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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大二学生魏稷同
站在台湾校友徐为康手绘的同
济大学在抗战时期迁校地图
前，盯着内迁路线研究良久。
上海-金华-赣州-八步，甚至
出境到了越南河内，再辗转回
到国内的昆明，最后在四川李
庄落脚。魏稷同忍不住感叹
道：“以前知道同济在抗战时
期内迁到李庄，以为是从上海
直接搬到李庄，没想到现实那
么迂回曲折。”

这是魏稷同第二次来到
同济大学的一·二九大楼博物
馆，“抗日战争中的同济大学”
档案图片展正在馆内展出，一

共用了100块展板、近700幅
档案图片，全面展示了同济大
学自吴淞校园被日军炸毁到
抗战胜利后返沪的办学过程。

在图片展第三部分提到
了“教授从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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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全
校总人数为2423人，有近700
名师生报名，364名师生最终
通过体检投笔从戎，报名和参
军总数位列全国高校第一。

上海四所高校“90后”大学生追寻校友抗战足迹

老校友教我们为明天奋斗 抗战精神融入青春梦想

抗战中的复旦精神是什

么？吴佳怡和队员们在学校档

案馆翻阅材料时看到了一则关

于上海补习部成立伊始的新生

指导会的消息，文末作者如此说

道：“吾人今日处境艰难，然当有

以克服之，更宜效法吴淞时代之

苦读精神，为日后之做事之基

础，再吾校有种特质，即社会交

誉之‘复旦精神’。此种精神，每

于困厄时愈显其力量之伟大。

放之过去史实，屡验不爽。今日

之艰困，正吾人磨练之良机也。”

吴佳怡觉得这段话说得太有道

理了，即使放至今日，这段话读

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复旦精

神，就是在困境下更加奋发地拼

搏。虽然如今身处和平年代，我

们也需要传承‘复旦精神’。”

抗战中的同济精神又是什

么？在“95后”魏稷同的理解中，

他觉得是一种“同舟共济、坚韧

如丝”的精神。“一路内迁，走过

了一万一千多公里的教育救国

之路，当时的师生都坚持下来，

甚至那些随同济来到李庄的德

籍教授，他们本可以回国避难，

却选择了不离不弃，与同济共患

难，直至抗战胜利学校复员，他

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这

就是一种我们需要传承的同济

精神。”

华师大的前身是大夏大学、

光华大学，抗战时期众多学生投

笔从戎，舍身杀敌。至今，在华

师大档案馆里，仍保存着400多

份因战乱而没能发放的毕业证

书。谈论起这段校史时，何昕觉

得，在如此艰苦的抗战环境下，

无论是知名的大学者还是如今

已经淹没在历史中的普通学生

都坚持抗敌，这种“爱国精神”就

像学校里的一条文脉廊，绵延不

断，经历战火而不衰。其实在走

访实践前，他们这群“90后”对于

抗战时期的校史都不甚了解，只

是通过课堂内容略知一二，如今

深入了解后，也让他们对国家、

对学校油然升起自豪之情。

“上海理工大学前身是沪江

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是抗战中

唯一牺牲的大学校长。”上理工

学子卢辉也提到了抗战时期的

校史，现今上理工校园还特设有

校史馆和刘湛恩校长故居，因为

学校对于这段历史的重视，学生

们大都非常了解这段校史。卢

辉向青年报记者表示：“我觉得

老校长和沪江大学的抗战历史

给上理工注入了一种爱国精神，

也算是校魂吧，历史应该永远铭

记。这次暑假走访了上海那么

多抗战遗址，这种感受更强烈，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热血青年为

了保卫国家所做的牺牲。”

硝烟落定七十年之后，如今

的青年已很难跨越漫长的时空，

去真实感知属于那个战争年代

的残酷。

对于如何传承校友精神、抗

战精神，来自华师大的矫雯竹和

何昕都觉得，作为学生，就是应

该“多读书”，“我们只有多读书，

塑造正确三观，正确了解历史、

尊重历史，在为校友的爱国精神

感动的同时也要将这段校史、采

访老兵所知道的抗战细节告诉

后几届的学弟学妹，将革命精神

继续传承，也将这些精神融入实

现青春梦想中。”

同济大学的魏稷同则觉得，

校史中提到的知名校友、著名肝

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的所作

所为会影响他的选择。当年吴

孟超在马来西亚告别父母回国，

进入同济大学继续学业，他努力

学习，从医报国。“这也是一种坚

韧不屈、为国奉献的精神。”

这样的精神该如何传承？

魏稷同觉得一方面要尽力“多读

书”，做好自己的学习工作，另一

方面青年一代也要团结一心，在

困难面前同心同德。他目前对

自己未来也有打算，毕业后可能

选择出国留学，让留学生活丰富

自己的阅历，但他同时表示，留

学结束后他一定会回国，“生于

斯、长于斯，在回国与否的选择

上，我会向老校友学习。”

[学子感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暑期
实践团队的成员们则将目光放
眼于整个抗战时期的历史。在
有关部门的牵线下，他们利用暑
假陆续走访了沪上13位抗战老
兵，队员们安静地坐在这些头发
花白的老人们面前，听老兵爷爷
诉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队员何昕的采访对象是当
时为上海地下党工作的一位老
同志，今年已经98岁高龄的他
坐在轮椅上，除了耳朵有点背，
回忆起当时的抗战历程依旧能
说出不少细节。“老爷爷对我们
说起了他接受饶漱石、汪道涵的
委托，从上海买了一批迫击炮钢
管，利用日本人的小火轮，运到
了根据地的故事。”

迫击炮钢管当时属于军事
物资被日本方面严密封锁，他假
装运送的是五金器材，并买通了
日本轮船的船老大，途中因为靠
岸检查还差点陷入险情，最终他

“威胁”轮船二副，以“运输军事
物资乃杀头之罪”才得以安全抵
达长江中心。“老兵说到紧张处
时非常激动，会面红耳赤，我们
也跟着他体会了当年的惊心动
魄。”何昕说道。

地下工作者经常会面临身

份暴露的危险，老兵爷爷也不例
外。有次组织命令他护送一箱
宣传书籍，行车半途中突然遭遇
一群日本兵上车检查。老兵的
箱子当时放在座位底下，他灵机
一动，趁着日本兵刚检查完上一
个人，朝着他走来的间隙，他偷
偷用脚把箱子往后一踢，踢到了
刚刚被检查过的人的座位下，这
才安全逃过了安检。这群“90
后”大学生被爷爷的机智与冷静
所折服，感叹说：“尽管在和平年
代我们可能不会遇到这样的紧
急事件，但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会
到的处世态度——遇事不乱，要
冷静沉着思索对策。”

走访中有位老兵曾有被日
军逼迫在日军工厂做工的经历，
这让团队负责人矫雯竹印象深
刻。这位年逾90的老人用自己
的故事给青年们好好上了一课：
做人一定要有底线。

当年老兵生活在浦东，当浦
东被日军占领后，他和许多普通
老百姓一样遭受日军的胁迫，被
逼在工厂为侵略者打工。在与
日军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老兵结
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
随即踏上了革命道路，带领工友
们在敌人后方想尽办法阻挠日
军的军事工业生产，为抗战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老兵的做人底线让矫雯竹
深有感触，“哪怕是在日军的胁
迫下，爷爷仍然没有屈服，不背
叛祖国，如今处于和平年代的我
们，就更应该注重底线，无论是
在学习上还是日后的工作中都
要坚守底线，有道德操守。”

除了从老校友、老兵口中了
解那段抗战史，走访抗战遗址也
是了解历史的“窗口”。

这个暑假，上海理工大学暑
期实践团队分别奔赴上海、重
庆、南京三地开展抗日战争遗迹
的保护与宣传调研活动。其中，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的9名
大学生走访了沪上七处抗战遗
址，分别是淞沪抗战纪念馆、姚子
青营抗日牺牲处、吴淞炮台湾、摩
西会堂、提篮桥监狱、上海犹太人
难民纪念馆以及四行仓库。

其中最让队员顾雨婷印象
深刻并为之感动的是刚完成新
一轮翻新修缮工作的上海犹太
人难民纪念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2万余名犹太人逃离被纳
粹占领的欧洲，跋山涉水来到上
海寻求避难所。

走访中她对纪念馆中刻满
了来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名字
的一面墙印象深刻，“二战犹太
难民后裔沙拉曾讲过，‘上海是
我的第一故乡。没有中国，也不
会有我。我老爸那代人在上海，

受到了上海老百姓的庇护。我
心里非常感激。’很难想象当年
上海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上海
人民还是伸出了援手帮助了他
们，这让我非常感动。”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以色列驻沪总领
事馆还拍摄制作了公益宣传片
《谢谢上海》，以表达以色列人民
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感谢，队员
们也在纪念馆中观看了这部宣

传片，看到来自全世界各个地区
的犹太人用中文写了无数个“谢
谢”来表达对上海这一“诺亚方
舟”的感谢时，实践团负责人卢
辉说，他心中涌起了一股“患难
之交”的感动，也为上海人民的
大爱点赞。顾雨婷也赞同地表
示：“那时的上海也处于一个动
荡的时代，千疮百孔，我们还是
毫不犹豫地接纳他们，这是一种
不分种族、不分国界的大爱。”

同济大学

“老兵教我们坚守人格底线”

华东师范大学

走访七处抗战遗址感受“大爱”

上海理工大学

暑期实践团队走访了多处抗战遗址。 受访者供图

图展传递投笔从戎抗战精神

这抉择，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