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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拙作《病理三十三年》脱稿迄今，倏已逾二十年，屈指算来，我已从事病理工作五十三年。
如果自我应聘担任台大病理学教授起算，亦已满四十一年。
目前，我虽已年逾八十，仍是台大病理学科不致酬兼任教授。
与我同样情形的台大教授，台大虽大，便只有医学院前院长魏火曜先生一人而已。
任何人如在同一机构一待四十一年，人人对于该机构都会发生特殊感情。
当然有关该机构的过去与现在亦必一清二楚，了如指掌，我与魏先生可说是一部台大史的仅有见证人
。
台大的纪年正史，校方自有专人主其事，毋庸我来插嘴。
我所写下的这十五篇文字可说是不见经传的台大外史。
虽然是外史，我却谨守一个原则，无一不是事实，绝无杜撰捏造之事，连“想当然耳”亦在摒弃之列
。
更要特别声明的，文中容或有涉及某些人的言行，但绝无恶意中伤之念，只是直言不讳而已。
　　这十五篇文字除了最后的一篇《台大病理学研究所四十年之回忆》以外，皆曾送请好友三人过目
，三位皆曰可，方才送往《传记文学》发表。
付印时又承该社社长刘绍唐兄的好意，为我削减了几处过分尖锐的词句，经过这么几次三番地央人校
阅，不但我自问措辞慎重，连上述四位先生亦皆以为没有问题，我相信此次出书问世，当不致开罪于
人。
我之所以愿将刊行前的经过，如实道出，无非是表示我谨守忠信，言必由衷，绝不诬人伤人，即使提
名道姓，不是表示崇敬，即是事实俱在，毋庸讳言。
我幼秉庭训，深知做人的道理，敬老尊贤自不必说，即使是后生小辈，亦绝不轻视，如果所作所为，
大悖常理，哪怕是“党国”要人，我亦不轻易放过，想说的、该说的，也都说了，绝不因人而言殊。
　　这十五篇文字连同附录三篇，都是我亲眼目睹四十年来在台大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容或有词不达
意的地方，其真实可信绝无问题，算得是我的良心之作，倘能供读者参考于万一，则是望外之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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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描画胡适、钱思亮、毛子水、李济、傅思年、杨树人等知名教授风采，记述“八仙会”“教联会”“
猴会”等知识群体活动，既有对台湾大学学术体制的介绍与剖析，更有对其独特校园神韵和人文情趣
的追记与感怀。
    光复后的台湾大学发展多以民国北大、清华知名学者为班底，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百年北大、清华
在台湾的移植与延续。
其精神沿袭有北大、清华之特质，又较大陆高校更早得现代学术之熏染，而能开创台湾学术之新风气
。
　　当事人的娓娓“闲话”，一部“台大外史”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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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曙，生于1908年，毕业于日本千叶大学，抗战胜利后由大陆去台湾。
曾任台湾大学医学院病理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誉称“台湾病理学之父”。
除专业著作外，另著有《病理三十三年》等回忆性著作、医学人文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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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初期台大的人与事我所认识的八位台大校长值得特别一记的几位台大教授值得一记的几个联谊会
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记以遗体供病理解剖的几位教授台大多狷介之士我与四“家”私立医学院的关
系台大教授的待遇病理科主任卸任以后台大各院教室巡礼纪实优秀台大人之另一面台大师生在学术上
的荣誉命令退休之后台大病理学研究所四十年之回忆郭水教授主任任期内所发生的几件值得一记的小
事欣闻陈定尧教授执教三十五年《宋瑞楼教授荣退纪念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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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初期台大的人与事　　早在台湾光复的那年（民国卅四年）十一月，我就接到台大首任校长罗宗
洛先生的电报，请我担任台大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可是当时我身任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兼
教务主任，同时还负责伪中央大学医学院二、三年级学生的甄训教务工作[原来日军接收中央大学之后
，利用大部分校舍办了一个陆军医院，保留医学院，照常招生上课，胜利后政府派郭琦元先生——他
原来就是东南医学院创办人，并担任院长多年。
抗战军兴，真茹的东南医学院校舍为日军炸毁，只剩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的附设医院分院仍照常执行
医务，医学院便躲在医院里招生上课。
郭校长将院务委托现任几位教授组织一校务维持委员会，继续运行，他本人则从军，随政府后迁。
胜利时他已官拜军医少将——接收陆军医院和二、三、四、五、六年级五班医科学生。
接收工作浩大复杂，郭先生动员东南医学院几位重要专任教授（陶炽、蒋本沂、李伟、陈兆柱四位教
授）一同赴南京接收，而日方军医医务人员中有几位征召来的军医（东京帝大医科二人，千叶医大三
人），交谈之下，都是熟人，因此，接收工作顺利完成。
五班学生临床方面的四、五、六年级，留在南京陆军医院上课。
教授除了前述四位之外，全由东南医学院的临床教授兼任。
每周往返京沪一次，倒也办得有声有色。
可是前期的二、三年级二班则因师资设备两缺，郭先生便将两班学生送来上海，借用东南医学院附近
的震旦大学一部分课堂宿舍，供他们上课、住宿之用。
教务工作由我负责，训导工作由教育部派来的宋继元先生负责（宋先生后来也来台任职热带医学研究
所及台大医院）]，十一月中旬，正是我忙着为东南的三年级及从南京来的伪中央大学的三年级上课的
时候，无法分身前往，但与他约定卅五年暑假应聘赴台。
到了卅五年春，消息传来，罗校长与长官公署（当时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台大经费全由长官公署发
付）不睦，向教育部辞去台大校长之职，返回前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前清政府于庚子年赔偿八国的
“赔款”，通称“庚款”；有的国家全部归还，由我国自行运用，多供派遣赴该国进修留学生之用。
日本则由外务省经营，一部分用之于留学生生活补助费，每月七十日元；一部分用之于研究所，上海
自然科学研究所即是“庚款”所办之一，胜利后由中央研究院接收，中研院的植物研究所和生理学、
心理学等研究所即设于此）。
我得悉罗先生返回植物研究所，七月某日我第二次前往访问，目的无非想自他处明了更多的台大现况
与台湾生活情形。
谈话正在进行之中，忽然工友来告，台大新任的校长陆志鸿先生来访，当即由罗先生介绍，三人坐下
来一谈一小时余。
我发觉二位留日前辈（罗先生是日本北海道大学毕业生，并是初期留日获得博士学位的少数留学生之
一；陆先生是东京帝大工学部毕业生，任中央大学教授多年），无论学识、谈吐风度，一经接触，皆
能令人钦仰。
经不起二位的劝说，我立即答应陆先生，在他先走数日之后搭机赴台。
那时候沪台之间的交通，海上只有招商局的货轮，空运也只有军用运输机。
我于同年八月五日飞抵台北松山机场，下得机来，只见一片空旷，寂静无哗。
分明知道会有人来接，但不知哪几位，幸好来接的人中有当时的台大总务长陈达夫先生，他大声呼喊
：哪一位是叶曙先生，我便应声而出，与来接的三位先生相见，另两位，一为留任日籍病理学教授薄
田先生，一是病理科助教郭阿仑先生。
寒暄之后，便把我送到福州街的台大校长官舍。
陈达夫先生是最初派来接收台北帝大的八位教授之一，他们便是罗宗洛、沈璿、苏步青、戴运轨、马
廷英、陆志鸿、陈振铎、陈达夫诸先生。
我到的时候，苏步青先生已返回大陆，那时家眷已来台湾或将来台的计有陈达夫、沈璿、陈振铎、马
廷英、于景让五位先生，都已有自己的家，而陆志鸿先生和戴运轨先生两位则住在校长官舍。
他们把我也安置于此，于是福州街、牯岭街口的台大校长官舍便成了我们单身来台的教授临时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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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有一名阿巴桑，专司打扫烧饭洗衣工作，她是台大的工友，工资不必我们负担，每月伙食则由我
们三人外加于景让先生公摊，由于先生自愿管账。
每天上下班，我们三人之外，还有两位秘书（一位是萧先生，另一位是骆先生）五人搭乘台大校长用
车（名牌克莱司勒大型轿车，那时台湾便只有两辆，一辆是日本总督乘用的，另一辆便是台北帝大校
长用的这一辆车），于是校长用车便变成我们的交通车。
我住在校长官舍一直到留任日籍病理学教授薄田七郎先生于十月间被遣返日本之后，由我接住他的房
子（就是现在的铜山街十六号），方才搬出校长官舍。
　　我来台后不久，汪厥明先生、王益滔先生、刘伯文先生、严智钟先生、洪式闾先生、李赋京先生
、方怀时先生、李祖蔚先生诸位先后分别抵台。
其中不通日文的为洪式闾、李赋京及方怀时先生，余皆日本官立大学毕业生，精通日文日语。
洪、李二位皆是留德的寄生虫专家教授，供职各著名大学或医学院。
方先生系江苏医学院生理学教授。
李祖蔚先生为千叶医大医学博士，外科濑尾教授高足，返国后任教广西大学医学院教授。
我进千叶时，他已获得博士学位，仍在外科供职，不久即返国任教。
严先生一高东大出身，留日老前辈，可说年高望重，博学多能，专攻细菌学，曾任军医学校校长、卫
生部医务司司长诸职。
他毕业于东京帝大医学部时，早在大正四年（民国四年），而我毕业时，则要晚他十九年（民国二十
三年），他的实际年龄要大我十七岁。
　　我到任时，台大的教授阵容，各院除了本省籍的杜聪明、魏火曜、林天赐、林茂生、陈绍馨、杨
进顺几位先生外，其他接收初期来台的教授，几乎都是留日帝大或官立大学出身的资深教授，比我还
小一两岁的便只有于景让、陈礼节两位先生了，陆校长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教授会，初期成员为陆志
鸿、沈璿、马廷英、汪厥明、王益滔、陈振铎、于景让、陈兼善几位先生加上我（当时我代理教务长
），一共九人，举凡大小事件都交此会讨论，然后分别执行。
台大初期预算，概由长官公署负责拨付。
接收台大的主要人员虽由中央派来，但有一部分教授如马廷英、陈礼节、陈兼善以及后来的陈世鸿几
位先生，皆来自福建，与当时的陈仪长官关系密切。
台大经费非常短绌，陆校长乃一君子派的学人，不懂得政治；而其他的先生们，不是好好先生，便是
书呆子，禀性忠厚（其实缺乏政治头脑），对于钱的问题看得很轻，不但不会向长官公署争取待遇，
连学校的预算，亦不甚计较，只知刻苦撙节。
尤其是长官公署的一批师爷们（我戏称他们师爷，因为陈仪长官所信得过的几位幕后人物，皆是绍兴
人的缘故）认为台大有两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财源——实验林与两个附属医院——台大经费便
因此被削减，好像说我们只要多砍几棵树、多看几个病人就有的是钱，何必向长官公署来催讨!就是因
为这一批人认识不够，没有想到将来；而台大校长以及主脑人员，也只图得过且过，从不想到将来的
发展，于是造成台大后来的困境：实验林的经营，若不是“政府”迁台后，“农复会”大力支持，拨
款造林，计划伐木，哪里还有可供学生实习的林场；至于台大附属医院后来两个只剩一个（当时的红
十字会支部医院，长官公署收回去改为省立台北医院，后来由省直政府收回。
台北市改为院辖市后，这所医院又改成台北市立中兴医院）。
更奇妙的是，医院的员工，四十年来，政府不给预算，全由医院收入开支，共计一千一百五十九名，
只因初期的几任台大校长太好说话，方才造成这一旷世奇闻。
既已实施四十年而不感困难，“政府”便认为不给名额不列薪津预算乃理所当然。
所幸最苦的时期，有点美援（当年的ECA、ICA，后来又变成AID）和中华医药董事会（CMB）与美
国医药助华会（ABMAC——这是战时的一个支援我国的美国民间团体，早于十余年前即已沦于徒拥
虚名，无钱助我矣）的援助（据我记忆所及，最好的时候，每年平均可获五百万元新台币的补助），
所以才能兴办牙医学系、护理学系、药学系以及医事技术学系。
凭空添了四个学系，教员名额经“教育部”核准即无问题，可是医院自行开支方面，除了逐渐增添病
床不得不添人外，不得不负担新添四个单位的人员薪津，共计医师二百一十六名，护士五百六十一名
，药剂师及行政人员一百四十五名，医技人员二百三十七名，如按照目前的待遇，每年即需支付三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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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台币。
我走遍五大洲，参观了三十余所医学院及大研究所，从未见到或听说一个国立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每
年要从病人身上赚取一千一百五十九名医牙护药技人员待遇的。
　　第一任校长罗宗洛先生是中央派来接收台北帝大的大员。
到此一看，台湾的政治、经济以及所有的一切，皆归长官公署掌管，罗先生虽然顺利接收了台北帝大
改称国立台湾大学，但经济大权则操在长官公署的师爷们手里。
虽然当时教育处长范寿康先生亦是留日帝大出身，凡事他总从旁协助，毕竟他也不能做最后的决定，
所以台大的预算怎么也不如理想，因此，罗宗洛先生感觉既不能从心所欲，好好地办理校政，倒不如
挂冠返回中央研究院当他原来的植物研究所所长的好。
罗先生返沪后，不久教育部即发表陆志鸿先生为第二任台大校长。
第二学期终了后，戴教长又因接眷返回大陆，陆校长八月由沪返台，认为我年轻力壮，便要我代理教
务长。
哪知一接事即受到公文的袭击，从未处理过公文，“等因奉此”那一套一窍不通，甚至连怎么签意见
，哪些归档哪些判行都不会，害苦了我两星期，才渐渐摸索出一个谱子时，台大又受到省参议会的压
迫，非再办一次招生（先修班）不可，于是我又得忙一阵子。
幸好我在日本时曾替顺天堂临时医专办过一次招生阅卷，有了经验，招生、考试、阅卷、发榜，等等
，倒是没有难倒我，一切都顺利完成。
我住在校长官舍两个半月，只要看陆先生马不停蹄地奔，手不停挥地写，无一不是为校务在忙碌。
他的主要观点在怎样把这一所国立大学办得不输于任何其他的大学。
他认为第一件要办的大事是邀请第一流的教授，教授阵容若不理想，怎能算是好大学。
他每天深夜不眠，都是在写邀请信，可是那时台大教授，每月月薪只有四千余元老台币，仅能勉强养
活两口子，尽管陆先生晓以大义，劝之以私情，应聘而来的人寥寥无几。
在陆先生已使尽了他的全力，而旁人看来，一位足不出户的校长，怎能成大事？
现实的世界里，若不勤奔走，擅说辞，拉关系，找门路，怎能争取得足够的钱，没有足够的预算、好
的待遇，怎能请得到第一流好教授？
罗先生自己不屑于奔走交际，倒是不只一次地劝陆先生跑一趟南京，向教育部当时的部长朱家骅先生
报告校务近况，告诉他困难在哪里，请他行文长官公署，协助台大争取更多的预算。
哪知陆校长不为所劝，仍然一味地在想尽办法邀人，等到邀人人不来，要钱钱不够，已面临山穷水尽
的时候，朱部长倒来到了台湾。
就在他返回南京后不久，更换台大陆校长的命令也就接着送到了台北。
　　陆校长就任不到七个月，台湾即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起因于私烟查缉的“二二八事件”，只因中
央军力不足，镇压不住，全省造成了一片混乱。
台北市居然成立一个治安维持委员会，台大本省籍教授林茂生先生及杜聪明先生被推选为二十名委员
中的二人，每天就在台大校总区会议室开会，委员们右臂缠上白布臂章，大摇大摆，好不神气。
一星期过后军队开到，一夜之间，情势逆转，二十名委员销声匿迹，好像全部落网。
秀才造反，遂告失败。
杜聪明先生一人，由陆校长亲往保出算是幸运的了。
林茂生先生及其他数人，好像就此失踪。
　　就在“二二八”发生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了恐吓信，言道，若不赶紧辞职回老家去，就要扔炸弹
将我们全家炸个粉碎，署名“B二九队志士一同”。
我丝毫不以为意，坐在家里等他们来炸，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猜这不过是年轻孩子们的恶作剧，空言恫吓而已。
不过陆校长也接到恐吓信，一位台籍教授得知此事，立即跑到校长官舍（家眷尚未来台），硬将陆校
长接到他家，住到事件平息始返。
杜先生被捕保释后不久，陆校长接到长官公署的公函，要求更换医学院院长。
杜先生也实在做不下去了，陆校长便恳请年高望重的严智钟先生担任院长之职。
民国卅六年自严智钟先生接长医学院院长，陈礼节先生（原第二附设医院院长，因改为省立台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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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省方派员接替）调回台大医院担任院长后，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医学院倒是风平浪静不过法商
学院并入台大改成台大法学院时，有人幕后策动学生，反对并人台大，竟发生学生将前往接收的陆校
长及戴教务长软禁，意图硬逼收回成命之事，后来幸得蔡章麟、戴炎辉两位先生之助，说服学生听命
编人台大，始告无事。
陆校长接长台大一年多，他虽全力以赴，终因为人忠厚，而又清高自赏，不肯为公事折腰，终于被当
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认为表现欠佳，非换不可。
一九四八年五月问发表陆校长辞职照准，派庄长恭先生继任台大校长。
我于四月间赴沪为东南医学院赶授病理学课程，在东南医学院院长张锡祺先生家中遇到杜聪明先生，
原来他早已知道台大易长之事，来沪目的，便是想事先与庄长恭先生有所接洽，因为他与庄校长有亲
戚关系，而庄又无台籍人士友人。
杜一面将台大现况与过去接收经过告知庄校长，一面介绍一批台籍人士帮他前往接事，知道我在上海
，所以特地来找我一同去见庄校长。
经过“二二八事件”我已有点灰心，加上易长已成事实，而我与庄并无交往，也就想趁此机会直接向
他表明心迹，辞去台大教职，干脆携眷返回东南医学院协助老同学一心把学校办好。
所以见面之下，我毫不隐瞒地告诉庄先生过去一年来我身兼两校的病理学教职，当然是在双方同意的
情况之下，来往台沪之问。
庄先生既是即将赴台履新，我想象这样跑单帮似的教书，也不是长久之计，可否请庄先生允许我辞去
台大教职。
没有想到他坚持要我继续兼教下去，并说目前病理人才缺乏，不要说兼教两校，战时兼教数校的事，
亦不稀罕，叶先生大可不必介意，希望你早日返台，我们台北再见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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