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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每逢春节、清
明，“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成
为福建东山百姓们至今未变
的习俗。究竟是什么力量，让
当年的县委书记谷文昌永远
活在了百姓心中，收获了最
深沉的怀念？

1902年，17岁的马叙伦来到了
上海，经常在 《新世界学报》 上发
表文章，使该报带上了革命色彩，
风行一时。

当时的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
频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活动，
经常通过革命党人在日本出版的刊
物介绍进来。马叙伦读了很多进步
书刊，尤其是读了日本人著的 《孙
逸仙》 一书，对他的触动很大。马
叙伦明白，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才
能推翻清政府。

在后来的一些事情上，身在广
州的孙中山与处在北京的马叙伦做
到了同声相应。北洋军阀统治时
期，由于穷兵黩武，内战频仍，致
使政府各部门经费支绌，尤以教育
经费更为拮据。1919年冬，北京大
中小 60 多所公立学校教职员发起

“索薪”运动，马叙伦被北京大学、
北京高师和医专公选为教职员会主
席，并担任北京小学以上各高校教
职员联合会主席，亲赴北洋政府国
务院交涉。1921年 3月，北京高校

又发生“索薪”运动，马叙伦依然是
领导者。同年6月3日，马叙伦等人赴
徐世昌的总统府第三次“索薪”时，
还遭总统府马队袭击，马叙伦头部受
重伤。马叙伦在 《马叙伦自述》 中写
道：“六三事件的规模，不下于五四运
动，它是有革命意义的运动……孙中
山先生在广州也给我们正式的援助，
北京的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
丈。”

1924年年底，孙中山为了与段祺
瑞商谈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
一与建设”，扶病至京。马叙伦对孙中
山此行抱有极大希望，于是前往车站迎
接。路上，见青年学生络绎不绝涌向车
站，市民也挤向正阳门前迎候。民心所
向，让马叙伦大为感动。

第二年，孙中山不幸逝世，马叙伦
悲痛万分，赋七律一首以悼念：

先生毕竟是人豪，天下为公字字敲。
思想每随时代进，坚贞不为大风挠。
奔走卌年余薄产，缠绵一病返天曹。
使公今日犹操国，郭李勋名未足高。

马叙伦诗悼孙中山
顾 燕

“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
府，济济沧沧。承朱张之绪，取欧美
之长。华与实兮并茂，兰与芷兮齐
芳。楚材蔚起，奋志安攘。振我民
族，扬我国光。”

这首承载着千年文化和现代荣光
的歌词，即1933年确定并沿用至今
的《湖南大学校歌》（萧友梅作曲）。
这一年，是胡庶华首任湖大校长的第
二年，歌词便出自这位三掌湖大的传
奇校长之手。

“每任一职，三年必辞”的
湖大校长

胡庶华早年考取公费留德，在柏
林工业大学化学冶金系专习钢铁冶
金工程，取得钢铁冶金工程师学
位。这是德国注重工科实践能力的
一种学位制度，是中国人在柏林获此
学位第一人。

1922年，胡庶华从德国回长沙，
被在岳麓书院办学的湖南工业专门学
校校长宾步程聘为教授兼事务主任。
直到他 1932 年首次执掌湖南大学
前，已在武昌大学、同济大学积累了
三四年的国立大学校长管理经验。

胡庶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衣
着朴素，黑长胡须陪衬一张笑脸，但
行事雷厉风行，他到湖南大学后立即
恢复矿冶工程系，秉持千年学府传承
的经世致用精神，在全国邀请一批矿
冶名家来校任教，对学生强调学习与
实践相结合，提倡与矿冶企业协作交
流，把湖南大学建设成全国钢铁冶金
人才培养的重镇。

在教学上，胡庶华邀请实用主义
哲学家杜威到湖大作学术报告，让曾
留学美国哈佛的理学院院长杨卓新同
杜威开展学术辩论。这应该是国际学
界名人，首次来到湖南大学考察
交流。

他接受矿冶系教授钟伯谦提议，
邀请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著名地质学
家丁文江来湖南解决湘江煤矿地质结
构难题。不幸的是，丁文江在谭家山
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昏倒，抢救
不及，英年早逝。胡庶华在湖大静一
堂主持追悼会，国府行政院秘书长翁
文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
学校长梅贻琦到会致悼词，并将丁文
江墓葬于岳麓山，今日还有不少人前
往献花祭拜。

此后，胡庶华把办学重点放在服
务社会经济建设上。1930年，胡庶华
曾与工商部长孔祥熙等筹建中国工商
管理协会 （即中国科学管理学会），
参与主持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他在
协会组织的演讲会上，对上海企业家
作《工厂管理之科学化》报告。文史
专家许康教授评价他是这一领域“最
早的领军人物”。

1934年暑假，胡庶华在湖大积
极筹办了中国经济学社第11届学术
年会。这是全国经济学界最具权威的
学术研讨会，此前只在北京、上海、
南京等大城市或沿海工商业城市举
行。这次破天荒地进入湖南，也是
胡庶华的全国影响力所致。马寅初
等全国一流经济学家，纷纷来到长
沙参会。

在胡庶华的带领下，湖南大学高
度重视这一顶级盛会，全员参与。商
学系主任吴德培在会上宣读了3篇论

文，为提交论文最多者。湖南大学成
立了中国经济学社长沙分社，胡庶华
任社长。

胡庶华前后三次任湖大校长，历时
10年。而前两届，任期皆为3年。这是
他的一大显著的个人特征。陶旅枫、彭
新卫编著的《明德人轶事》中称他“是
位极有个性的人物，最突出的特点是他
坚持一个原则：每任一职，三年必辞。
因此，他虽然做了七任，可每任一次校
长，三年期满必然辞职”。

为湖大改归国立殚精竭虑

胡庶华重视道德情操教育，他创作
的校歌歌词，倡导“承朱张之绪，取欧
美之长”，强调大学教育要以中国特色
为根基，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到

“振我民族，扬我国光”。
胡庶华在1932年11月提出“忠孝

廉节，整齐严肃”，于次年5月被定为湖
大校训。《湖南省立湖南大学二十二年
度览》中有一处胡庶华的解释：“余承
乏本校之始，即与同人谋所以发扬民族
固有之精神者，爰于一一七次校务会议
议决，以宋朱晦庵先生所书‘忠孝廉
节’、清欧阳尧章先生所书‘整齐严
肃’为校训。盖两公先后讲学于此，所
题八字石刻，至今犹嵌正厅两庑间，实
为本校历史上之瑰宝。”

胡氏校训一直沿用至2000年。新时
期湖大定位为研究型大学，师生们公选

“实事求是，敢为人先”作为新校训。
校训更替，胡庶华倡导的集句式校训原
文，迄今仍置放在岳麓书院讲堂两侧。

胡庶华在任时，还积极谋划湖南大
学改归国立。

1932年10月30日，蒋介石、宋美
龄到长沙视察，胡庶华闻讯后，邀请他
们来湖大讲话，但蒋介石对湖大升格国
立，一度持保留态度。

1936年1月23日，胡庶华函请辞
职，黄士衡继任校长。国府召集全国大
专院校学生代表赴南京聆训，湖大三人
抵京面谒教育部长王世杰，表达改归国
立的必要，王世杰说：“湖南大学改为
国立，前胡校长曾数度计商，略有头
绪。”

是年4月26日，时为行政院长的蒋
介石再度莅湘，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重
提旧事，蒋介石说：“湖大改归国立甚
善，最好能与清华合并。”当时国立清
华已在长沙左家垅兴建校舍，第二年抗

战全面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是
蒋介石在开空头支票，甚至有意将湖大
并入清华。1905年就加入中国同盟会的
朱经农当即反对，称两校历史关系不
同，不便合并。蒋介石勉强承诺：“湖
大改归国立，教育部正在考虑，俟返京
后与王部长等商妥决定。”

这为一年后湖大实现夙愿，加快了
推进力度。此前胡庶华殚精竭虑的草创
之功，亦不可没。

在湖大形成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容

1943年，胡庶华调任三青团副书记
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毓尧
接任湖大校长，破坏校内地下党组织，
大肆使用办学经费收买少数同学，监视
进步学生的言行，停止一切正常社团活
动，指使学生围攻批评校政的教授，开
除一大批进步师生……倒行逆施，激发
众怒，广大师生爆发一场“驱李护校”
运动。

据当时就读于湖大、亲历“驱李护
校”运动的胡筠烈士之子李荣光后来回
忆：李毓尧勾结国民党宪兵团逮捕进步
学生，“除病逝的2位同学外，46位同学
在芷江被关押3个多月后，有10人因病
保外就医，其余 36 人于 1944 年 9 月，
被送往集中营——从上饶、衡阳转迁来
洪江的战时青年训导团衡阳分团部。它
是全国5大集中营之一”。

1944年冬，胡庶华来到洪江集中
营，青年学子遭迫害的经历和惨景令他
痛心不已。他返回重庆，欣然接受了教
育部长朱家骅要他重任湖大校长的任命
状，第二年元月来到辰溪湖大校区，第
一时间宣布进步学生无罪，要求受到各
种处理的全体同学回校复学，并出面保
释被关押了5个月的、与地下党紧密联
系的经济系学生汪澍白等。

抗战胜利后，陆军第四方面军长衡
岳地区受降典礼在岳麓山湖大校址举
行。湖大本部校区经历了日军的多轮轰
炸与长沙四次大会战的炮火，几近废
墟。中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仅存四根爱
奥尼克石柱，湖南省内公共建筑规模最
大的科学馆被毁坏2/3，学生宿舍毁坏3
栋，残存者也是败壁残垣，“全校精
华，付之一炬，物质损失”。

胡庶华此前于1940至1943年第二
次担任湖大校长时，就坚定信心地提出

“于艰苦中谋恢复，于安定中求进步”，
一直是湖大西迁路上的一种倔强的精

神。此次接掌湖大，全国抗战进入大反
攻。他更是做了大量工作，将西迁的湖
大复校，重建战火毁坏的岳麓山校园，
扩大办学规模，建成拥有文法理工商5
个学院、20个系的综合性大学。同时，
接收了从江苏迁至乾城所里（今湘西吉
首）的全国唯一的国立商学院，和商学
系合组成新的湖南大学商学院。

在胡庶华重新接管湖大的第二年5
月，中共湖南大学支部成立，至他1949
年6月离职时，党员已发展到192人。他
支持进步组织人民世纪社为骨干的学生
自治会，创办 《湖大学生》《三日新
闻》，开办农场和民校，建立话剧团、歌
剧团和评剧团，开展一系列宣传进步思
想的文艺活动。

1947年夏，内战继续扩大，国统区
危机四伏，民不聊生，不同阶层群体掀
起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华北学联发出
在6月2日总罢课的号召，湖大学生组
织在中共湖南工委的部署下，发动长沙
市中等以上学校开展反内战运动。湖南
省府严密防范，多方阻挠，派出大量军
警封锁湘江，断绝30里水陆交通，甚至
派出军队包围学校，禁止学生出校门。

胡庶华指导学生与反动派斗智斗
勇，全部过江。年过花甲、长髯飘飘的
他，健步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警告省
府官员：“我的学生游行队伍出发了，谁
要杀害我一个学生，我就要在省府门前
自杀。”

他顶着白色恐怖，先后邀请中共主
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著名
工运领袖罗章龙（改名罗仲言）来校执
教，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共
产党员朱剑农、萧杰五等教授运用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观点，在校讲授土地经济
学课程，配合地下党发挥进步的作用，
得到了胡庶华的默许。

在胡庶华支持下，湖南大学形成了
一个强大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教师
阵容。

1949年初，胡庶华接受学生自治会
请求，吸收学生代表参加应变组织，确
定国立湖大决不迁校台湾的原则，保证
了几个月后完整无损地转到人民手中。

国共和谈破裂后，胡庶华对国民党
彻底失望，毅然离职，抵达香港，参加
在港立法委员发起的和平运动，与黄绍
竑、龙云等44人发表联名通电《我们对
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表
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建设新中
国而努力，被蒋介石开除其国民党党
籍，将其列入通缉“黑名单”。

不久，他重返内地，被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为冶金工业部专员，并在新建的
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前身）
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摘抄了大量矿冶
资料，拟订出多种专著和论文提纲，为
新中国钢铁工业提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
真知灼见。

国家新生，胡庶华满怀欢欣，赋诗
咏怀：“少年虚度老来忙！”他曾连续三
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
于1961年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遗憾的是，胡庶华于 1968 年 6 月
17日逝世，终年 82 岁。10 年后，北
京钢铁学院落实政策，刊印文章悼
念：“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耿直
正派，平易近人，一直受到同志们的尊
敬！”

（作者系长沙市作协副主席，单
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三掌湖大的“胡子”传奇
向敬之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平
生为人正直，语言幽默，而且还擅长写
打油诗，他写的打油诗，俗中有雅，雅
中有俗，说理透彻，十分耐读。

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时，和胡适是
同学。有一次，陶行知读到了胡适写的
《我们走那条路》一文，胡适在这篇文
章中谈到当时的中国有五个“鬼”，即：
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大
社会现象，却没有说到当时在中国横
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鬼”。

读了胡适的这篇文章之后，陶行
知感慨很多，觉得胡适的文章写得并
不完美。于是，他立即写了一首打油诗
给胡适，真诚而明确地指出了他文章
中的疏漏。

陶行知的这首打油诗写道：
明于考古，昧于知今，
捉住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这首打油诗既肯定了胡适文章的

优点，又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他文章中的
最大的不足，非常巧妙，非常诚恳，而且
立场和观点也非常鲜明，很有说服力，能
让人在微笑中乐于接受。

陶行知和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交
情深厚，是好朋友。翦伯赞喜欢抽香烟，
而陶行知却不喜欢，所以，当别人赠给
陶行知香烟时，他常常将香烟转赠给翦
伯赞。

有一次，一位美国朋友送给陶行知
一支好香烟，陶行知用纸将这支香烟小
心翼翼地包好，让人送给翦伯赞。翦
伯赞打开纸包，不仅看到了香烟，还
看到了陶行知附上的一首打油诗，这
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抽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
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年。
陶行知用通俗简洁的语言，轻松幽

默地表达了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问候，
以及希望翦伯赞能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
更大成绩的殷切期待之意。

陶行知写打油诗
王吴军

梁启超既广闻博学，又善于助人。
他有“世界第一之博学家”的美誉。梁
实秋曾叹道：“像先生（梁启超）这样，
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
之当世能有几人？”这里所说的“热心
肠”，赞叹的就是梁启超乐于助人。

1925年，周传儒以优异的成绩考
取了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为梁启超的
学生。周传儒虽然有令人羡慕的成绩，
但因家境穷困，时时陷入窘迫之中。

一次，梁启超与几个学生谈心，了
解同学们的情况。一个学生说：“周传儒
用课余时间给一所中学代课。他家很穷，
他除了挣自己所需的费用外，还要接济
家中弟妹的读书费用，确实不易。”

梁启超若有所思，他把这个叫周
传儒学生的事放在了心上。

一天下课后，梁启超叫住了正要
离开的周传儒，问道：“你能不能去松
坡图书馆帮忙编制目录？我看你平日
整理的课堂笔记很好，你一定能胜任
这项工作，所以请你帮这个忙。”周传
儒听后一脸欣喜，点头答应了。

梁启超明明是在帮助周传儒，但

只字不提帮助，反而说请周传儒帮助自
己，因为当时梁启超也是松坡图书馆的
馆长。梁启超就这样用心维护着周传儒
的自尊心。一个月后，梁启超付给周传儒
50银圆的报酬，并赞道：“你整理得非常
好，图书馆需要你这样的人长期整理目
录，每月50银圆，你愿意继续做吗？”周
传儒受宠若惊，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因为图书馆给的报酬很高，又方便
自己学习，周传儒再不用去中学代课了，
他实现了“财务自由”，可以安心地学习，
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开始周传儒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梁启超觉得他收入不多，生活困难，于是
托同学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让周传儒
在暨南大学当上了副教授，一年后升为
教授。后来，周传儒在学术上取得骄人的
成就，成为著名历史学家。人们给予周传
儒种种赞誉，周传儒感慨道：是梁先生成
就了自己。

类似这样给予学生帮助的事还有
许多，梁启超的用心帮助，既保全了家
境贫困学生的自尊，又帮助他们摆脱了
困境。

梁启超用心助人
张 雨

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燕京大学
求学的冰心，迅速投入时代的洪流，开
始发表开风气之先的“微型诗歌”。这
种融入母爱、童真和自然等元素的新
文体，就是后来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冰
心体”。

1923年，冰心赴美留学。她把自
己旅途中的经历、在异国的生活，以及
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用温柔亲切的
笔调，写成了 29 封寄给小读者的书
信，连续发表在北京《晨报》文艺副刊
的“儿童世界”栏目。这些通讯，写的不
仅仅是“爱的教育故事”，也详细记录
了冰心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其中有
对父爱、母爱的歌颂，也有对异国风光
和大自然的赞美。

1926年 5月，《寄小读者》一书
由北新书局出版。冰心题写书名，丰
子恺创作了封面图画。此书一投入市
场，立即销售一空。一年之间，再版
4次。《寄小读者》是中国儿童文学
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小
读者。

1942年冬天，迁往重庆的冰心，

断断续续写了4篇给小朋友的通讯。新
中国成立后，冰心又写了10多篇新的通
讯，她把这组新的通讯题名为“再寄小读
者”。这些通讯主要是向小朋友们介绍新
中国的变化，激励小朋友们热爱祖国，学
好本领，珍惜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生活。与
20年前的“寄小读者”相比，“再寄小读
者”多了一些哲理感悟和励志意味，字里
行间洋溢着对新中国的欢欣、赞美和自
豪感。

20世纪 70年代末，年届 80高龄的
冰心又写出10 篇“三寄小读者”通讯，
表达了对新一代少年儿童的关爱与期
望。这些通讯亲切、平和、热诚，充分体
现了冰心一贯的爱心和责任感。这些通
讯，在上海的《儿童时代》杂志陆续发
表，1981年7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了合集。

冰心坦言：“这些寄小读者的通讯，
是写得最自由、最率真和最快乐的。”郁
达夫称赞冰心：“她散文的清丽，文字的
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作家中算是独
一无二的。”魏巍也认为：“冰心的光芒，
将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

冰心“三寄小读者”
王 剑

来到谷文昌干部学院异地学习交
流，重温谷文昌的事迹，仿佛在与一
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对话。在谷文昌
感天动地的荒岛治沙造林之外，从他
计较与不计较的些许侧面中，也仿佛
找到了真实答案。

计较增加人民负担。20世纪 50
年代，东山县买回了一辆旧汽车。谷
文昌交代秘书：“车子出门要登记，
不管是谁，无三不出门。”然而，不
可能总会凑齐3个人，因此谷文昌难

得坐车出门。谷文昌总是骑一辆自行车
下乡调查、劳动，他说：“还是单车用
起来方便，和群众容易搭话。”

1962 年，经过十余年的治沙造
林，几乎累垮的谷文昌被上级强令去
漳州检查身体。通讯员陈耀水陪着谷
文昌到了漳州接待处登记住宿时，按
规定谷文昌可以住有卫生间的房间，
但听说住一个晚上要10元时，谷文昌
连连摆手说，何必住这么贵的房间，
不能增加东山人民的负担！于是两人
找了一家很差的旅社，住一晚每人只
要1元2角。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
情。”谷文昌以百姓心为心，真情关心
百姓疾苦，时刻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
心上，从来不侵民利、不享私利。谷文
昌计较的是，一粥一饭，每一个铜板都
来之不易，在生活和待遇上挥霍浪费，
就是加重人民的负担，对群众劳动血汗
的亵渎。

谷文昌在龙溪地区任职时，由于物
资匮乏，买啥都得凭票，儿子谷豫东在
高中同学怂恿下以父亲的名义买了烟。
谷文昌得知此事后，不仅狠狠地训斥了
儿子，还领着他到小卖部向阿姨道歉，
检讨自己没教好。谷文昌向子女进一步
明确了家规：不允许揩公家一点油，不
允许沾自己一点光。

谷文昌在东山当“一把手”，无论
是正常的招工升职，还是上学参军，谷
家人一律“先人后己”；大半辈子与林
业管理打交道，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
……谷文昌计较的是自己和家里人、身
边人搞一点特殊、享一点特权，侵占公
家一丝好处、损害集体一丝利益。他深
知，思想上一尘不染，行动上才能一身
正气。

1969年，谷文昌全家被下放到宁
化。妻子觉得委屈，谷文昌则说，当初
南下时，我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全中国、
为人民服务，个人受点委屈算得了什

么？女儿谷哲慧面对家庭境遇也心灰意
冷，对加入组织心怀顾虑，谷文昌得知
后，耐心开导女儿：“一个人不能没有
信念……不能因为受了委屈，就丧失
信念。”1976 年，小儿子谷豫东高中
毕业，按照政策规定可以享受留城的
待遇，但谷文昌不顾儿子的不解和委
屈，坚持把他送到偏远的朱坑知青点
下乡。

谷文昌妻子史英萍是南下干部，
1952年转薪时定为行政18级，每次遇
到提职、提级、调工资时，谷文昌就
首先反对。他还多次对妻子说：“不要
计较职务与工资，和群众相比，咱们
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32年的工作
中，史英萍的职务、工资级别都没有
提升过。1964年，谷文昌调到福州任
林业厅副厅长，有关部门提出可以将
当临时工的女儿谷哲慧转为正式工，
随父亲一起去省城。不料，谷文昌坚
决不同意，他说：“组织上调的是我，
不是我女儿。”后来谷哲慧的多次转正
机会，都被谷文昌叫停，直到15年后
才成为正式员工。

“不带私心干革命，一心一意为人
民”，谷文昌用权以廉、持身以正，不
追逐名利，不享受特权，从不计较职务
与待遇，用雷打不动的清廉“标配”和
公仆本色矗立了一座精神丰碑。

谷文昌的“计较”与“不计较”
王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