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蓬勃发展， 急需大量
校舍， 但与之相应的却是战时
物资、 人力和建设基础的极度
贫乏。

这时候， 中大建筑工程系
主任虞炳烈临危受命， 承担起
各个校区的总平面规划。 上文
中我们提到的所有村镇， 都在
他笔下一一丈量、规制。他还为
散布各村的院系设计、 监造了
一百余座建筑， 包括教师、宿
舍、办公房、礼堂、实验室、实习
工厂等大类， 建工系的学生们
也承担起帮老师画图的部分任
务。虞炳烈因地制宜，利用当地
的杉木板、杉树皮、竹竿、竹渣

为建材，“用鱼鲮板之工程，用
竹查 （渣 ）之工程”，以最低成
本、 最快地满足师生们教学和
生活所需。不足之处，就借用祠
堂、庙宇和民房。

今天， 我们还能从相关大
学和档案部门的收藏中看到不
少当年校舍的设计图纸， 可惜
那些简易建材搭建起来的房
屋， 在当地几乎荡然无存。 万
幸，有个例外：中大理学院数学
天文系的天文台， 这一批设计
中罕见的二层楼房。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
施瑛老师， 几年前研究岭南教
育史时， 已留意到虞炳烈在坪

石的设计， 天文台的二层小楼
和拱形窗给他印象颇深。 从去
年开始，施瑛参与粤北“华南教
育历史研学基地”学术探察，当
他从国外网站公布的一批旧照
片中， 看到英国著名科技史家
李约瑟 1944 年访问粤北诸校
时拍摄的中大天文台建筑，心
里的拼图顿时合上了！ 风姿绰
约的天文台女主任邹仪新身
后， 不正是虞先生图纸上设计
的拱窗和小楼吗？

在当地文史专家何昆亮的
帮助下，更多的线索接踵而至：
老人们说， 塘口村旁边有座小
山包， 在旧林地证上的名字就

叫“天文台山”。 考古人员循迹
而至， 用锄头铲掉土壤和丛生
的杂草，露出青砖、阶砖和红砂
岩条石， 天文台建筑的地基轮
廓就展露出来， 原图纸上用于
设计安放赤道仪的大坑也完全
吻合！

如今， 这处抗战时期“南
中国唯一研究天文之机构 ”
的遗址已被妥善保护起来 。
烽火连天中，它还在参与“百
年间机会最佳” 的 1941 年日
全食观测 、 接待国际专家来
访 、 延续全国高校中首创数
学天文系的荣光……玉汝于
成，往事如昨。

2008 年广东省文物考古
所曾抢救性拍摄了一张老坪
石街古建筑航拍图，为定位这
段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坐标。

如今， 老街上的旧建筑
因建设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
拆除了不少， 但还能见到稍
稍易址保留的广同会馆第一
进建筑。 广同会馆曾经是中
大研究院的办公地，1941 年
的研究院招生考试就是 7 月
在此举行的。 作为民国时极
少数设立研究院的大学，中
大在坪石分文科 、 医科 、农
科、 师范四个研究所继续选
录新的研究生。

研究院那时几乎每星期
都有一次学术演讲，1943 年
六七月间， 时任广西大学教
授的陈寅恪先生就曾应邀 ，
冒着战火前来坪石做了为期
一周的讲学。

我们顺着江边沿老街下
行不足一里， 视线被路边堆
放着的三个鲜亮的木箱模型
吸引， 这是为纪念当时中大
图书馆馆长、 中国图书馆学
奠基人之一的杜定友先生而
设。 对面的两层旧式民居正
在加紧活化利用， 要复建一

个“定友图书馆”。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量

1934 年曾居全国大学之冠，
拥有 21 万册中外图书 、90
万册杂志，而到坪石时，已在
战乱中毁弃大半 （只余 3 万
多册 ），很多学生只能在油灯
下， 靠抄写老师们保留的个
人藏书、讲义作为参考。

但 馆 长 杜 定 友 从 未 放
弃。 他在坪石复课之初，便动
议调整图书馆设置， 一分为
多， 第一阅览室就设在坪石
镇上，“公开为民众阅览之
用”，第二、三阅览室分别设
于师范学院及文学院所在
地。地方狭小，阅览室就将图
书分批， 每周更换； 缺乏设
施，杜馆长创设的一种“两用
木箱” 也派上大用———开箱
后既可叠为书架， 也可改作
书桌板凳用。

坪石中大的读书氛围浓
厚， 从图书馆借阅的人数比
在 广 州 石 牌 时 期 还 要 多 。
1940 年 12 月向读者开放 ，
仅第一星期， 入馆登记平均
每天就有 593 人次， 这几乎
相当于全校师生每天有 1/4
的人轮流涌进图书馆！

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收
藏 1941 年中山大学编印的
《中大向导》和《学生手册》上，
我们可知新生考试和转学考试
分别于当年 8 月 12 日 -14�
日、10 月 6 日在坪石举行。 中
大各个学院均有招收， 来自内
地、 邻省以及港澳地区的学生
都赶来应试， 于民族危亡中立
足岭南、广纳英才的局面已成。

泛黄的油印纸面上，有当
时入学到坪石的行程介绍：分
为五条主要线路，包括从香港
到坪石、从江西泰和到曲江至
坪石、从梅州到坪石、从茂名
到坪石、从福建长汀到坪石。
其中，行程最长的是香港到坪
石需要 15 天，茂名到坪石也

需要 11 天。
手册上还有贴心的提醒：

“在这里因为白天要躲警报，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次晨可乘
四时五十分的快车来坪石。 ”
学生们历经颠簸的海轮、拥挤
的火车、荒陡的山路，还要冒
着日军枪火，艰险的求学之旅
可想而知！

但再艰难， 也阻不住他
们的脚步，到 1942 年，中大
招生人数激增， 全校学生总
人数超过四千人（含先修班 、
研究院及附中 ），其中光是来
自香港的借读生就有近 150
人。 这一年学校的统计数字
显示，各类教员已达 544 人，
其中专任教授有 18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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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拍摄的邹仪新与国立中大天文台（施瑛提供）

流经坪石境内的武江，用“九曲十
八弯”来形容毫不为过。河道上若干个
“几”字形的大回旋，环护着一个个秀
丽的粤北村庄。

今日在村中，不时可见“历史建筑”
“办学旧址”贴牌、历史遗迹信息柱。 不
然的话， 只看乡野间残存的屋基砖舍、
祠堂与门楼， 或是匆匆迈过无言的渡
口、石阶，又怎能想到，这就是八十年前
“国立中山大学”各个学院的所在地。

1940 年下半年，因抗战内迁至云
南澄江办学不到一年半的中山大学，
再次踏上了迁徙之旅。 为了延续华南
教育的火种，他们要回到岭南去，目的
地就是崇山峻岭间的坪石。

师生们一路经滇、黔、桂、湘数省，
至 12 月前陆续抵达。校本部、研究院、
先修班等机构设在金鸡岭下的坪石老
街上， 其余各学院基本分布于方圆百
里内的村庄中。

中大的师范学院在武江边的管
埠；文学院先在南边的清洞乡，后迁至
老街旁的铁岭；沿江西去，过了老街，
首先会到理学院所在地塘口村； 接着
是车田坝，即法学院在 1941 年秋季之
后的办学地；相去数里，又有三星坪、
新村这两个隔江相望的村庄， 是工学
院；再往武江上游数里，是法学院的初
建地武阳司……还有较远的两处：农
学院在湖南宜章的栗源堡， 医学院则
设于乐昌县城。

院系支离，艰险自然少不了。 比如
隔江相望的工学院， 江面在此处约五
六十米宽， 当年师生们用过的渡口至
今仍在摆渡。 广东省文物考古所的曹
劲所长找到一份工学院院长陈宗南
1942 年呈送校方的报告，陈述了“两
岸交通仅赖小船二只来往。 而全院员
生不下千余人”的情况，每逢学期注册
或每月领取贷学金，“须全体同学于短
时间内同时过河”，人多船少，以致还
发生过学生落水溺亡的惨剧， 因此希
望学校在此处增建浮桥一座。

浮桥是否建成已不可考，但师生艰
险中仍以茅椽蓬牖为校、 瓦灶绳床为
家，于山村中绵延文脉：全校七个学院
及研究院、先修班，近 500 名教职员工、
1700 余名学生， 就在抗战进入最艰苦
的相持阶段的 1940 年，汇聚粤北。 他们
共同支撑起的这所岭南高等学府，也成
为日后的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华
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的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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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杨喜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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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图上附加的竖标彩色字
样，这只是一张普通的广东韶关乐昌
坪石区域的地图。 山川河流、村落湖
泊，百多年来几乎都未改变。

然而 ，从 2019 年开始 ，经过
广东省政府及相关各部门、“三师”
志愿者等一众专业人士,和当地政
府 、民众的共同开掘 ，多处遗址被
“打捞” 并加以保护和修缮， 这张
“老地图”已愈发完善———

一幅华南教育在八十年前抗
战烽火中艰难赓续的图像，连缀着
国立中山大学 、岭南大学 、培联中
学 、中华文化学院 ，以及散布在更
为广袤的粤北和南粤腹地的广东
省立文理学院 、仲恺农学院 、私立
广州大学 、华侨中学 、仲元中学等
院校 ，那段师生共担国难 、保存中
华文明之火种的历史———随一个
个场景的还原，而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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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抗战时
期 中 国 高 校 内 迁 的 整
体趋势是向西 、去更稳
定的大后方 ，而华南地
区情形不同 ，国立中山
大 学 迁 到 云 南 澄 江 不
足两年 ，又向东折返回
粤北。 事实上这里离战
火更近 ，为什么会这样
“逆行”到坪石？

曹劲：当时日军从
越南的方向也逼近云
南，广东官民也有非常
高的呼声，希望中山大
学迁回到家乡。 主要原
因有：一是云南物价日
涨 ，大米奇贵 ，生活成
本剧增；二是当时粤北
的局势相对稳定，广东
省政府和众多机构也
迁到此处，有一定的办
学条件；三是中大西迁
澄江后 ，广东 、港澳以
及邻省湖南、江西等地
的学生入读困难；四是
当时广东文化教育界
进步人士也支持回迁，
希望中大能在粤北坪
石与桂林呼应，开展进
步文化工作。

坪石地处广东湖
南交界处，是粤北通往
湖南的门户，粤汉铁路
贯穿其间，从地理位置
上讲是便捷的。 且与省
政府等机构临近，从经
费组织和管理方面都
有便利性，也能更好服
务于战时的广东及周
边教育。

羊城晚报：大批学
校 内 迁 粵 北 山 区 ， 给
当 地 山 乡 带 来 些 什 么

改变 ？
曹劲：首先是文化

氛围的改变。 中大迁到
坪石，老街上开起了很
多家书店，还有中大图
书馆的第一阅览室也
开在这里，向当地公众
开放 ，街上也贴着“智
识是人民的生命”“欢
迎民众来中大图书馆
阅读”这样的标语。 师
生们与乡民生活在一
起，会教那里的小孩子
识字，免费提供赠送给
他们书籍和笔墨，现在
当地人家里还有当初
的教授送的辞典。

在连县，当地人对
广东文理学院学生们
上课感到好奇，经常站
在窗外听讲。 各学校还
在当地开办民众补习
班 、妇女识字班 ，提高
当地乡民的文化水平，
鼓励年轻人读书。

另一方面，校园的
建立促进当地基础设
施的建设，师生的日常
消费也极大促进了乡
村经济的发展， 饭店、
旅店纷纷开业。 中山大
学的医学院会为当地
人普及卫生知识，还免
费开展为儿童种痘的
服务，霍乱疫情的时候
免费为乐昌县人接种
预防针，岭南大学的校
医院也向村民开放。 中
大和岭大的农学院在
地方上改良稻种，种植
油桐和柑橘 ， 植树造
林，对农林发展都做出
了贡献。

粤北靠近战火
中大为何“逆行”？
从云南回迁利于学生入读，也便于

服务战时广东及周边教育

1945 年 9 月 2 日， 日本正式宣布投
降。 每年的 9 月 3 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本报特连续推出岭南文史特别报道
“烽火读书声”，追思一段特殊的“华南教育
抗战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

抗抗战战时时期期，， 中中山山大大学学辗辗转转内内迁迁至至
粤粤北北坪坪石石，，以以茅茅椽椽蓬蓬牖牖为为校校、、瓦瓦灶灶绳绳床床
为为家家，，延延续续华华南南教教育育火火种种

抗战时期的华南
教育机构能够在坪石 、
曲 江 等 粤 北 地 区 坚 持
办学 ，与 1938-1945 年
初 期 间 存 在 于 这 个 区
域 的 粤 北 抗 战 基 地 密
切相关。

粤北 抗 战 基 地 是
1938 年日军 侵 占 广 州
后 ， 中 国 军 民 在 韶 关
建 立 广 东 战 时 政 府 的
行 政 战 区 。 抗 战 进 入
相 持 阶 段 以 来 ， 粤 北
成 为 广 东 主 战 场 ， 粤
北 人 民 的 坚 守 为 全 国
持久抵抗、培养战力赢
得了时间。

粤 汉 铁 路 由 广 州

穿经韶关进入湖南 ，若
在粤北立足 ，东可控潮
汕 ，西能制雷州 ，对于
持久抗战十分有利。 国
民 党 余 汉 谋 部 从 广 州
败 走 此 地 后 ， 励 精 图
治 ， 取得了 1939 年 11
月和 1940 年 5 月两次
粤北战役的胜利。

此后的 3 年多 ，敌
我双方在清远 、 从化 、
佛 冈 等 100 多 华 里 阵
地上维持着对峙 ，军事
态势基本固定下来。 曲
江 、坪石一带 ，也就作
为 广 东 抗 日 前 线 的 相
对后方地区 ，得以保存
一片朗朗书声。

粤北抗战基地

延伸

（感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粤古驿道网的大力支持）

▲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历史
坪石办学点分布图

（施瑛提供）

炮声不碍书声朗
烽火无妨薪火传

▲三星坪工学院码头， 对岸是新村
杨喜茵 摄

7个月早产儿“死而复生”：

当以生命的名义调查追责
近日，河南媒体一篇以《婴儿活

着却被医生说是死婴 ， 最后导致
重度脑瘫！ 医生：孩子的健康和我
们没关系 》为题的文章 ，引发广泛
关注。 9月1日，商丘市卫健委通报
称，将组成调查组认真调查核实 ，
依法依规引导医患双方通过法定
途径妥善解决纠纷 ， 待有关医疗
鉴定报告出具后，依法依规界定并
追究责任，绝不姑息迁就。（9 月 1
日中新网）

据报道，去年9月，许先生的妻
子怀孕26周在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临产， 手术前医生告知产妇宫内感
染， 需立刻剖宫产， 并让产妇签了

“孩子拒绝抢救”协议。手术后，医生
称婴儿已死亡， 但是当许先生提着
“尸袋”离开时，孩子居然有了动静，
最终孩子被救活， 但造成了永久性
伤害———重度脑瘫。

早产儿“死而复生”，令人匪夷
所思。从常识讲，不管产检结果和医
生诊断是什么，手术后，医生都要确
认孩子是死是活， 无论如何都不该
出现这种“死而复生”的情况。 许先
生称，孩子在“尸袋”里煎熬了半小
时才被发现。试想，如果不是许先生
执意要带走自己的“骨肉”，恐怕孩
子连“复生”机会都没有。

人命关天。 手术中出现这种低
级失误，不是“粗心马虎”“操作不规
范”等所能解释的，而是没有守住底
线所致。 商丘市卫健委在通报中坦

承，“我们对患儿家属的悲痛心情和
激动情绪，感同身受、充分理解、深
表同情并诚挚慰问”。这应该是将心
比心、换位思考之下的肺腑之言。

当然， 院方到底应承担什么责
任、多大责任等问题，需要权威调查
结论出炉之后才能下判断， 然后依
法依规严肃追责。但从媒体报道看，
医生在手术前后的种种操作有不少
违背常情常理之处， 并有推卸责任
之嫌。

比如， 该院妇产科负责人受访
时表示， 宫内感染的早产儿很难抢
救，基本上是死胎，但同时承认“孩子
有微弱的心跳”。 孩子的生死是一个
非此即彼的“二选一”问题，不存在
“很难”“基本”等模糊说法。 在未确
认婴儿死亡的情况下， 医生就直接

把孩子装袋让家属带走，令人发指。
孩子重度脑瘫的成因无外乎两

种，一是宫内感染，二是孩子被装入
“尸袋”长达半小时，缺乏及时、有效
的救治。具体是哪种情况，抑或二者
兼有， 有待相关部门认真调查。 此
前，面对家属和媒体记者，该院医患
办一工作人员质问：“凭什么说是医
院造成孩子脑瘫？ 如果是健康的孩
子，就不会早产了。 ”院方如此强势
卸责， 尤需权威第三方出场作出公
正判断。

早产儿“死而复生”事件至今已
有一年时间，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
鉴于此事影响恶劣，当地应速查、严
查、彻查，依法依规严肃追责，给家
属及社会一个交代，以捍卫生命的
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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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 广西大学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主题网站 “雨无声 ” 发
布的一份 “女生安全攻略 ” 在网
上引发关注 。 其中关于女性着装
方面的建议 ， “不要穿过分暴露
的 衣 衫 和 裙 子 ， 不 低 胸 、 不 露
腰 、 不露背 ， 防止产生 诱 惑 ” ，
引起了社会的热议。（8 月 31 日澎
湃新闻）

广西大学的 “女生安全攻略”
从9个方面为女生的自我防护提出
了共计50条建议， 涵盖了衣食住
行 以 及 兼 职 、 遇 险 、 侵 害 等 女
生 可 能 遇 到 的 场 景 ， 并 在 最 后
提 供 了 学 校 学 工 处 、 保 卫 处 、
派出所的联系方式 。 细细读来 ，
攻 略 涉 及 的 内 容 非 常 广 泛 ， 但
大 部 分 建 议 并 没 有 脱 离 学 校 常
规 安 全 教 育 的 范 畴 和 人 们 的 一
般 性 常 识 。 在 开 学 之 际 ， 学 校
加 强 对 学 生 的 安 全 教 育 ， 提 醒
同 学 们 注 意 人 身 和 财 产 安 全 ，
这大概并没有什么问题， 亦是学
校的职责之所在。

真 正 引 起 争 议 的 ， 是 这 份
“安全攻略” 第一部分中关于女生
着装的建议 。 之所以会引起网络
的热议 ， 这大概还是和女性的自
我意识觉醒和对女性解放的追求
有关 。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 社会
上有些人还是会对女性的着装加
以不合理的要求和限制 ， 更有甚
者 ， 把女性遭到的性犯罪归咎于
女 性 的 穿 着 ， 认 为 是 因 为 女 生
“露 ” 得太多诱惑了男性 ， 才招
致性骚扰、 性侵等性犯罪行为。

然而 ， 一些证据表明 ， 女性
穿着的暴露与否与女性是否会遭
到性犯罪并没有直接联系 。 在性
侵案件中，是否有机会作案和侵害
对象是否顺从和容易控制才是性
侵者关注的要素。 此外，从性侵案
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来看，并不支持
女性暴露穿着和遭到性侵之间的
关联性（例如夏天性侵案发生的频
率没有比冬天更高，穿着保守地区
性侵案的发生频率并没有低于穿
着更开放地区的频率）。 在比利时

一场名为 “What were you wear鄄
ing?” （你穿的是什么？ ）的特殊展
览上，展出了18套女性遭遇性侵时
的衣物，而所有这些衣服都非常普
通，没有任何一件是过分暴露的着
装。

穿着是自我表达的方式，随着
女性主义观念的深入，穿衣的自由
同样成为女性追求自由和解放的
重要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广西大
学的 “女生安全攻略 ”把关于女生
“着装 ”的建议放在安全教育的第
一部分，难免引发强烈反弹。

笔者以为 ， 固然这份 “女生
安全攻略 ” 中的某些表述有待商
榷 ， 但校方的初衷善意还是值得
肯定的 。 不过 ， 在如今校园女生
遭遇性侵乃至生命伤害案件多有
所闻的语境下 ， 要更好地让女生
免于伤害 ， 固然应提醒女生加强
自我保护意识 ， 更重要的是 ， 大
力惩治侵害人 ， 鼓励女性勇敢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在校园 、 在
社会创造更安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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