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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
浙江大学已走过了110年的光辉历程。
　　在110年中，浙江大学经受了几多风雨的洗礼，但她仍如一位伟大而慈爱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
育了近50万大学和研究生院毕业生。
在历届毕业生中，人才辈出。
他们为我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教事业的发展，为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建设，在世界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涌现了许多有突出成就的优秀人物。
本书所列的15位杰出校友，令人瞩目。
他们是各行各业校友的优秀代表。
他们传承与弘扬母校的求是精神，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作出了突出的成就。
我们为他们取得的光辉业绩，突出的成就而骄傲！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有治学三境界之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 此第一境界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界也。
‘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界也。
”这是王国维几十年刻苦治学的切身体验，也是本书求是学人几十年如一日 。
治学的共同之处。
我们认真研读本书，学习这些校友们的思想品德、治学态度、顽强拼搏及奉献精神，对传承与弘扬母
校的求是精神优良传统，进一步办好浙江大学，培养更多高综合素质的领袖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达寿研究员等作者，不辞辛劳，广集材料，用生花妙笔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十分有益的精神食粮，对
此，我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深表敬意。
　　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
，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本书所列的校友就是面对科学高峰不畏惧也不怕劳苦而奋力攀登的人，也是登上有关领域山峰顶点
、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人⋯⋯他们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精神、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开拓
创新精神和呕心沥血的育才精神，是我们永久的精神财富！
我深信，在世界各地的数十万校友，在求是园里的数万师生，还有不知多少届将来求是园的后来者，
都会像他们一样，高举浙大百余年倡导与奉行的求是精神，为浙江大学新的跨越，早日跻身世界一流
名校而奉献聪明才智，竭尽心力。
谨以几句常话，为本书序。
　　2007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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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大的学子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情节，介绍了浙江大学15位著名学子人物：何燏时、蒋
百里、邵飘萍、何炳松、吴觉农、都锦生、夏衍、常书鸿⋯⋯全书内容翔实，文笔流畅，是一本很值
得一读的力作。
　　作者通过广泛调查、反复研究，精心写作了这部浙江大学的15位著名学子人物的生平事迹。
全书内容翔实，文笔流畅，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力作。
　　开卷之余，让人不知不觉走近大师，领略其器大声洪、志趣高远、人格高尚、学识渊博、教艺精
湛、成果丰硕之风采。
相信《浙大的学子们》将会给后学和读者带来诸多的教益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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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达寿，笔名莫叶、牧忆等，浙江义乌人，研究员。
1964年自浙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浙江省作家协会、中国写作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全国科技写作研究会
常务理事，高等教育学会校史工作研究会理事和校友工作研究会顾问，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第四、五
、六、七届常务理事兼科学文艺创作委员会主任。
主编、编著和著有教材、科普书等42部，论文70余篇，其中有30余部（篇）图帖或论文获奖。
获原国家教委“全国教材管理先进个人”及浙江大学“竺可桢优秀教师”奖，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
友工作研究分会授予“校友工作杰出贡献奖”，多次荣获浙江省暨杭州市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
家”称号，2007年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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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何燏时——日本大学毕业我国第一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留学日本，实业救国崇尚求是，长校北
大信仰马列，坚持抗日知无不言，为国尽力清廉遗风，品德高尚蒋百里——兵学泰斗、中国近代国防
理论奠基人从神童秀才到游学学生从割臂疗亲到自戕抗奸从禁卫军管带到陆军上将从《国魂篇》到《
国防论》及其他邵飘萍——我国新闻界的导师和先驱满天红霞中诞生寒门神童惊婺城挥笔如刀伐袁贼
新闻导师在北大复活《京报》声发聩舍生取义留芳名何炳松——我国高教战线一面旗，新史学派一领
袖苦求新学屡夺冠报效乡梓育桃李忠信笃敬一面旗史学研究拓新途吴觉农——当代茶圣、中国茶业界
一代宗师虞茶舜水催学志茶学园地拓荒人多彩人生心向党平生事茶成果丰都锦生——一代织锦魂、创
制风景织锦第一人湖光山色催学兴创业维艰多创新兴业不忘育人才爱国情深后人仰夏衍——现代文坛
影苑的巨匠求学“甲工”“明专”，寻求救国拯民之路杰出的开拓者和创造者直面现实赋予作品思想
的穿透力尊重艺术规律勇于创新维护真理和正义的人格魅力常书鸿——著名画家、敦煌宝藏守护神人
生初途识知音敦煌宝藏守护神细摹精研成果丰爱国爱校成楷模汪猷——人工合成胰岛素首创者之一，
我国抗生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勤学苦研入“密林”（152）爱国爱民栖沪枝（154）再攀科峰勇摘桂
（158）锐意改革育新人（164）赵九章——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先驱情系浙江大学情系气象
事业情系人造卫星情系人才及其他朱壬葆——我国倡导造血干细胞研究的先驱学海茫茫苦作舟科山巍
巍勤为径桃李树树满目春钱志道——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和基本化学工业奠基人求是桥畔寄深情
为国效力从零始抚育梁材重身教延安精神放光芒胡乔木——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中国共产党文
献工作奠基人读书不忘爱家国用笔为人民服务“人比月光更美丽”查济民——著名实业家、求是科技
基金会创始人奇迹，在他的手里诞生科技，是他心中的奇葩育才，是他梦中的追求诗词，是他的人生
伴侣友情，于心中永远常青叶笃正——中国大气物理研究奠基人艰难岁月求学路勇攀高峰不停步种草
护花洒甘露相濡以沫同甘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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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燏时（1878．8～1961．4），字燮侯。
浙江诸暨人。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
于1897年考入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
1898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1902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1905年7月毕业，获工学士学位。
1906年春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
同年冬，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
1907年升任学部员外郎。
不久，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
1912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何熵时时任工商部矿政司司长。
1912年11月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14年年初辞职离校，北洋政府任命他为四川省矿务署署长。
他辞不就任，偕友人前往印尼等地考察南洋的矿业生产情况，后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波及南洋，
遂返回祖国，先后在浙江、江西等省筹办矿业。
1931年前后，在家乡集资修造枫尚铁路，经营客货运输。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曾汇巨款诱何参加傀儡政府，被何拒绝。
抗战期间，与浙江的中共抗日武装力量负责人多有往来，被推举为抗日游击区的人民代表，当选为浙
东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解放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
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
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1950年担任民革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召集人，1954年民革浙江省委成立，他当选为主任委员，并为民革
中央委员。
　　1961年4月在杭州病逝，享年83岁。
　　留学日本，实业救国 何燏时83年的人生，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人的思想停滞不前，而他的思想却与时俱进，坚信
马列主义真理，成为一名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
　　何燏时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其父何颂华（字蒙孙，别号咏梅馆主）是一个饱学秀才，以书法驰
名于江浙一带，与当年的书画家吴昌硕、爱国诗人蒋智由等多有交往。
何颂华秉性方正，治学严谨，热心于地方公益和教育事业。
他中年时流寓于杭州、上海、绍兴等地讲学卖字，收入的报酬除贴补家用外，或辄以济贫，或修路办
学堂。
他曾于1899年集资在枫桥镇办过紫景书院，在花明泉村办过学堂，为乡闾培养过许多人才。
其晚年任诸暨县劝学所所长、图书馆长，在群众中威望很高，对何燏时的成长与为人也产生极大的影
响。
　　何燏时幼承庭训，幼年读孔孟之书，学八股制艺。
至少年时，对迂腐的八股文章产生厌恶。
15岁时，师从蒋光云先生学古文，喜欢读史书和宋儒理学方面的书籍，因此，他有较深厚的古文基础
。
而后，他又向赵缵侯先生学习数学。
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次年清军惨败，全国震惊，万民悲愤。
　　一个堂堂“天朝大国”竟被一个向来看做倭寇的小小岛国所打败。
全国各派先进人士奋起探索救国之路，反对守旧，要求改革的民主维新派迅速崛起，其代表人物有康
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在要求变更政治经济等制度的同时，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
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救亡之道应从改良教育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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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新思潮与社会进步舆论推动下，浙江巡抚廖寿丰、杭州知府林启顺应历史潮流，于1897年创办了
求是书院。
这是我国国人自办的最早的4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有识之士走上“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何燏时也萌生了学习科学
，发展实业，以图救国的思想。
1897年，何燏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浙大前身——求是书院，成为该校首届30名内院生之一。
首届生具备“举贡生监”资格，学识较高，待遇从优，除免收学费外，每月发给伙食费3元，杂费2元
，月初、月中考试优秀者，还可得奖金。
、何燏时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加上认真研读物理、化学、外语、史地等课，特别是数理化成绩为诸生
之冠，成了“无试不冠军”的优等生，还常将奖金寄回家中。
　　求是书院是全国实行选送高材生出国深造最早的学校。
1898年，光绪谕军机大臣：“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
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似，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
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
”于是同年9月，求是书院即选送了高材生何燏时（学冶金），陈棍（字乐书，学兵工），陆世芬（
字仲芳，学商业），钱承志（字念慈，学法律） 去日本留学，“为各省派往日本游学之首倡”。
当他办好手续回家辞行时，其父怕他飘洋涉险遭不测，将他禁锢在家。
他乘父不备破窗而出，连夜赶回杭州，毅然与钱承志、陈棍、陆世芬等同学一起出国。
到日本后，先进预备学校学日语，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采矿冶
金系求学。
其父知道儿子留学是为国家为民族，便在家信中写一副对联 “培植一身为国用，平安两字作家书”相
激励。
从此，何燏时学习更加奋发刻苦，还关心家乡大事。
1903年年初，他与蒋智由、经亨颐、蒋尊簋、周树人（鲁迅）、陶成章、许寿裳等27位绍兴留日同乡
联名致书绍兴人民，劝导他们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技术，并对学制改革、学风整顿提出建议。
　　1905年7月，何燏时在帝国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日本“天皇亲授文凭，中外荣之”。
他是日本大学毕业的我国第一人。
　　1906年春，何燏时学成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视察过金、衢、严三府地质矿产。
1914年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后，被北洋政府调任为四川矿务署署长。
他一直淡于名利，深知贪官、庸官好做，清官、好官难当，加之地方派系斗争激烈，自知一无靠山，
二无圆滑应付本领，于是辞不就职。
此时正好友人汤伟臣（辛亥革命后浙江都督汤寿潜之子）在柔佛经营橡胶园，即随汤伟臣之弟汤哲存
前往南洋，一边游览，一边考察南洋风土人情和矿产，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波及南洋，这才返
回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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