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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伯 苓

一、创校动机

南开学校之创始人之一 ,为严范孙先生。先

生名修 ,字范孙 ,为清名翰林。为人持己清廉 ,守

正不阿。戊戌政变前 ,任贵州学政 ,首 以奏请废

科举 ,开经济特科 ,有声于时。政变后 ,致仕家

居。目击当时国势阽危 ,外侮日急 ,辄 以为中国

欲图自强 ,非 变法维新不可 ;而变法维新 ,又 非

从创办新教育不可。其忧时悲世之怀 ,完全出乎

至诚。凡与之交者 ,莫不为之感动。

光绪二十三年英人继德、俄之后 ,强租我威

海卫 ,清廷力不能拒 ,允之。威海卫于甲午战时 ,

为日人占据 ,至 是交还。政府派通济轮前往接

收 ,移交英国。其时苓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 ,

在通济轮上服务 ,亲身参与其事。目睹国帜三易

(按 :接收时 ,先下日旗 ,后升国旗 ,隔一日,改悬

英旗)悲愤填胸 ,深受剌戟 !念 国家积弱至此 ,苟

不自强 ,奚 以图存 ,而 自强之道 ,端在教育。创办

新教育 ,造就新人才 ,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

国志愿 ,即 肇始于此时。

翌年 ,苓离船 ,接严先生之聘 ,主 持严氏家

塾。严先生与苓同受因难严重之刺戟 ,共发教育

救国之宏愿。六年后 (清光绪三十年十月),严氏

家塾乃扩充为中学 ,此南开学校创立之缘起也。

二、办学目的

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 ,故其办学目的

旨在痛矫时弊 ,育才救国。窃以为我中华民族之

大病 ,约有五端 :首 曰
“
愚

”
。干余年来 ,国 人深中

八股文之余毒 ,民性保守 ,不求进步。又教育不

普及 ,人民多愚味无知 ,缺乏科学知识 ,充满迷

信观念。次曰
“
弱

”
。重文轻武 ,鄙弃劳动。鸦片

之毒流行 ,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胰体魄衰弱 ,

民族志气消沉。三曰“
贫

”
。科学不兴 ,灾荒叠见,

(1阢 4年 10月 17日 )

生产力弱 ,生计艰难。加以政治腐败 ,贪污流行 ,

民生经济 ,濒于破产。四曰
“
散

”
。两千年来 ,国

人蛰伏于专制淫威之下 ,不 善组织 ,不 能团结。

因此个人主义畸形发展 ,团 体观念极为薄弱。整

个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 ,而不悟
“
聚者力强 ,

散者力弱
”
、
“
分则易折 ,合则难摧

”
之理。五曰

“
私

”
。此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

太重 ,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 ,短小浅近。只顾

眼前 ,忽视将来 ,知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

及 ,逐 至民族思想缺乏 ,国 家观念薄弱 ,良 可慨

也。右述五病 ,实为我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

有见及此 ,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 ,振作有为之

人才 ,故追随严范孙先生 ,倡 导教育救国 ,创 办

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 ,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 ;

其积极目的 ,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 ,以 雪国耻 ,

以图自强。

三、训练方针

南开学校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对于学

生训练方针 ,特注意下列五点 :

一曰,重视体育。强国必先强种 ,强种必先

强身。国民体魄衰弱 ,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落 ,

服务年龄短促。原因固属多端 ,要以国人不重视

体育为其主要原因。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 ,即 以

重视体育 ,为 国人倡 ,以 期个个学生有坚强之体

魄 ,及健全之精神。故对于体育设备 ,运动场地 ,

力求完善 ;体育组织 ,运动比赛 ,力 求普遍。学生

先后参加华北、全国及远东运动会者 ,均 有良妤

之成绩表现。但苓提倡运动目的 ,不仅在学校而

在社会 ;不仅在少数选手 ,而在全体学生。学生

在校 ,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 ;学 生出校 ,亦应能

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 ,固 应

提高 ;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 ,尤应注意。最要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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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文献

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

进 ,体与育并重 ,庶不致发生流弊。故体育道德 ,

及运动精神 ,尤之致意焉。

二曰,提倡科学。我国科学不发达 ,物质文

明远不如人。故苓当办学之初 ,即竭力提倡科

学。其目的在开通民智 ,破除迷信 ,藉以引起国

人对于科学研究之兴趣 ,促进物质文明之发达。

今者科学与国防建设发生密切关系 ,无科学无

国防,无国防无国家 ,愈见提倡科学之重要。惟

是科学精神 ,不重玄想而重观察 ,不重讲解而重

实验 ,观察与实验又需有充分之设备。南开学校

在成立之初 ,苓即从日本购回理化仪器多种。其

后历年添置 ,令学生人人亲手从事实验。犹忆民

国初年 ,美 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 (Dr。 Elot)

博士来校参观 ,见中学有如此设施 ,深为赞许。

盖以尔时中学内有实验设备者 ,尚 不多觏也。

三曰,团 体组织。国人团结力薄弱 ,精神涣

散 ,原因在不能合作 ,与无组织能力。因此学校

对于学生课外组织 ,团体活动 ,无不协力赞助 ,

切实倡导 ,使 学生多有练习做事参加活动之机

会。而苓所蝎力提倡之各种课外活动 ,有下列数

种 :

①学术研究。如东北研究会 ,天津研究会 ,

科学研究会 ,数学研究会 ,以及政治经济研究会

等。以大自然为教室 ,以全社会为教本 ,利用活

的材料 ,来充实学生之知识 ,扩大学生之眼界。

②讲演。演讲目的 ,在练习学生说话之技

术 ,并发表思想之能力 ,并可进为推行民主政治

之准备。其组织 ,或 以年别 ,或 以组分 ;其训练
'

由学校聘请有研究有兴趣之教员,为其导师。平

时充分练习,定 期公开比赛 ,其优胜者 ,则 由学

校加以奖励。

③出版。学校为练习学生写作能力 ,增加学

生发表思想之机会,自 始即鼓励学生编辑刊物。

会有会刊 ,校 有校刊。或以周 ,或 以季 ,种类甚

多。于彼此观摩之中,寓公开竞赛之意。以是南

开学校并未设有新闻学课程 ,亦未添设新闻学

科系,但毕业校友之服务新闻界、通讯社、以及

文化团体而卓有成缋者 ,为数尚不少。

·2·

④新剧。南开提倡新剧 ,早在 宣统元年

(1909年 )。 最初目的,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 ,

改良社会 ,及后方作纯艺术之研究。南开话剧第

一次出台公演者 ,为 《用非所学》一剧 ,由 苓主

编 ,亦 由苓导演。继则由今中央委员时子周君 ,

前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君 ,及本校职员伉乃如

君等 ,合力编演《一元钱》、《新少年》、《一念差》

及《新村正》等。每次公演成绩至佳。其后张彭

春君自美归国,负 责指导编译名剧多种 ,亲 自精

心导演。当《国民公敌》、《娜拉》及《争强》诸剧演

出之时 ,艺术高超 ,大受观众欢迎。当时出演者 ,

有今名编剧家万家宝(曹禺)君。而南开新剧团

之名 ,已 广播于海内矣。

⑤音乐研究会。南开提倡音乐 ,远在光绪三

十一年 (1905年 ),当 时设备不全 ,仅有军乐一

顼。其后会员增加 ,设备充实 ,增添口琴、提琴、

钢琴及大提琴诸组 ,今名音乐家金律声先生 ,亦

导师之一。前后举行演奏会多次 ,成绩甚为美

满。

⑥体育。南开重视体育 ,提倡体育知识 ,提

高普及 ,均所注重 ,除田径外 ,并辅导学生组织

各项球队,如篮球、足球、棒球、排球、网球等。而

先以篮球队为国人所称羡。当时曾有
“
南卉五虎

将
”
之称 ,所向无敌 ,执全国篮球界之牛耳。其时

负责教练者 ,即今名体育家董守义先生也。

⑦社团。南开学校为训练学生作事能力 ,服

务精神 ,并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起见 ,鼓励学生自

动组织各种社团 ,通力合作 ,团结负责 ,当 年最

早成立之学生社团,有 自治励学会,由今中学部

主任喻传鉴君主持之 ;有敬业乐群会 ,曲 周恩来

君主持之 ;此外并有青年会,专 以研究基督教义

为任务 ,由 张信天君主持。皆各有定期出版刊

物 ,彼此观摩竞赛 ,工作成绩颇足称道。

四曰,道德丿Ⅱ练。教育为改造个人之工具。

但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 ,知识教育 ,

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 ,道德教育。是以苓当

学校之初期 ,每于星期三课后 ,召集全体训话 ,

名为修身班。阐述行己处世之方 .及求学爱国之

道 ,语多警惕 ,学生颇能服膺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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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鉴于民族精神颓废 ,个人习惯不良,欲力

矫此弊 ,乃将饮酒、赌博、冶游、吸烟、早婚等事 ,

悬为厉禁。犯者退学 ,绝不宽假。在校门侧 ,悬

一大镜 ,镜旁镌有镜箴 ,俾学生出入 ,知所警戒。

箴词为 :“面必净 ,发必理 ,衣必整 ,纽必结 ,头容

正 ,肩 容平 ,胸容宽 ,背容直。气象 :勿傲、勿暴、

勿怠 ;颜色 :宜和 ,宜静 ,宜庄。
”
此与现时新生活

运动所倡导者 ,若合符节。犹忆美国哈佛大学校

长伊利奥博士来校参观 ,见 南开学生仪态与在

他校所见者不同,特加询问。苓乃引渠至镜旁 ,

将镜上箴词 ,详加解释 ,伊始了然。后伊归国,告

其邦人。罗氏基金团,且派员来校摄影 ,寄 回美

国 ,刊诸报端 ,加以议词。盖以当时国人对于国

民体魄 ,身体姿势 ,甚少注意矫正之故也。

五曰,培养救国力量。南开学校系受外侮刺

激而产生 ,故教育目的 ,旨 在雪耻图存 ;训 练方

法 ,重在读书救国。关于国际形势 ,世界大事 ,及

中国积弱之由,与夫所以救济之方 ,时对学生剀

切训话 ,藉以灌输民族意识 ,及增强国家观念。

但爱国时期 ,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

心 ,兼有救国之力 ,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

在平津陷落以前 ,华北学生之爱国运动 ,大半由

我南开学生所领导 ,因此深遭日人之嫉恨。后此

我南开津校之惨遭炸毁 ,此殆其一因。

上述五项训练 ,一以
“
公能

”二字为依归。目

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夫服务社

会之能力。故本校成立之初 ,即揭橥
“
公能

”二

义 ,作为校训。惟
“
公

”
故能化私 ,化 散 ,爱护团

体 ,有为公牺牲之精神 ;惟
“
能

”
故能去愚 ,去弱 ,

团结合作 ,有为公服务之能力。此五项基本训

练 ,以
“
公能

”
校训为指导原则。而

“
公能

”
校训 ,

必赖此基本训练 ,方得实现。分之为五项训练 ,

合之则
“
公能

”二义。允公允能 ,足以治民族之大

病 ,造建国之人才。四十年来 ,我南开学校之训

练 ,目 标一贯 ,方法一致。根据教育理想 ,制定训

练方案 ,彻底实施 ,认真推行 ,深信必能实现预

期之效果 ,收到良好之成绩也。

喻传鉴

'。

本月六日,适逢贱辰。同学诸子 ,嘱达所怀。

自惟谫陋 ,无补时艰 ,言之徒增惭恧!惟个人从

事教育三十余年 ,平 日立身行事 ,注重自律 ,阅

历经验 ,或 不无足资借镜 ,将草成信条十则 ,藉

与诸同学共勉焉。

一、求学是为救国,不是为家族争光荣。做

事是为服务 ,不是为个人谋福利。昂藏七尺躯 ,

俯仰天地间,必 须时时事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

前提。

二、吾人要救国 ,第 一须有爱国心 ,能为国

难奋斗 ,第二须有爱国力 ,能为国事尽职。有心

无力 ,无补实际 ,有力无心 ,众所共弃。

三、思想是行为之原动力 ,志愿是行事之总

目标。个人要有准确的人生观 ,坚强的信仰心 ,

作为一生立身处世之原则。

四、要做傻子 ,不做聪明人,要做平凡人,不

做英雄汉。中国聪明人及英雄汉太多 ,傻子及平

凡人太少。有傻气的人才能埋头苦干 ,靠平凡的

人,才有不平凡的工作。

五 v天下事不能一蹴即就 ,亦 不能侥幸成

功。事无论大小必须脚踏实地 ,按序渐进。荀能
“
有恒

”
,必有可成。

六、
“
诚

”
字是处世要诀。真诚做事 ,热诚待

丿
`,将

无往而不利。反之 ,圆 滑取巧 ,投机趋时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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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或一时阴谋得售 ,最后终难逃世人之谴责。

七、虚心是求进步之要素 ,人不能虚心 ,必

傲物骄人,因而自满自足 ,不肯学习,因 是遂亦

无进步之望。

八、人不可无
“
信

”
。信之实行 ,第一在求言

行一致。不盗名 ,不欺世。即说即做 ,做完再说。

九、要改正恶风俗 ,自 己不可沾染坏习惯。

要铲除坏习惯 ,自 己必须培育新精神。不咒骂别

人,不归咎环境 ,凡事先从自身做起。

十、反省工夫 ,成败所系。做事不能无过 ,知

过必须能改。惟时时自省 ,事事检讨 ,庶可以无

交芏。

(写于 1948年 )

写在张伯苓校长和喻传鉴主任文稿之后
(在 5级 )江兆悌

《四四萍踪》向我约稿 ,我便捎张伯苓老校长于 19妞 年 10月 17日 ,南 开 40周 年纪念时发表

的《四十年南开学校之田顾》节录出三部分和喻娴乐提棋的喻传鉴主任《我之十大信条》抄录出

(刊 载在《四五形影》第13期 )请《萍踪》转载。困为我怒大家会喜欢老校长和喻主任的这两篇文稿

的。半个世纪过去了,重 温一下 ,更 惑亲切。

许多同学都能清楚地记得哪位老师,哪些教诲 ,对 自己后来的成长起了怎样的作用。而我史

深的惑受是 ,南 开六年的整休教育,春 凤化雨,润 物元声,融 进了心田。她不仅传授给我们知识 ,培

荞我们的品德和能力,教 给我们懂得国格 ,人格、还启迪我们思索人生。不仅为我们的学业,为 我

们进一步吸吮人类思怒文化的精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也对我们一生如何做人、做孪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这是近年有机会和朋友、同学小聚谈心 ,回 顾我们这大半辈子所走的迄路 ,所做的选择 ,

察看各自的生活轨迹时,探 本求源才发现、才逐渐认识的。后来叉读了老校长的一些敬育言论 ,包

括这篇文章 ,惑 受更深。这也许是为什么老了我更爱南开的一个原因吧。∷

铋
黟
砻

特约撰稿人 徐楚生

1992年重庆南开中学校庆 ,适 值 19妮 年

级毕业 50周 年。沈宗瀛校友 (砝2级 )专程前往

重庆沙坪坝表示祝贺。沈宗瀛、林同崇夫妇有感

于母校当年教养培育之恩,考虑到众多师长在

国家艰难之际 ,不顾个人生活清苦 ,献身教育事

◆4·

业 ,为 人师表 ,作育英材。五十年来 ,不仅国内 ,

雨且在世界各地 ,很 多科学人才和领袖人物均

出自南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固系一乐 ,但没

有好教师就教不出好学生。饮水思源 ,沈宗瀛校

友和南开中学校方达成协议 ,建立沈宗瀛、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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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教师奖励基金 ,每年捐助 sO0美元 ,以 奖励优

秀教师。去年首次捐出 550美元 ,共奖励了 11

名已退休的优秀教师 ,包括我们敬爱的喻娴文

老师在内。这对推动教师努力教学 ,鼓励在校学

生尊敬师长 ,好学上进 ,起了很大作用。今年的

奖金将奖给 5名在职优秀教师。确定人选的办

法也将比过去有所改进。不仅要校方提出事迹

、本刊讯了
1942年 级的学长们倡议以具体的形式纪

念郑新亭老师(倡议书附后),这个倡议很好。郑

新亭老师是重庆南开中学深受大家爰戴的老师

之一。他学识渊博 ,精通业务 ,备课认真 ,又能特

别擅长把比较枯燥的化学课讲得生动有趣 ,引

人入胜。他还重视学生学妤外语 ,认为这是掌握

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攀登科学高峰的-个必备

条件。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他用英语写板

书 ,要求学生用英语记笔记 ,对每个化合物的英

语名称接尾 ,要求做到准确无误。他经常进行阶

段测试 ,提 出课程中最基本、也是关键性的题

目,以 加深学生的印象 ,起到-通百通的作用。

他指导的化学实验 ,不仅使学生对探索化学的

奥秘发生浓厚的兴趣 ,而且还培养了学生严谨

介绍 ,教 师中相互推荐 ,也要有学生方面的评

估 ,最后将由沈氏夫妇确认。相信这对重庆南开

中学评选优秀教师、推动教学工作 ,将发挥积极

作用。沈氏夫妇的回馈母佼、助学助人的一片热

忱 ,也将为众人风范。沈氏夫妇还希望我南开校

友能群策群力 ,共襄盛举。

的科学态度。

在抗日战争时期物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

下 ,郑新亭老师不图名利 ,清廉自守 ,安 于教学

的高尚人格和道德风范 ,令 人肃然起敬。由于郑

老师的教导 ,重庆南开中学学生报考大学选择

化学、化工、农化和理化专业的比例很高。这些

校友后来都成为建设祖国的不可多得的人才。

饮水思源 ,怎 能不感激郑老师的谆谆教导呢。就

以四四级而论 ,立志
“
四化

”
就近 40入之多 ,其

中的佼佼者有陆志禹、张存浩、肖明湘、梁国培

等级友 ;为 了缅怀郑新亭老师的功绩 ,《 四四萍

踪》曾出过有关
“
四化

”
的专辑 (198?年第 32

期 )。 我们认为,对 1942级校友们的倡议 ,大家

是会积极响应的,希望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1942级的倡议 :

如何表示我们对郑新亭考师的怀念之情   \\

情蕴等缆摄霾鞯雪臭拿童丨售氨皴毽1罨霆鼙揪毖飞黟再鹭鹰雾\
师早已辞世 ,他的学生都已是古稀上下的年纪 ,却仍然对他如此情真意挚 ,感念不忘 ,这本身就说

明了郑老师教书育人的巨大影响。大家知道 ,42级同学毕业后学化学、化工⋯,傲与
“
化

”
字沾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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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的级友所占的比例很高 ,而且像陆婉珍、楼南泉、沈宗瀛等这样有卓越成就的学者也不少。

相邻的兄弟年级也有类似情况。这是值得瞩目的事。如果当前我们国家能够有一批像郑新亭那

样优秀的老师 ,我们的四化大业就会搞的更好占

根据级友意见,我 们在这里正式提出 :请大家提供更多的有关郑新亭老师的家世、经历、教

学、为人和师生关系的种种情况 ,并提出纪念郑老师的具体建议。以便汇总供大家讨论。

时不我待 ,请大家务必抓紧进行:这不但是我们对郑老师的最好的纪念 ,也可以说是我们对

母校、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原载 19妮 级级刊《鸿雁》1993年第 6期 ,本刊刊登

时文字略有删节 )

——五十年后与唐 秀颖老师重逄记  孙 曾玄

我于 1992年 8月 中退休 ,从克利夫兰搬到加州定居。结束了一生的教书生涯。加州不但天

气好 ,又 有很多校友及亲朋 ,加上美好的中国菜场及餐馆 ,实在是退休的好地方。曾钅姐在六年前

退休后搬来 ,一直在劝我早点退休 ,来加州定居。我们可以守望相助 ,同享晚年 ,所以我们住得很

近。

去年十二月中,曾 色得即唐秀颖老师从国内来洛杉矶小住的消息 ,马上打电话给我说 :你一

生受益于唐老师教给你的数学 ,阔别近五十年 ,如今海外相逢 ,一定要好好聚聚。她又打电话给在

堪萨斯城 43级的程克信 ,克信非常高兴 ,决定和刘敦韩、毛希敬一起飞来洛城与唐老师团聚。我

打电话绐同郁 ,她非常兴奋。同郁在加州多年 ,热心为校友会服务 ,是我们的好领袖。因克信她们

买到一月六号的机票 ,我们决定七号接唐老师到我家住 ,克信她们住在曾专家。八号我们欢聚叙

旧,九号由同郁通知洛城的校友们 ,一起和唐老师在蒙市一餐馆聚餐。

唐老师是来美看望她的孙女张海云的。她在 Cd.Tech。 读研究院 ,住在 Pasadena,离我处很

远。十二月三十日同郁打电话来说 :唐老师在她外甥女家 ,离你家不太远 ,要不要一起去看她。其

实同郁家离我家也很远 ,不过她开车本领很大。于是她南下 ,我和宝琪北上 ,在尔湾唐老师外甥女

家与离别近五十年的唐老师见面 ,虽然她已八十一岁 ,看来没有多少改变。她很高兴看到我们 ,精

神非常好。谈起话来声音洪亮不减当年 ,带给我们很多当年上数学课的回忆。

一月六号晚上克信她们安然到达曾至家。七号早上 ,姐夫佳潮和宝琪开两部车 ,我们一行七

人,都年已花甲,一路谈笑风生 ,去接八十一岁的唐老师。她看到我们这一群 ,真是高兴级了。她

没有想到克信她们会从那么远处来团聚。中午桂潮欢宴老师及远客 ,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川

菜。下午回家叙旧谈心。八号,43级的张初荣和唐老师的外甥女也来参加我们的欢聚 ,十分热闹。

'唐老师一生忠心从事中学数学教学、桃李满天下。离开南开后一直在上海中学教数学。近年

来国内采用新教材 ,她又帮助实验班整理教材、昕课、开会,直到来美以前才退休。她的儿子在北

京工作 ,要她去北京养老 ,她不肯去。因为她在上海中学近四十年 ,老师学生们都对她非常关怀 ,

像一家人一样。有一次出去开会,赶公共汽车摔了一跤 ,膝部受伤 ,学生陪她去看病 ,甚至有的学

生爱人天天来看护她 ,这充分显出我国美好的尊师重教传统和人倩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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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老师在国内文革时也曾遇到很多难处。但她说 ?我妤像有神的保护 ,都能化险为夷。有一

段时期学校关门 ,她被下放到上海做里弄辅导。因为她声音洪亮 ,管理有方 ,工作认真 ,大家都喜

欢她。她的外甥女说 :她连作里弄辅导都不肯请假。又告诉我们她一生俭朴 ,没有奢求 ,她有很多

机会到大专去作教授 ,都不肯去。到现在也没有叫学校为她装电话。这种一心一意教导学生的精

神 ,真是令人敬佩。回想我们在南开时 ,老师们都谆谆善诱 ,使我们在知识和品德上建立了一生的

基础 ,这是我们衷心感激的。

一月九号中午 ,洛城的校友们在蒙市永福楼与唐老师聚餐 ,由 同郁主持。这也是我们的惜别

会,大家欢乐一堂 ,使我们都有返老还童之感。临别时唐老师送给每人一张她八十岁的照片 ,我们

也摄影留念。这短短三天的聚会 ,给我们留下不少亲切的回忆。 1993轩二3月

南 爿

'
精 神

台湾校友纪念老校长 118岁 冥诞纪实与感想 陈志正

今年的四月五日,是老校长 伯苓公的 118岁冥诞 ,校友会援例举

行了纪念餐会。也许今年的春假连续假期长达七、八天 ,不少人为了返乡扫墓 ,甚 至出国旅游探

亲 ,所以到会的人比往年似乎少了一些。不过仍然有八、九十岁的老校友 ,各级的男女同学 ,怀着

虔诚的心来到会场。我级有陈豫夫妇、袁昌炎、王振华和我一共五人,不约而同地出席了这次餐

会,占 出席人数的六分之一左右 ,比例上居于多数 ,同 时也是与会校友中最年青的一群。

一、去年校庆聚会时决议以校友会名义,去 函天津市府 ,请求归还

占用的南开中学校地 ,会前接到去天津的高以峰校友传来消息说 ,已 获市府正式同意 ,与 会校友

同感振奋。

二、郭荣生校友报告了两则往事 ,一是老学长周恩来说过
“
我是爱南开的

”
,同 时老校长也赞

许周学长是个讲理的人。此外 ,郭学长还透露了一则鲜为人知的往事 ,那即是周夫人邓颖超也对

老校长尊为老师或称为老校长 ,因 为她与老校长确曾有过一段师生缘。

三、我级级友陈豫学长 ,应邀对世所周知的
“
六年国家建设

”
的前瞻 ,做 了-次为时半小时的

简要报告 ,由 于内容精辟 ,深入浅出,让大家一下子即有所了解 ,不禁为这项计划的前瞻性肃然起

敬 ,也为陈学长的报告赢得热烈的掌声。

四、是 45级 白锦屏的一份书面报告 ,叙述了 45级友去年返回沙坪坝聚会的感想 ,从带来的

图片中可以证实 ,昔 日的校园,已是面目全非 ,令人无限哀思。报告中顺便提到宋卓敏校友赞助两

级级友旅会的义行 ,大会决议去函表示敬意。

会中有一位高龄的徐姓校友谈到了他的感想 ,他说南开精神除了

表现在
“
允公允能

”
的校训以外 ,也表现在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的教育上 ,还有就是爱国精

神。当我看到与会的校友中,从九十岁到六十岁以上 ,不分年龄 ,不分级别 ,不分男女 ,不分成就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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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共聚一堂 ,那种精诚、团结、无私、无我、只有荣誉 ,只有奉献的精神 ,不禁有种抬头挺胸 ,傲然

自许的冲动。我想 ,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出身 ,我会说我是南开的 ,就好像是说 ,既然是南开出来的 ,

别的就不用解释了;也像是说 ,南开出来的 ,必然是品质保证 ,一切 oKl当 然 ,这也是对老校长表

达怀念与敬意的最佳方式吧 !

△

,

4月 18日 ,我在纽约华埠和合饭店参加了

在那里举行的校友聚会。

说起南校友会 ,在 美国的东部、西部、还有

华盛顿地区都有 ,但无总会。东部的校友会由新

泽西、康)刂狄格和纽约三个州的校友组成。每两

年选一次会长 ,郑文华过去就担任过一届会长。

校友会的活动经费来自会费(每人一年十元)和

捐赠。据王文田主任介绍 ,纽约每年一般有三次

校友会的活动。第一次定在 4月 初 ,这是因为张

校长的生日是 4月 5日 ,从 1926年 张校长 50

岁生日开始 ,学校每年在 4月 初都要举行祝寿

活动。4月 初正是冬去春来 ,万物复苏的季节 ,

是校友聚会的好时光。第二次定在 7月 份 ,虽然

天气热
一

些 ,但美国人最喜欢在七、八月份出外

旅游 ,飞机票、旅馆费在此期间都是最贵的,校

友会每年此时也都要找个地方举行户外聚会 ,

我参加过几次 ,觉得很不错。再下来就是 11月

份的校庆聚会,这时已是吃月饼和螃蟹的季节

了。

这天到会的校友有 40多 位。在会长致词

后 ,大家自由发言。许邦友(许邦士之兄)在发言

中谈到美国的性解放 ,导致艾滋病的蔓延的严

重情况 ,十分感叹。他回忆在天津南开时 ,有面

镜子让学生端正仪容 ,那镜框上刻的校规中,有

一条叫做
“
不冶游

”
,谁违反了这条规定 ,就立即

郑世德

开除 ,开始他不懂
“
不冶游

”
是什么意思 ,后来才

理解。可见南开早就注意及此。我在会场上本

以为可以见到张素初夫妇 ,结果他们因为刚从

中国回来 ,太累了,未能出席。那天会餐每桌 12

个大菜加一道点心 ,每人付 15元。饭后还有摸

彩余兴。

许邦友今年 80岁 ,腿脚乏力 ,我 像往年一

样 ,开车邀他们夫妇一同赴会。散会后 ,我想开

他的奔驰车送他们回家 ,想不到竟无法起动。车

放在警察局地下第 5层的存车库 ,叫 拖车来拖

吧 ,拖车太高开不进去 ,折腾了三、四个钟头,最

后只好叫辆出租车送他们回家。我自己回到家

里时已是晚上 8点多钟 ,第二天我找了一位专

修奔驰车的技师去看 ,原来车内加进去的汽油

掺了水 ,车再好也无法起动。

许邦友不过比我们大十来岁 ,此 时已步履

艰难 ,王文田主任 90岁 ,更有老态。由此想到人

生苦短 ,难怪有人要发出
“
对酒当歌 ,为欢几何

”

的感叹了。过去我发表过一个谬论 :到 我们这个

年纪 ,凡事只宜做短期打算或短期计划 ,因 为再

过十年是个什么情景是可想而知的。四四级办

旅会的人,感觉很疲劳 ,有力不从心之感。我开

车时也常想到 ,再过若干年 ,我也会和年长的校

友一样 ,出现有车无力开的倌况。

(摘 自郑世德致南纪德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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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愉快的聚会

杨  鸿

2月 初 ,根据《萍踪》编委的安排 ,我 们给海

内外一些级友写信约稿 ,打算在 6月 份以北京

的名义出版一期《四四萍踪》。后接张素初来信

说 :“ 来信收到十分高兴。现在国内发展极快 ,大

家都想回国看看。正好西安遨请我们去参加朝

拜皇帝陵。我们就决定回国 ,以 便看看亲友们。

现在日程已定如下:3月 24日 启程经过香港两

天 ,28日 上午抵达北京。从 28日 到 4月 1日 住

在二姐素央家。4月 2日 晨去西安 ,8日 回北京 ,

住 4天 ,13日 返美。总共在北京时间前后不过

10天 ,很想与老同学见见面 ,不知可否安排?”

按信后 ,马 上和南纪德兄联系并将素初在

国内的日程相告 ,希望他能组织安排一次聚会。

27日 晚 ,我 想素初来京后要见的人很多 ,日 程

一定很紧 ,还是事先给素央打个电话通通气好。

电话打通后 ,才知道素央在美国未归。这次只是

素初和她的先生赵景伦兄一起回国。28日 下午

2时许 ,我又拿起电话 ,线路一接通就听见素初

的声音。我对她讲 ,已 经通知了南开和中大的同

学。希望她能把日翟安排好。她说 :我刚进家门 ,

什么也不知道 ,等弄清楚再给你打电话。我想幸

亏一进门就把她给堵上了。不然真不容易找到

她呢。次日晚 ,素初来电话 ,我 同她定好了和中

大外文系同学约会的日子。并请她给南兄去电

话。不一会,南 兄来电话通知说 :刚 才素初来了

电话 ,她 明天有空 ,一时间没法通知太多的人 ,

请你明天下午 5点到我家来小聚吧。我的天 ,气

象预报说 ,明 天下午要大风降温 ,能行吗?

第二天下午幸好天气正常 ,按时到达南府。

只有淑琼先我而到。女主人邦秀正在忙着张罗

晚宴。男主人还在外面采购未归。过了一会 ,管

珑、骊平和国培冗也陆续到齐了。纪德兄说本来

还想约宝恂兄,可他出差了。淑琼说给强生打了

电话 ,才知道他今早动身到美国去了。潘非身体

欠佳 ,不能来。大约七点钟 ,门铃响了。素初双

双出现在门口。除国培兄和纪德兄在纽约时 ,曾

到素初家作客见过面外 ,我 们 4员女将同赵景

伦兄还是初次见面。而素初与管珑、骊平和淑琼

都还是 40年代中期离开学校之后第一次重逢。

但毕竟大家都是总角之交 ,又是在老同学家中

相逢 ,总是能够相认的。于是大家展开了热烈的

谈话 ,互相交流情况。我则乘此机会向素初为

1990年冬那次失约向她表示歉意。事倩是这样

的 :1990年圣诞节前后 ,我 同老伴在美西参加

了一个美东 7日 游的旅游项目,事先通知了素

初 ,我们到达纽约的日期和下榻的旅馆名称。谁

知到达纽约那天大雪纷飞 ,我们被安排在新泽

西机场附近的旅馆里 ,无法出门。素初家住在

Flushing,问 了开旅游车自勺司机 ,他说 FlⅡhing

离此相当远。下雪天 ,路又不好走 ,要到那儿去,

“
没门

”
。当时 ,我想素初在国内曾经出过一次车

祸 ,大雪天实在不忍心让她从老远来接我。在旅

馆里打了几次电话也没打通 ,只好作罢。后来才

知道 ,她那天特意请了假在家等我们 ,赵 兄还准

备了妤些美食 ,而我们却音信全无。我得知后感

到十分抱歉和内疚。这次总算当面把情况交代

清楚了。

那天由于邦秀的巧安排 ,除其它丰盛的佳

肴夕卜,我们既吃到了
“
山珍

”
,也吃到了

“
海味

”
。

“
山珍

”
是指

“
竹荪

”(一种在竹林中生长的真

菌),我 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尝鲜。
“
海味

”
则是管

珑从海南带回来的
“
鱼翅

”
。大家边吃边谈 ,天南

地北 ,无拘无束。赵兄好奇地问 :“ 你们都是四四

级的吗?”我们说 ,是 。他说这种情景的确难得。

他是西南联大 1944届毕业生。毕业后同学们都

分开了。象我们这样中学时的同学 ,在分手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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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还能亲切地共聚一堂 ,真 不简单。当时

我想这大概就是南开精神之所在吧。

饭后 ,素 初谈到她在美已当了五年半公务

员,还要四年半才能拿到退休金。我们问她今后

有何打算。她说两个女儿都已成家了。他们伉

俪很想回国来安度晚年。但由于出国前没有办

理退休手续 ,住房和医疗问题尚待解决。
′
于是 ,

大家又各抒已见,展开热烈的讨论 ,不觉时间之

消失。因为骊平和淑琼都住得比较远 ,路上还要

转车 ,到 9点多钟 ,大家才不得不在依依不舍的

气氛中,互道珍重 ,握手告别。本来打算等他们

从西安回来后再组织一次规模更大的活动 ,但

因素初的时间紧,在北京的级友多 ,又 住得分

散 ,选点较难 ,未能实现。好在来日方长 ,只有希

望下次 ,他们早日归国再相见。

紫 竹 院 里 ~

冯理达给我来电话 :“ 宝佑 !你等等 ,有 人要

同你说话
”
。接着一个年轻的声音在电话里叫着

“
喂!宝佑!你猜我是谁?”早在前几天郝秀真告

诉过我 ,王 为昭将从美国回来 ,17日 到京。有这

信息 ,又知道为昭与理达两家的深交之倩 .从理

达家来的电话 .我毫不犹豫地说 :“ 王为昭
”
。
“
哈

¨̈ ·”一阵爽朗的笑声在我脑海中立刻引出-
个活跃在球场上的姑娘 ,一头略带棕色的短发 ,

童子军服总有一边没全塞进裙子 ,动仵敏捷 ,什

么事似乎都是直来直去、痛快。我叫她
“
假小

子
”
。当年她就是用这种语气叫我 ,它使我忘记

了我现实的年龄。理达说 ,为昭希望只找女生聚

聚 ,男 生不认识 ,感到不便。我吃惊 ,90年代美

国回来的为昭,居然会有此想法 ,她真仍是 40

年代的
“
为昭同学

”
,她没变。我提醒她 ,现在不

是在
“
受彤楼

”
,不怕 !

5月 25日 ,在老聚点——紫竹院公园的东

坡餐厅我们见了面。站在面前的为昭 ,除了脸上

有点岁月的记录外 ,那一头略带棕色的短发 ,年

轻的体型仍存 ,当 然穿得很整齐,没有了
“
假小

子
”
的动作 ,而多了一份高雅风度:她还是那么

开朗、痛快、朴实、亲切 ,不 像久住外国的人,她

·10·

到会的除了她的先生刘雍仁之外 ,还 有管

珑、马骊平、郝秀真、庞佑莲 (潘非 )、 郭日静、李

群、章素、李淑琼、陈俊华(陈理 )、 我及唯一的男

生南纪德 (他 是这次聚会的
“
娘子军党代表

”

了)。

刘先生是初次见面 ,中等个子 ,不胖也不

瘦 ,面善 ,看来性子温和 ,这两口子站在一起很

班配。也许是因为初次见面 ,言语不多 ,但对这

一群老太太们与年龄不合的举动 ,总是笑咪咪

地表示欣赏。上次他们回来 ,游览了北京 ,但不

知道有这多级友在北京 ,这次主要是探亲访友。

东坡餐厅的川味很对为昭的口味,怪味鸡
——好吃!豆瓣鱼∷一好吃!干煸牛肉——好

吃!东坡肉——好吃!¨¨·都好吃!她 自豪地

说 ,她还是爱吃中国菜 ,在海外的家中也是吃中

国菜 ,用她的话说 ,“我没变 !”

饭后 ,大家漫步逛紫竹院公园。我虽然多次

到东坡餐厅 ,但都是从
“
东坡

”
进

“
东坡

”
出 ,从未

逛过公园。没想到这里真美 ,浅绿色的大草坪 ,

不同层次的深绿色的雪松、塔松、与五颜六色的

花卉相映着 ,夹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灰白色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