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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北京大学，蔡元培生前也十分关注联

大。在香港期间，他频繁地与在联大的北

大同人保持着联系和互动。在他支持下，

中研院史语所在人力和学术资源等方面都

给了联大和北大尽可能多的支持，帮助战

火中的学府渡过了不少难关。在学校的盛

邀之下，一口气为三校及联大书写校训，

更是他情牵联大、爱护联大的具体体现。

1939年，先生的女儿、联大教授林文铮夫

人、国立艺专教授蔡威廉在昆明逝世，联

大同人为了纪念她，筹办了盛大的画作展

览会。1940年，蔡先生也在香港安然走完

一生。3月10日，联大师生千余人在新校

舍举行公祭，由蒋梦麟主祭并报告了其生

平，并由梅贻琦致辞。24日，梅贻琦又参

加了云南各界在昆明举办的盛大追悼会。

在龙云致祭文后，梅贻琦报告了蔡先生的

生平，赞誉其为“近代之师表”。

时光不败经典。联大在五色交辉的绝

好氛围下产生的“刚毅坚卓”校训，也正

因有了蔡先生的倾情书写，而愈显出其深

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必将在我国文化教

育史上写下一段不朽的佳话。

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那些人那些事
○袁  帆（1975 级建工）

南京是一个历史大舞台。在这个影响

中国历史发展的舞台上，近百年来清华人

也曾演绎出难以计数的事迹，值得推崇的

当然首先是：吕彦直设计中山陵、余青松

创建天文台、陈三才血洒雨花台、梅旸春

督建长江大桥……但其实更加丰富的各类

故事都能给后人以无限的回味、启迪、警

示，只是取决于视角和深度如何。

清华同学会于1913年6月29日在母校

成立。1915年，在美国成立清华学校留美

同学会总会。以后随着毕业回国者逐渐

增多，故于1920年12月5日在北京开会，

“讨论设立清华同学会支会事，并拟定设

支会于北京、南京、上海等处，俟支会成立

后，改设总会于北京，以现实美国总会为

支会”。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南京清华同学会

应运而生，成为第四个成立的国内分会。

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特别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南京又一

次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枢

之地，从各个方面对当代中国历史发生的

影响都不容忽视。有鉴于此，追踪清华南

京同学会的历史足迹，也成为研究清华同

学会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南京清华同学会发展脉络

从现有史料可以确认，北京（华北）

支会是最早的国内清华同学会组织，随

蔡元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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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清华上海同学会于1921年成立，南京清

华同学会最早成立的时间则可以追溯到

1923年。

1923年11月4日（星期日），当时南

京清华同学在夫子庙的万全酒馆聚会，

讨论成立同学会事宜。出席人数约有15
人左右，而且都是1909年至1918年之间赴

美留学的最早几批毕业生，其中有1909
年第一批47位庚款留美生中的三人：

秉志（1886—1965）、胡刚复（1892—
1966）、王琎（1888—1966）。

会上选出1916级的朱斌魁（1895—
1963）为首任会长，担任书记的程其保

（1895—1975）是1918级。当时，这五位

清华同学都是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其他会员基

本上也都在为东南大学等几所大学服务。

东南大学1921年成立于南京，1928年
改为“中央大学”。1925年初，因北洋政

府任命胡敦复（1886—1978）为校长，因

故激起学生反对而酿成“东大风潮”。因

为这一事件，会长朱斌魁（字君毅）离校

北上去清华任教，书记程其保去上海大同

大学任教，其他几位会员也离开南京，这

就影响到人数本来不多的南京同学会，致

使会务停顿。

一直到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国民

政府宣布“定都南京”。12月4日，南京

清华同学会重组，选举陈鹤琴（1892—
1982）为会长，出席这次重组活动的有19
位清华同学，从此会务活动重新启动。

1933年，清华同学总会从美国迁回

国内，选举出以梅贻琦校长为首的董事

会，会所正式落地北平骑河楼39号。这

一年6月1日，南京同学会再次改组，会

长是1920级的杜庭修（1895—？）、书记

是1924级胡竞铭（1904—1989）、会计是

先后担任过会长的陈鹤琴（左）、朱斌魁（右）

1920级杨荫溥（1898—1966）。参加此次

重组聚会的同学已达80余人，“各界均

有，武装同志约有六、七位”，说明当时

在南京的清华同学的人数较10年前已经

明显增多。

在1935年7月的清华同学总会与分会

一览表中，可以发现会长已经改为1924
级的胡竞铭（1904—1989）。两年之后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8月14日
南京首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至12月13
日，南京陷落于敌手。国民政府迁都到重

庆，清华南京同学会因战争而不复存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南京清华同学会在抗战胜利之后重新恢复

活动，据相关史料可知，“清华大学南京

同学会”于1947年4月正式注册登记，会

长是1921级的浦薛凤（1900—1997），会

址设在南京中山东路聚兴诚银行。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

领南京。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一个新时代开始。在当时的特定历史

背景下，“清华同学会”在中国大陆范围

内先后停止活动并解散。直到30余年后，

清华校友总会重新成立，1983年4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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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南京校友会恢复活动。

早期南京同学会的那些人和事

作为民国首都，1949年以前的南京是

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科学中

心，大批各界人才集中之地。南京清华同学

会中自然也是人才济济，群星闪耀，许多杰

出校友都曾在南京留下不同凡响的事迹。

（一）见证南京同学会历史的孙立人佚作

孙立人（1900—1990）是清华学校

1923级毕业生，他在清华学校学习生活

9年，对清华感情极深，有“生我者父

母，树我者清华”的名言。他也是那个时

期清华的体育健将，知名度很高。他毕业

留美先学习土木建筑专业，再学习军事，

立志从军报国。

三年前，在一次网上拍卖会中，出现

了一件《圣教序》拓片，上有藏主所题的

一首诗与一段感言，识录如下：

藻栋茜樑萍浮逢
赵李欢呼称弟兄
搁管扪心思往事
瀛梦五年几断肠

聚集百数同学一堂，文德相会，各以
长短相助，宜乎有所造诣。于今五年，一
无所得，问心有愧，故书数语洩怀。

一九三三 八 十七 立人识
当时卖家也没有对这首诗的背景作出

更多说明，只推测说是当年“孙立人”的

收藏。根据落款“立人”两字的笔迹来

看，与以往见到的孙立人将军笔迹并无差

别，但仅此一点还不足以判断这件拍品的

真伪，因为现在伪造名人笔迹以图谋利者

大有人在，造假水平几可乱真。倒是这首

诗和感言所包含的信息十分重要，虽然乍

一看让人不明就里，但却明显可以看出其

中的核心逻辑，是作者在某次同学聚会中

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于今五年”“一

无所得，问心有愧”，于是写下“数语

洩怀”。

基于这样的判断，只要能在清华历史

上找到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相似事件，再

证明孙立人有无与事件交集的可能性，就

基本可以判别其真伪。于是我将“聚集百

数同学一堂”当作事件的焦点，将其假设

为一次清华同学集会，再围绕落款的时间

点进行了多方面的资料查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33年6月12日
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中真的找到一则

关键信息，那是清华同学会干事徐雄飞发

自南京的通讯，称“六月一日该地同学会

假中央饭店举行聚餐，到校友八十余人，

各界均有，武装同志约有六、七位。徐君

被邀列席，请报告筹委会筹备总会详细

经过情形。此间校友对于该项问题，颇

属关怀”。

至于内中所说参会的“武装同志”，

可以理解为是具有军人身份的校友，但没

有给出具体名单。当时南京作为民国的首

都，也是高级军事机关集中的城市，历届

清华毕业生服务其中的约有十几位。根

据1933年《清华同学录》记载，包括：王

赓（第三批庚款留美生）、王成志（1916
级专科）、杜庭修（1920级）、李耀慈

（1920级）、朱世明（1922级）、孙立

人（1923级），王棱（1925级）、姚楷

（1925级）、王之（1926级）、李忍涛

（1926级）、邢必信（1930级）等人。

彼时的孙立人正在财政部“税警总

团”担任特种兵团的团长，因此作为“武

装同志”参加此次同学会活动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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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藻栋茜樑萍浮逢，赵李欢呼称弟

兄”这两句，其实就是形象地描写了聚会

时清华同学久别重逢，彼此称兄道弟的热

闹场景。而“聚集百数同学一堂，文德相

会，各以长短相助，宜乎有所造诣”则是

对聚会情况的进一步补充，其中所说的人

数与徐雄飞报道中所说的人数也基本一

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编造出如此有逻

辑性的故事简直就是“神话”。

而对作者两次提到“五年”的概念，

也和孙立人的经历高度相似。事实上，

孙立人从1928年学成归国，至1933年恰为

“五年”。从大量孙立人传记中可知，在

这五年中，他因为不是“黄埔系”出身，

因此在国民党军队中始终没有找到让他发

挥才干的机会，郁郁不得志，于是生出

“一无所得，问心有愧”的感慨确系事出

有因。

经过这样的分析与推理，可以认为这

件《圣教序》拓片上的题诗和感言确为孙

立人的佚作。至于他为何在聚会两个月后

才写出心中的感慨，这个可能与他在这个

时间点观赏这件碑帖有关，而碑帖中的一

句“未足比其清华”则可能就是触发他宣

泄情绪（洩怀）的关键词。

由此，完全可以认为，这件佚作既是

孙立人研究的重要史料，也是南京同学会

历史片段的一个见证，其珍贵程度不言

而喻。

（二）余青松创建紫金山天文台

在早期南京同学会中不乏享誉中外

的科学精英。1937年以前在南京同学会中

就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他们是竺可桢

（第二批庚款留美生）、余青松（1918
级）、张钰哲（1923级）。其中，竺可桢

（1890—1974）当时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气

象研究所所长；余青松（1897—1978）是

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

哲（1902—1986）是中央大学教授兼天

文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相对于竺可桢与张钰哲，余青松在当

下的中国科学界知名度并不高，但这丝毫

不影响他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余青松，1897年4月9日出生在福建的

官宦之家，1918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

美国，先后在里海（Lehigh）、加利福尼

亚、匹兹堡等三所大学攻读土木工程、数

学、天文学，最终获得哲学和天文学博

士学位。1926年，由余青松创立的“恒星

光谱分类法”被国际天文学会正式命名为

“余青松法”，他也因此成为英国皇家

天文学会吸收的第一位中国籍

会员。

1927年余青松学成归国，

任教于厦门大学。而就在这年

11月20日，在南京举行“筹备

国立中央研究院大会”，其中

一项主要内容是通过由中国近

现代天文学先驱高鲁（1877—
1947）“在紫金山建立天文

台”的提案。余青松的天文学由“立人”题诗的《圣教序》拓片，有“未足比其清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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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造诣受到高鲁的充分肯定，于是后者在

1929年4月将自己担任的中研院天文所所

长一职交由余青松接任，从此开始其拓展

中国现代天文事业、创建紫金山天文台的

艰苦历程，当时他只有32岁。

余青松是一位具有扎实土木工程学基

础的天文学家，再加上“行胜于言”的清

华本色加持，使得他在紫金山天文台的选

址、筑路、建造过程中始终亲力亲为，遇

山开山，见险排险，不让任何外界因素干

扰其建好紫金山天文台、“重振中国天文

学事业”的决心。

由于天文台所在区域为紫金山“总理

陵寝”要地，因此在选址、修路等多个基

础环节受到的阻力与限制较多。而且在长

达五年的建台过程中，中日战争的升级，

国内政局变化也不断影响着工程进度。余

青松就是在十分艰难的外部环境下，不仅

要处理工程上的每一个具体问题，而且要

在变化莫测的政治环境中争取经费，左右

周旋，艰难推进。

1931年5月底，解决一切先行问题

后，天文台终于在紫金山第三峰破土动

工。但之后的东北“九一八”事变，上海

的“一·二八”事变，以及国内政局激变

又迫使工程一次次受阻停顿。面对困局，

余青松在1932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坚定表

示：“绝不能退却！正因为现在民族危

难，国事多秋，此台就更需要吾辈拼力去

建……如能力争早日建成，那仅在心理上

对唤起一些人团结抗日的信心，我想就会

有振聋发聩之效！”

凭借“科学救国”的决心，在克服了

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之后，余青松与他的

团队终于在1934年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现代

天文研究基地——紫金山天文台。后来在

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在昆明建起了

凤凰山天文台。余青松和他的名字一样，

如“青松”般挺立，令后人敬仰。

余青松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国际天文

界。1989年，哈佛大学天文台将该台于

1987年发现的一颗国际编号3797的小行星

冠名为“余青松星”。

而先后被命名的“张钰哲星”和“竺

可桢星”，与“余青松星”一起，不仅成

为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值得骄傲的三颗

“明星”，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国际科学界

对清华“自强不息”精神的尊重。

（三）1947 年南京同学会的一笔捐款

抗战胜利后，南京再次成为清华校友

集聚的主要城市。1947年4月清华同学会

完成注册登记，重新开始组织活动。

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1921级）和童

寯（1925级）也是在这个阶段随中央大学

从重庆复员到南京，成为南京清华同学会

的会员。根据他们的回忆，当时同学会没

有自己的固定会所，活动多有不便。于是

一位老同学捐献了一块地皮作为建筑会所

之用，但建筑经费并无着落。经同学会开

会决议向会员募捐，准备建一幢小楼，并

青
年
时
代
的
余
青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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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宝等在《清华校友通讯》上刊登的文章

拟冠名为“寄梅楼”，以向清华学校德高

望重的老校长周诒春（字寄梅）致敬。

自1947年起南京同学会陆续募集到一

部分资金，并开始着手进行建筑设计。不

过还没等到捐款达到足够的建筑费用时，

就遇到政局突变，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建造会所的计划最终落空。幸好当时负

责保管捐款的1919级校友钱昌祚（1901—
1988）系“国防部”高官，得以随时把捐

款换成黄金美钞，既便于保管，又保存

了币值。1948年底钱昌祚奉调离宁赴台。

临行前他把所存黄金30.97两、美钞293元
移交给在银行任职的1926级曹曾禄（字天

受）保管。曹天受将原款随即存入上海

商业储蓄银行南京分行的保管库内。其

时，时局动荡，人心涣散，募捐工作也告

中止。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清华同学会停止

活动。曹天受不久因工作调动离开南京，

这笔金钞也就被搁置数年未及处理。1953
年曹天受曾专程赴南京与杨延宝、童寯商

量捐款处理办法。当时周诒春老校长闲居

北京，他们曾经拟议将捐款直接献赠老校

长为寿，因其谦辞而作罢。

当时，前南京清华同学会会务已停顿

数年，不可能召开会员大会。于是杨、

童、曹三位知情的老校友通过信函研究，

决定将所存金钞换成人民币捐赠母校清

华。但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所需经费统由国

家拨款，他们也不知道母校是否能够接受

校友捐款。于是他们事前联系了著名社会

活动家、清华教授张奚若（1889—1973）
先生，请他向蒋南翔校长提出拟将捐款移

赠母校的意见，得到蒋校长的同意。童寯

随即将金钞在南京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

3473.90元汇交母校接收。前南京清华同学

会筹建会所的这笔捐款，终于得到了妥善

的处理。

1955年7月23日，清华大学校长办公

室收到老学长童寯代表前南京清华同学会

汇给母校的捐款计人民币3400余元，时任

校长蒋南翔曾复函致谢。

1981年，清华校友总会恢复活动后，

杨廷宝、童寯、曹天受三位老学长认为，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0余年，但这笔捐款的

由来以及汇赠母校的始末，有必要向前南

京清华同学会留宁校友和散处国内外的老

建筑大师杨廷宝（左）童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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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特别是捐过款的同学作一汇报。于

是他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笔捐款》，

登载于《清华校友通讯》（复4期），追忆

了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捐款筹建会所的这

段历史。

他们之所以要把这一段往事扼要追

记，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就是希望前南

京清华同学会会员（不管后来身在何处）

对30年前的旧事得以了解始末。他们特别

希望这笔捐款的最初保管人，当时已经

移居美国的钱昌祚老学长（1901—1988）
（《一笔捐款》文中，作者认为钱昌祚笔

误为钱昌淦，考证文章见本期第56页）能

够知道捐款已经转赠母校。其时钱老学长

仍健在，想必在他知道这一情况后，一定会

因捐款得到妥善处理而感到欣慰。

从1947年南京同学会募集捐款建校友

会所，到1955年把捐款转赠给母校,其间

经历了整整8年。据了解，这笔捐款最初

虽然不是直接捐赠给母校，但事实上已经

成为1949年以后清华收到的第一笔校友捐

款。这段佳话也可被认为是早期南京清

华同学会留在清华校友会历史上的永久

纪念。

早期清华同学总会准备迁移到南京

在清华同学会的历史上，有一段鲜为

人知的史实，那就是设在北平（京）的总

会曾经准备迁移到南京。

1913年6月，清华同学会在清华园成

立后，起初总部设在美国，国内只设支部

（分会）。这种局面前后持续了20年才得

以改变。在1933年10月29日，清华同学会

董事会正式成立，并在北平骑河楼39号建

造了会所。这些举措都是总会正式从海外

迁回国内的标志。

1936年9月28日，第二届董事会在南

京召开会议，地点在中山东路165号皇后

饭店。出席会议的包括梅贻琦会长等8位
董事，代表了15位董事。会议共有五项议

案，除了重新选举总会会长、总干事等职

员外，另一项重要议案就是“总会移设首

都案”。

按照同学会章程，总会应设在母校清

华，但提出这项议案等理由是，“兹以多

数会员均在京沪，董事亦以服务于京沪占

多数”。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表决通过了

该项议案，同时“拟以董事会名义，向会

员建议，移总会于首都，并于最近期间以

通讯方式表决”。这里的“京沪”即指南

京与上海，当时南京是“首都”，上海是

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多数会员和董事都在

这两座城市工作生活，所以董事会提出迁

移总会至南京的提案。

此次董事会结束后，即向各地的全

体会员发出投票表决征询，至11月30日，

共计收回426票，其中赞成367票、反对46
票、中立13票。该议案顺利通过。

既然该项议案在当时已经得到大多数

会员通过，接下去就是如何实施的问题

了。但后来的局势变化之迅速，完全出乎

人们预料。半年以后，诸多有关事宜还未

等具体展开，“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

战开始，这一迁移总会到南京的计划自然

化为泡影。

结语

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距离我们已经超

过70年，即使重建南京清华校友会后也已

经40余年。然而，在南京发生的所有清华

往事并未随风散去，只要有心，寻踪之旅

随时就在脚下，五彩缤纷的历史拼图仍然

可以不断得以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