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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府殇、流离
苦 、故 乡 情 、胜 利
归。已经97岁的傅
信祁老人怎么也忘
不了自己的学生时
代曾追随同济大学
一路内迁，历经由浙
江金华搬迁至江西
赣州、广西八步、云
南昆明和四川李庄，
跑遍半个中国，并遭
受了敌机的轰炸扫
射，颠沛流离，直至
抗战胜利才回到上
海的迁校历程。他
把回荡在脑海的场
景变为一幅幅国画，
在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之际，捐赠给了
母校档案馆。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在金华上了一节课就迁校了
70多年前，同济大学位于上

海吴淞的美丽校园瞬间被日军的
集中投弹和连天炮火夷为废墟。
为躲避战火，学校一度搬迁到上海
公共租界，但随着战事日益激烈，
学校决定搬离这座城市。

10 月 20 日，同济在金华开
学。出生于1919年的傅信祁老人
因“借读”与同济在金华结缘。

“1937年，我17岁，原来就读于青
岛礼贤中学高中土木科二年级，暑
假乘轮船经上海返回家乡，上船那
天正好7月7日，卢沟桥事变已经
发生，但我还不知道。”傅信祁说。

回乡后不久，上海发生“八·一
三”事变，北方的形势日益紧张，回
青岛读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后
来，教育部发布通告说，抗战时期
不能回原校读书的学生可办借读
证，凭证明到别的学校读书。

家里托人为傅信祁寄来了借
读证，但时间已是11月上旬，他连
忙到附近有关学校去要求借读，均
遭到拒绝。正当走投无路时，他的
二姐收到同学来信，说她被同济大
学录取，现已随校搬迁到金华，在
同济大学新生院上课了。

几经周折，傅信祁赶赴金华同
济高职报到，校方同意其转入土木
科三年级。“那天已是下午第三节
课，我进了教室，坐在后排，正在庆
幸我又能进入课堂学习时，没有想
到，在课结束时，老师突然宣布因时
局紧张，日军已打到杭州，金华不时
遭到日机轰炸，同济大学决定要迁
校到江西赣州，医学院迁往吉安。
明天起全校停课，准备迁校。”

就这样，在金华仅上了一节
课，傅信祁便要踏上迁校之路。

条件艰苦但师生都很有干劲
火车从金华开出，费时四五天

才到南昌，接着从水路溯赣江而
上，师生员工押运校产历时20多

天才到达赣州。
从南昌去赣州的途中，水路要

经过许多个险滩，傅信祁所乘坐的
那艘船在其中一个险滩断了舵，一
行人足足步行了两天到达赣州。“当
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不气馁，很
有干劲。”傅信祁从86岁开始学画
画，在《万安上赣州》、《赣州镇台衙
门记忆》等一幅幅国画作品中再现
了抗战期间迁校与办学的诸多场
景，昂扬的不屈精神扑面而来。

同济于1938年1月开始在赣
州上课。由于宿舍挤，学校只好晚
上在每间教室吊一只汽油灯，为复
习或作业绘图等使用。除普通的
纸笔以外，书籍和用品都没处买。

炮火中、铁蹄下的宁和平静总
显得那么奢望，战事的紧迫程度让
很多人始料未及。在赣州上课仅
仅半年后，同济大学不得不开始了
第四次迁校旅程：从江西赣州、吉
安迁到广西贺县八步镇。

行李和书籍还没运到又上路
从赣州到八步，傅信祁和同学

们坐卡车、火车，也乘木船，没有交
通工具的地方就步行，历时两个月
抵达八步。

八步的学校在一所中学内。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已在广州
大鹏湾登陆，不久广州沦陷，八步
也有了空袭警报。

有一次，敌机只对准学校的中
轴线十几米宽带状地带进行扫射，
两边排列的几幢房子竟然没波及
到，对学校师生们来说真是大幸，
但事后听说在打下的敌机中，发现
他们地图轰炸目标中，明确标有八
步同济大学。

第一批校产终于运抵了八步
江边，但未及卸下，学校又决定迁
往昆明。为迁往昆明，师生们甚至
经历了“出国再回国”的曲折路
径。从八步经柳州、南宁到龙舟，
然后经凭祥、镇南关（今友谊关）到
越南同登，再经潦山、河内、老街至

河口，进入云南，1939年春节前分
批到达昆明。

在昆明，同济校址分散，在管
理、教学和生活上非常不便。物价
飞涨的同时，日机不断侵扰，造成
学生伤亡。1940年秋天，同济大学
决定第六次搬迁，而此时傅信祁也
已被分配在宜良52兵工厂筹备处。

终在李庄安置 6年后回上海
李庄镇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区

以东长江南岸下游19公里处，是一
块沿江的狭长平原。当地开明士
绅们认为，同济大学正处于存亡之
秋，在国家危难之际，文教机构一
定要保住；另一方面，同济大学迁
往李庄，对于李庄来说，将是一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同大迁川，李庄
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一封
16字电报为同济解决了燃眉之急。

1943年夏，听说已搬迁至四
川李庄的同济大学将进行首届建
筑系的入学考试后，傅信祁赶到李
庄后，最终进入土木系开始本科的
学习。“科教报国对当时的自己而
言就是炮火中坚守的信念。”

1944年冬天，日军铁蹄踏入
贵州独山，四川震动，国家告急。
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大
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
远征军驱逐敌寇。“这个场面轰轰
烈烈，而且不止一次。老同学张长
高、孙德祥等都报名入了伍。”时隔
数十年，傅信祁对于那些老同学的
名字依然那么的清晰……

同济前几次迁徙，时间最长的
仅为8个月，最短的不足百天，而
在李庄，一待就是6年，直到1946
年迁回上海。1947年7月，傅信祁
毕业后留校，历任助教、讲师、副教
授、教授，直到1986年退休。“抗战
的时候，要实现为祖国建设好好读
书的心愿是如此难，如今的学生，
有这样好条件，真该好好珍惜，祖
国才有希望。”老人喃喃地低语。

辗转九省校址六易 同济大学方有一张平静书桌

他半道入学跟着学校内迁

傅信祁老人的国画作品中再现了抗战期间迁校与办学的诸多场景。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