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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海洋大学向文圣常院士颁发的执教 !" 周

年纪念证书上写着：“海浪谱华章誉神州，育人才桃李

满天下”。笔者问文先生：“您与海浪打了一辈子交道，

在您眼中，它的脾气、性格是怎样的？”文先生带着淡淡

的河南口音说：“有大风的时候，站在海边，我们会看到

高高低低的海浪，表面上是杂乱无章、非常繁杂，几乎

没有什么章法，其实，在没有规律的下面，海浪有自己

的运行规律，有其内在的章法。如果我们掌握了海浪运

行规律，对我们的事业发展是有所帮助的。在我眼中，

海浪就是我的老师。”他说，自己由研究航空工程改为

研究海浪也许是一种偶然的机缘，有点儿“阴差阳错”，

也可说是与海洋早已有缘。也许正是由于与大海的结

缘，儒雅、文静的文圣常形成了大海一样的胸怀。

文圣常院士是一位十分繁忙的学术带头人。除了

教学和科研外，他还身兼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主席、世

界大洋环流中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科

评议组成员等数职。此外，他还是许多学术刊物的主

编。#" 世纪 $" 年代末，已步入花甲之年的文圣常，身体

比较虚弱，然而他的研究更加勤奋，仅在 %&$$’%&$& 年

的两年间就在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英文稿论文 (
篇。如今已年届 $"，更加壮心不已。人们发现，夜晚文圣

常工作室的灯几乎是不灭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人到颐期亦不休。

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

这首诗正是他的真实写照。

%&$) 年，文圣常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

来，他以自己大海一样的胸怀和无畏无私的精神践行

着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人生准则。%&!# 年他已经

决定从事海洋研究，但为了加强军事院校建设，培养国

防军事人才，他服从组织安排，调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

院任教；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让更多的青年教师有机

会出国深造，他毅然放下了自己已经耽搁了近 %" 年的

研究工作，多次开设高级英语培训班；作为一个有执着

追求的学者，他深切感到时间的珍贵，但为了工作需要

出任院长职务，又毫无怨言地推迟了研究。他先后被授

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山东省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五一劳动奖章”。但无论是对于荣誉，还是物

质奖励，文圣常都看得很淡。文圣常将获得 %&&& 年度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的 #" 万港币奖金

全部捐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在他 *( 岁高龄时写诗自

勉道：

“对镜难觅青丝在，幸留瘦肢耐疾行。

莫嫌余辉热温微，洒向人间也暖情。”

（责任编辑：吕东伟）

在古城兰州，老人们都记得

安宁有条“李 蒸 路 ”，记 得

那个和他们一起吃干馍馍而不

愿当国民党教育部长的李院长。

而在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

些老教授的记忆里，也常常会浮

现出那位受命于危难，率众西

迁，在西北大地上播种现代文

明，后又为恢复北平师大而全力

以赴的老校长———李蒸。

!西北师范大学 丁虎生 + 徐兆寿

!!!!!!!!!!!!!!!!!!!!!!!!!!!!!!!!!!!!!!!!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 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西北教育文化的开拓者

———李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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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蒸 （!"#$—!#%$），字云亭，生于河北省滦县，

!#&’ 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 年回国。!#’(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委任

李煜瀛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为代理校长。李煜瀛

始终没有到校。李蒸在该校同学会代表催请下，于 !#’(
年 & 月 &) 日到校就任，后离开北平师大一年半时间，

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从事社会教育工

作。!#’& 年 % 月 !$ 日，再次任国立北平师大校长。!#’%
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北平沦陷，京城各大学陷入困境。

许多人对师大“是否尚能存在”产生疑虑，李蒸则毫不

犹豫地回答：“我可以告诉诸君，如若万一无办法时，在

北平不能办大学，在别处仍可以办。到那时，组织规模

或 者 不 能 与 现 在 一 样 ，而 生 命 则 无 论 如 何 是 不 会 断

的。”# 月份，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平师大、北平大学、天

津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为避难，

又迁往陕南汉中、城固一带。!#’" 年 * 月，大学奉命更

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原北平师范大学改为西北联合

大学教育学院，后改为“师范学院”。!#’# 年 " 月，国民

党教育部下令将西北联大分解。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独

立设置，更名为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李蒸任院长。

!#*( 年 * 月，国民政府鉴于城固地处偏僻，高校太多，

而甘肃高校太少，迫切需要培养中学师资以发展教育，

下令西北师院再迁甘肃兰州。!#** 年，西北师院完成了

迁校工作。四十年代的大西北，地瘠民贫，交通不便，文

化教育极其落后。甘肃省当时只有一个甘肃学院，青

海、宁夏、新疆尚无大专院校。北平师大的西迁，对于西

北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使甘肃拥有了第一所国立大

学。

西北师院初迁到兰州的时候，环境恶劣，资金欠

缺，以李蒸为院长的西北师院师生白手起家，同甘共

苦。艰苦的生活磨练了师生的意志，形成了“刻苦耐劳，

诚朴笃实，埋头苦干，不尚宣传”的良好校风。李蒸在分

析当时西北的社会文化情况时说：“关于教育与研究事

业之促进，我们认为在西北地区是基本建设中之基本。

过去西北的教育太不发达，研究工作更未提倡，这是因

为西北交通不便，生活比较困苦，不但外界人才不肯多

来，而本地人才亦多外流，同时政府亦因利趁便发展东

南及沿江沿海一带，所以西北不幸而落后⋯⋯”而“本

院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其使命不仅限于课

室教学及狭义的师资培植⋯⋯实有参加整个西北文化

建设之任务。”因此，他提出西北师院参与西北文化建

设的具体任务：第一，对西北教育事业的促进，可分为

质与量两方面，质的方面首先须注意师资训练，量的扩

充首先是加速增设学校，比较简而易行的扩充国民教

育，其次为大量办理民众学校及应用社会教育方式，以

求成人教育之补习。第二，以西北文化、考古、史地及家

田 、水 利 、矿 产 、畜 牧 等 项 目 为 重 点 研 究 对 象 ，从 速 探

讨，以开发研究与教育工作相辅而行。第三，重视西北

文物之发扬与古物之保管，整理与创作富有民族精神

的西北民间文学及艺术作品，以影响风气，改进人生。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西北师院的师生深刻地认识到，开

发西北的工作，最重要者还是“人才之培植与延揽，而

由教育建设以培养人才为根本之途径。”后来，李蒸又

在《西北日报》上发表一篇关于西北师院之历史使命的

文章，进一步重申西北师院在西北社会中担负的重任：

恢复民族固有道德；提高西北文化水平；推进西北公共

教育；供给人民精神食粮，发扬民族精神。与此同时，他

划定师院附近的孔家崖国民学校及十里店国民学校为

推广社教之中心。此实验区办理补习教育，利用夜晚举

办男女培训班；提倡新生活，宣传引导民众过整洁、简

单、朴素的生活，发扬四维八德精神；成立宣传队，把夜

晚收听到的广播新闻，择要写成简报，张贴在街市中

心，并向群众讲解，以激励民众爱国情操；参加国民月

会，给群众讲解时事与地方政令；配合节日庆祝活动，

宣传其意义，高涨民心士气；破除迷信。这些活动在附

近的民众中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些老人还常常念

叨着李蒸的名字。

在李蒸“以教育振兴西北”的感召下，西北师院在

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聘请了一批著名教授来兰任教，研

究和保护文物，参与西北的革命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 年 !! 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李蒸

在北平师大、西北师院连续服务 !$ 年以上的“乙字第

一号奖状”。!#*) 年 !& 月 !% 日，西北师范学院举行校

庆 ** 周年大会，兰州市政府在大会上宣布，将十里店

的一段公路命名为“李蒸路”，以纪念他对西北地区师

范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就在李蒸诞辰 !(( 周年之际，

很多校友从海外远涉而来，或是寄来纪念文章，他们把

“十里店”称为他们生命中的“圣地”，那段艰苦的生活

现在成了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西 北 师 大 一 直 沿 着 李 蒸 和 其 他 先 驱 们 的 足 迹 前

进、发展。如今，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期，

西北师大积极调整与甘肃和西北地区的关系，通过大

力提高科研水平，努力增强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能力。

（责任编辑：吴绍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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