术机关之联系、交换，

亦为应予注意之问题。至于如何实施，将

来当详为筹划，相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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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各地校友，每有探询本校事物之

需要、预备捐助者。校友爱护母校之热诚，

实深可感。以今日校中情况言，大至校楼

一座，小至图书数本，无一不欢迎能有大

宗捐输。如稍具体言之，若图书馆新书库

之一层钢架，若新体育馆之木块地板，若

校友招待用之校友楼，若某类之中文或西

方图书，若某批之实验设备等，倘校友诸

君能集体捐输，任捐一项，皆足为永久纪念，

所谓及时之义举，诚遗惠于无穷也。

再者，自去年五月着手复员，至十月

中开学，此五个月中，三校师生及眷属老幼，

共四五千人，自西南边陲之昆明，迁回平津，

间关万里，水陆空并进，单就本校言，师

生已达二千左右，沿途得各地校友及社会

人士之热诚帮助，使全部得如期安全到达，

琦特于叙述本校复员情形之余，谨代表全

体同人致其衷心之谢忱。

（原载《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第一

期 1947 年 3 月 15 日）

痛苦的经验
○傅任敢（1929 心理）

编者按　傅任敢（1905—1981），清

华大学第一级（1929 心理）学生，著名教

育家。本文最早刊登于 1938 年 12 月的重

庆《扫荡报》。1939 年 1 月 1 日，傅任敢

学长奉梅校长之命，于抗战之艰苦时期联

络校友之需，在重庆复刊出版《清华校友

通讯》，本文又刊登于复刊号，即五卷一

期。此文记述了先生在抗战前后的所见所

闻，历数清华园在日寇蹂躏下的种种遭遇，

彰显了清华学人国难当头时爱国、爱校的

崇高气节和情怀。70 多年后再读此文，仍

然感人至深。

本刊（指《清华校友通讯》）因暴敌
入寇，学校播迁停顿至今已达年余。校长
以抗敌期间，关于校友消息之传递，尤属
刻不容缓，爰于万难之中，仍令本刊恢复
出版，并拟亲撰一文，缕述年来校务经过，
以慰我渴念母校之诸校友。弟以校务綦繁，
一时尚未脱稿，而本刊集稿之期，又甚迫切，
拟即待之下期。至于平址沦陷，经过颇多，
一时未克详述，特自上年十二月卅一日之
重庆《扫荡报》转录此文，以见概略。

自从日阀发动七七事变以后，我因职

务上的关系，在最先沦陷的北平工作了一

年多，才有机会到自由的中国领土。回来

以后，眼见全国军民决心长期抗战，求取

最后胜利的热烈情形，尤其是最近数日读

了蒋委员长驳斥近卫的演词，深觉我国人

心既甚一致，国策既极稳定，日阀的伎俩

傅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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