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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作为东南翘楚的交通
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 这是国家调整
新中国工业建设、 文化发展和高等教
育布局的重大举措 ， 意义深远 。 自
此， 交通大学在黄土地上永久地扎下
根来， 为西部建设了一所著名的高等
学府。

而在更早的 1930 年代， 中国的
大学还经历过一场西迁 。 那一场内
迁， 被认为有 “保全国家元气” 之目
的。 而在那一场西迁中， 中国的大学
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

两场西迁， 目的不同， 但规模一
样宏大， 意义同样深远， 都是一种民
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强烈释放。

那些炮火连天中的西迁壮举也让
今天的我们震撼、 感怀———

西南联合大学 ： “七 七 事 变 ”
后，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先迁至湖南长沙 ， 组成长沙临时大
学， 同年 10 月 25 日开学 。 三校校
长蒋梦麟、 梅贻琦、 张伯苓为常务委
员 ， 共主校务 。 翌年 4 月 ， 长沙临
时大学迁往昆明 ， 改称西南联合大
学。

抗日军政大学： 1936 年 6 月 1
日，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
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创办中国人民抗
日红军大学。 1937 年 1 月， 红军大
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 ， 改称
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新中
国建立后迁入北京， 发展成为今天的
国防大学。

西北联合大学 ： “七 七 事 变 ”
后， 北平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 北洋
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 组成西安
临时大学。 1938 年春， 西安临时大
学迁至汉中， 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

随后， 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 撤销西
北联合大学， 成立西北大学、 西北师
范学院、 西北工学院、 西北医学院、
西北农学院五所独立院校。

中山大学 ： 1938 年 10 月 ， 中
山大学迁往云南澂江。 1940 年， 中
山大学从云南澂江迁往广东省北部的
东昌县坪石镇。 1945 年 1 月， 中山
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 ， 学校一分为
三 ， 分别迁往粤东各县 、 连县 、 仁
化 。 同年 8 月 ， 中山大学迁回广州
石牌等原址复课。 现为中山大学。

武 汉 大 学 ： 1938 年 到 1946
年， 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厦门大学 ： 1937 年 12 月 至
1945 年 7 月， 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
西部的长汀 。 长汀八年 ， 厦门大学
“弦歌不辍”， 被誉为 “东南最优之学
府”， 成为名副其实的 “南方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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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虽成往事，但精神仍昭示当下

华东政法大学格致楼 “恢复原貌、 修旧如旧”

百年校园建筑完美保存“城市温度”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62 年前， 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

响应号召 ， 从黄浦江畔来到了渭水

河 畔 ， 在 这 片 热 土 上 扎 根 、 开 拓 。
时至今日 ， 交通大学多位老教授回

忆起当年西迁的这段历史依旧热血

澎湃 、 记忆犹新 ， 那不仅是环境的

改变， 更是内心对新归宿的追寻。
62 年来， “胸怀大局、 无私奉

献 、 弘扬传统 、 艰苦创业 ” 的西迁

精神成为一代代交大人坚持 “扎根

西 部 、 服 务 国 家 、 世 界 一 流 ” 的

“精神密码”。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坐 落 于 上 海 市 长 宁 区 万 航 渡 路

1575 号的华东政法大学格致楼， 已经

119 岁高龄了 。 这栋砖木结构的三层

房屋， 建筑面积约 1898 平方米， 落成

于 1899 年 7 月 19 日。
近 日 ， 华 东 政 法 大 学 完 成 了 对

格 致 楼 “恢 复 原 貌 、 修 旧 如 旧 ” 的

修 缮 工 程 ， 是 “圣 约 翰 大 学 历 史 建

筑 群 ” 里 首 例 完 全 按 照 文 物 保 护 法

“不改变文物原状 ” 原则进 行 修 缮 复

原 的 典 型 实 例 ， 为 今 后 历 史 建 筑 群

的 保 护 ， 特 别 是 校 园 内 的 历 史 建 筑

的 修 缮 、 保 护 提 供 借 鉴 。 中 科 院 院

士 、 同 济 大 学 建 筑 学 专 家 郑 时 龄 教

授 从 历 史 文 化 的 角 度 指 出 ， 华 东 政

法 大 学 长 宁 校 区 “圣 约 翰 大 学 历 史

建 筑 群 ” 是 我 国 具 有 鲜 明 特 点 的 一

批 近 代 建 筑 ， 建 筑 群 格 局 完 整 ， 绝

大 多 数 历 史 建 筑 保 存 完 好 ， 校 园 文

化 和 保 护 基 础 相 得 益 彰 ， 具 有 很 高

的建筑文物保护价值 。
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在圣约翰

大学旧址上建立， 占地面积四百亩左

右 ， 格 致 楼 是 校 园 里 的 主 要 建 筑 之

一 。 1994 年 ， 格 致 楼 被 列 入 第 二 批

优 秀 历 史 建 筑 。 2014 年 4 月 ， 格 致

楼作为 “圣约翰大学历史建筑群” 主

要建筑之一， 同学校内的韬奋楼、 六

三楼、 四号楼等一批优秀建筑一同被

上海市人民政府核定为上海市文物保

护单位。
由于历史上的格致楼经过多次改

造， 文物风貌发生较大变化， 外表出

现墙面开裂、 渗水， 砖块损坏、 风化

等问题， 室内建筑结构也发生了较大

改 变 。 为 实 现 “恢 复 原 貌 、 修 旧 如

旧” 的修缮目标， 在上海市文物局的

支持下， 华东政法大学和修缮施工单

位进行了建筑立面、 屋面翻修， 原室

内装饰拆除和重新装修， 原始结构的

加固等全范围修缮， 整个工程历时 10
个月。

格致楼的修缮工程， 一度面临着

原图纸和相关数据缺失， 房屋多次改

造， 文物风貌变化较大等困难。 在上

海市文物局的监督和指导下， 以历史

照片和同时代类似建筑物为参照， 格

致楼修缮完成。
记者获悉， 此次修缮工程， 有四

大亮点：
———数次 1∶1 实物打样 ， 确认屋

脊飞檐翘角。 同校园内其他建筑一样，
格致楼具有 “中西结合式 ” 的 特 点 。
郑时龄教授介绍， 格致楼外廊、 庭院

等建筑格局是西式的， 屋檐飞檐等建

筑风格的 “外衣” 是中式， 这种建筑

被称为 “中国装” 建筑。 格致楼外观

屋角飞檐翘起， 类似于寺庙屋脊， 具

有典型的中国古建筑特点。
由于历史上多次改造， 格致楼原

有屋面和极具特色的高翘屋角均已失

去， 同时因历史资料缺失， 仅凭借历

史照片无法明确屋面翘角， 因此在修

缮过程中以书籍、 照片和校园内建筑

作参考， 制作了多款不同形式的屋脊

翘角， 并按照 1∶1 样板制作实物 。 再

经文物局确定， 最终建成与其同时期

建筑 “韬奋楼” 的屋角形式， 恢复了

屋脊飞檐翘角。
———传统工艺修复清水墙， 让墙

面重 “呼吸”。 历史上格致楼传统的清

水砖墙被红色和灰色涂料覆盖。 这是

一种对外立面墙 “描画” 的维修处理

手法 ， 即对老墙表面粉 刷 和 涂 料 后 ，
以涂料画缝做出砖缝效果， 由于涂料

本身透气性较差， 阻碍了原有砖体的

“呼吸”， 在长期自然侵蚀下， 容易导

致表面粉刷起壳、 涂料脱落， 局部修

补痕迹明显， 外立面感官失真。 针对

此， 格致楼经过了一系列脱漆、 清洗、
打磨、 修补、 划缝、 勾缝、 增强等传

统修复工序。
———重现外廊原貌， 恢复原有中

庭 ， 呼应建筑群整体风貌。 以前的格

致楼因教学用房紧张， 曾将外廊封堵

分隔成办公用房， 室内格局也进行了

较大的调整， 建筑内一层、 二层通高

的中庭不复存在。 本次修缮中率先恢

复了一层外廊原貌， 作为通廊； 二三

层外廊区域恢复历史效果， 新建隔墙

暂作为办公使用， 待校区经过重新规

划后再恢复通廊风貌。 同时， 对恢复

原有中庭， 并对楼梯间、 大厅等进行

重点保护部位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

处理。
韬奋楼成为格致楼修缮过程中的

重要参照标准。 在初始设计中， 格致

楼 的 外 廊 窗 下 护 栏 原 本 采 用 墙 体 砌

筑 ， 参照 “韬奋楼 ” 木 质 护 栏 样 式 ，
恢 复 实 木 外 置 护 栏 。 外 廊 木 门 的 设

计 ， 亦 参 考 “韬 奋 楼 ” 的 外 墙 窗 做

法———同框一体， 内侧玻璃木门和外

侧百叶门。
———恢复历史木窗， 增设木质纱

窗， 兼顾原貌和保温节能。 历史上对

格致楼进行修缮时， 从使用功能考虑

出发， 格致楼的原有木门窗被铝合金

窗所代替， 原始的圆弧窗头也被改为

平窗头。 在本次修缮中， 恢复了圆弧

实木木窗和仿古造型五金， 并进行了

做旧工艺处理。 安装过程中采用原始

墙体开槽， 嵌入垫木后窗框与垫木连

接， 砂浆、 结构胶、 砖粉三重填充防

渗水的综合工艺。 此外， 考虑到华政

校区绿化面积广， 夏季蚊虫较多等因

素， 实施了加大窗框截面， 玻璃窗内

侧增加木质纱窗的方案。

1956 年 ， 作为东南翘楚的交通

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 ， 这是国家 调

整新中国工业建设 、 文化发展和 高

等教育布局的重大举措， 意义深远。
自此 ， 交通大学在黄土地上永久 地

扎下根来 ， 为西部建设了一所著 名

的高等学府。
走 ！ 去西部 ！ 西 迁 开 拓 者 们 让

大西北拥有了国家重点大学和一 批

新兴学科 。 西迁以来 ， 西安交通 大

学的毕业生已近 25 万人， 其中 40%
以上在西部奋斗。

老学长胡奈赛教授 ， 虽然 1994
年就已退休， 现在仍每天到校园的教

师教学发展中心上班， 为青年教师搞

好教学和科研出谋划策。“在新中国成

立前 ， 我的师辈们办学就是为了 救

国 ， 到了我们这一代 ， 包括下一 代

人， 办学是为了建设国家。 现在的学

生， 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强国。” 胡奈

赛说， “不管是救国、 建国， 还是强

国， 都是爱国， 咱们都是为了国家，
这就是我们的爱国情怀。”

时光流转， 岁月如梭。 当时坐在

西迁列车上和伙伴们唱着歌的画面，
仍然历历在目， 和谁在一起、 穿着什

么样的衣服、 唱着什么歌， 这些画面

一帧一帧记录着的， 是交通大学师生

们相伴成长的点滴岁月， 亦是西迁人

62 年的无悔青春。

交通大学 西 迁 可 谓 中 国 高 等 教

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1955 年，根据国

内外形势需要，中央决定交通大学内

迁西安， 时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

长彭康与五位资深教授朱物华、程孝

刚、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一起奔赴西

安查勘学校新址。
回忆往昔， 许多老教授仍记得，

有一段时间 ， 彭康几乎每晚 都 要 召

开党委和总支负责人的碰头 会 。 为

了处理好迁校问题 ， 他不知 熬 过 了

多少个不眠夜。
考虑师生西迁后的生活问题，彭康

在选址时提出， 新校址要尽量靠近市

区，学校环境需要安静些。校址选定后，
他立即邀请上海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

组成设计组到西安进行现场设计。
西迁教职员工在西安安家落户，

牵涉到配偶的工作调动和子 女 的 入

学问题。在彭康的努力下，学校在上海

市及有关省市和部门的支持协助下，
妥善解决了教职工家属的工作调动问

题，兴办了高质量的附中、附小、幼儿

园，还从上海动员迁来了成衣、修鞋、理
发、洗染、煤球制作等部门，使师生员

工和家属免于生活的后顾之忧。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新中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为建设祖

国出一份力”， 是所有年轻人心中的

至高理想。
1956 年至 1957 年底， 大部分专

业系科和师资迁入西安新校。 其中西

安部分由 11 个系合并为 9 个系，教职

工总数 2585 人，在校学生 6881 人；上
海部分设 7 个系、19 个专业， 教职工

总数 2300 人，在校学生 5078 人。
1957 年，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

设 交 大 （上 海 部 分 ）和 交 大 （西 安 部

分）； 同时， 位于上海的上海造船学

院 、南洋工学院 （筹 ）并入交大 （上海

部分）， 位于西安的西安动力学院全

部 ，西北工学院 、西北农学院部分并

入交大（西安部分）。 1959 年，国务院

决定交大（上海部分）和交大（西安部

分）分别独立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

交通大学。 历时四年的交通大学西迁

工作终于尘埃落定。

在交通大学 122 年的建校史中，
1956 年被视为一个极为重要而特殊

的年份。 正是在那一年， 数千师生、
员工挥别江南， 自沪抵达古城西安，
大规模的西迁由此展开。

上世纪 50 年代的大西北， 电灯

不明、 电话不灵、 马路不平。 然而，
为 了 国 家 经 济 建 设 和 国 防 安 全 ，
1400 多名交大教工把实验器材装上

火车向西行进。
“现在很多年轻人问我，你们怎么

那么伟大，把上海抛开，到那么艰苦的

地方去？ ”87 岁的退休教授张娴如当

时是交通大学机械系一名普通教员，
她笑言：“我们当时是热血青年，一动

员，大家都是非常热情的。 ”
被誉为 “中 国 电 机 之 父 ” 的 钟

兆琳 ， 妻子当时卧病在床 ， 同 事 劝

他 留 在 上 海 ， 但 他 还 是 带 头 迁 校 ，
只 身 来 到 西 安 。 老 教 授 率 先 带 头 ，
更多师生便也跟着义无反顾。

当时许多班 级 写 信 、 写 稿 给 校

刊 ， 表示决心克服困难 ， 愉快 地 迁

往西安 。 交大校刊就曾刊载一 篇 锅

炉 41 班 写 的 题 为 《我 们 向 往 着 西

安 》 的文章 ： “西安的生活条 件 要

比 繁 华 的 上 海 差 一 些 ， 这 是 事 实 ；

初去不习惯 ， 也是必然的事 。 但 这

种属于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与不 便 是

一定能被克服的。 就像有一些树木，
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 荣 地

成长 、 壮大 、 成荫一样 。 我们 就 要

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 ， 依

照祖国的安排 ， 在我们伟大祖 国 的

任何一块土地上 ， 愉快地进行 创 造

性劳动 ， 把我们祖国的任何一 块 地

方都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年届耄耋的金志浩教授，当年是

第一批报考的学生。 他仍记得那西行

列车的乘车证，印着“向科学进军，建

设大西北” 的字样。 “车上我们唱着

《再见吧 ，妈妈 》，就一路奔到西安来

了。 那时候哪里艰苦就往哪里跑，党

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
当时年仅 20 岁的交通大学西迁

老教授陈听宽满怀一腔热血， 认为支

持西部建设很重要， 便义无反顾地来

到了西安。 “刚来时， 四周都是农村

和麦田， 也没有实验室。 但大家心很

齐， 学校的建设速度很快， 平时我们

上课、 看书、 搞科研， 日子很充实、
很舒心。” 他回忆， 虽然上海的条件很

优越， 但动力系的主要教师都比较支

持西迁， 最终决定动力系全迁。

西迁老教授 何 新 楷 说 ， 当 年 从

上海迁至西安， 从校园建设到个人生

活， 全校师生要克服的困难有很多。
他回忆， 当时他和妻子、 孩子一家四

口住在 13 平方米的房子里， 因为空

间有限， 每天晚上要等两个孩子写完

作业， 他和妻子才能开始备课。
“当年来到西安， 我的第一堂课

是用上海话讲的 。 学生说 ， 老 师 你

讲话我们听不懂。” 何新楷回忆， 当

时学校的教师多是南方人 ， 用 上 海

话讲课的比较多 ， 这成了师生 交 流

最大的障碍 。 后来 ， 老师们上 课 时

总要先想想普通话怎么讲 ， 在 很 短

的时间内改变了自己的语言习惯。
交通大学绝大多数教职工和科研

设备迁到西安后， 立即在陌生的麦田

上重建一流大学， 体现了西迁交大人

的担当。 “向科学进军， 建设大西北”
成了西迁交大人的精神源泉。 如今年

近八旬的陶文铨仍然长期坚持在本科

生教学第一线， 每晚在办公室为青年

学生答疑解惑。 陶文铨说， 自己是能

源与动力学院第三代 “西迁精神” 传

承人 ， 未来还会有更多优秀的 青 年

人， 在西迁精神的引领下， 推动西安

交通大学向世界一流迈进。

从黄浦江畔
来到渭水之滨

“向科学进军， 建设大西北”

传承弘扬 “西迁精神”， 新时代再出发

历史上曾经的大学西迁 格致楼， 曾称格致室， 曾用名科学馆、 办公楼， 于 1898 年 11 月

20 日奠基， 1899 年 7 月 19 日举行落成典礼。
格致楼为三层楼房 ， 基地面积 930 平方米 ， 砖木结构 ， 计房 60

间。 楼西墙面与韬奋楼南墙面相仿， 其南墙面为城堡式。 历史上格致

楼一、 二楼分别为物理化学实验室及课室， 以及神学课室， 三楼为医

学系课室。 此外， 圣约翰大学的博物院也曾设在此楼， 因此被称为科

学馆 （Science Hall）。 中国学校中筑有科学馆在当时实属仅有。
据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生、 国内著名城市规划学家、 同济

大学教授李德华、 罗小未夫妇回忆， 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最初位于

格致楼 （时名科学馆） 一楼中， 学生用的图板等工具曾放置在楼梯间

里带有扁平格子的大橱柜中。 在这里他们度过了美好的求学、 教书时

光。 格致楼的外廊也成为当时年轻学子课外交谈、 课余活动的重要场

所之一。
1952 年，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华东政法学院在原圣约翰大学、 复

旦大学、 东吴大学等 9 所院校的法律系、 政治系和社会系的基础上成

立， 并沿用了圣约翰大学的校址， 其中格致楼作为院长办公室、 教务

处及有关教研组、 总务处及所属科室等使用， 故将科学馆改名为办公

楼 。 1998 年 ， 华东政法大学在扩大招收住宿学生人数 、 紧缩办公用

房， 将该办公楼改作学生宿舍， 采用曾用名格致室中的 “格致” 一语，
改名为 “格致楼”， 并使用至今。

相关链接

格致楼的 “前世今生”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教育新观察

①

西安交通大学 “饮水思源” 碑。

交通大学西迁时校园火热的基建场面。

设备装箱准备由上海运往西安。

（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