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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凤翔县竞存中学校史馆

里，塑有教育家车向忱的塑像，

至今，每一位进入竞存中学的

师生都会去校史馆聆听他的故

事。抗战时期，为保护东北流亡

儿童的生命安全，车向忱带领

东北竞存学校师生迁往凤翔县

纸坊村，在当地艰苦办学，培育

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青年人才。

竞存中学里存有车向忱

的生平资料，车向忱是辽宁法

库县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毕

业于北京大学。“九一八”事变

后，东北惨遭日军践踏，许多东

北流亡儿童随东北军来到西

安，孩子们无家可归、无学可

上。1935 年夏，教育家车向忱

来到西安，开展东北流亡儿童

教育工作，他在西安创办了东

北竞存小学，学生免费入学读

书。随后，在中共党组织支持

下，学校学生数量从最初 30 人

发展到 700 多人。

1938 年秋，日本侵略者

的飞机轰炸西安，车向忱带领

竞存学校师生搬迁到凤翔县

纸坊村。刚到纸坊村办学，条

件很艰苦，师生住在两座破

庙里教学、学习，“居住在破

庙，饮食在露天，大树下讲课，

小河里饮水”，讲的正是竞存

学校办学的环境。1939 年 3

月，车向忱为竞存学校题写校

训——“创造、团结、耐苦、奋

斗”，带领全校师生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没有粮食就开荒种

地。当时缺乏学习用纸，音乐

家教师张寒晖带领师生造纸，

在吸收纸坊村人造纸技术上，

研制出以麦草为原料的黄色

宽幅纸，命名为“寒晖纸”。

当时，为解决校舍问题，

车向忱带领师生自己动手盖房

子，拉石头、和泥巴、锯木头，热

火朝天地干起来。不久，25 间

新瓦房盖好了，车向忱挥笔写

下“众志斋”三个字。竞存师生

勤奋吃苦、积极好学的言行，打

动了纸坊村村民，村民们提供

荒地、闲置屋舍、造纸设备等，

支援学校建设。当时，车向忱得

知当地许多儿童也希望得到就

学机会，便招收插班生，一律免

费入学，1939 年春就有 30 多

名孩子在竞存学校读书。

“园内蔬菜，全由同学课

外亲自培植，供全校食用。走进

校门，见满院鸡鸭呱呱乱跑，很

有农家的风味。再往前走几步，

越过一处墙角，见师生 200 余

人，男女均着粗布衣，同聚院子

里棚下，正吃午饭，很像一个大

家庭……”这是 1939 年《抗战》

记者报道中的竞存中学。

在纸坊村办学期间，车向

忱、张寒晖等人还带领师生利

用唱歌、演讲、话剧等形式，向

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民族大

义。张寒晖创作了一些抗日歌

曲，并召集村上儿童，教孩子们

唱《骂汪精卫》《三劝》等抗日儿

歌，这些歌曲在周边农村流传

较广。1962 年，车向忱来到凤

翔东北竞存学校旧址走走看

看，对这块土地饱含深情。如

今，在竞存小学校园里，有一棵

被师生特殊保护的龙爪槐，它

是车向忱校长当年亲手栽下

的。斯人已去，但他留在西府的

教育故事仍被人们铭记。

  汪大捷 ：  大同学园里教化日本战俘
本报记者 于虹

在渭滨区高家镇太寅村

附近的山坡上，有一块《大同

学园碑记》石碑，记载了 80

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没有硝

烟的战争……

1938 年，日军飞机开始

对西安、宝鸡、汉中等地进行

轰炸，国民政府只能将设于西

安终南山下的“军政部第一

俘虏收容所”迁往宝鸡。恰在

此时，日俘伊藤正荣逃跑被抓

回，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的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

上校参议汪大捷，以教化的方

式感动了伊藤正荣，此事在当

时引起轰动。汪大捷随即奉命

出任所长，负责将收容所迁往

宝鸡太寅村。

刚开始这些日俘不好管

理，经常和工作人员起冲突，

时常有人逃跑。汪大捷担任

所长后，他采用教育的手段

来管理，并根据中国传统儒

家追求的“天下大同”思想

把战俘收容所改名为“大同

学园”，情况才有所好转。为

了丰富战俘的文化生活，收

容所为战俘专门开辟了篮球

场，组织他们参加运动和比

赛。除了夏季组织到渭河游

泳外，还利用河水在驻地修

了一个简单的游泳池。战俘

们修建了一条从大同学园到

宝鸡县城约十公里的简易公

路，参加修路的人每日可以

得到两角零用钱，该路在解

放前也被命名为“大同路”。

收容所还组织这些学

员学唱反战歌曲，编演剧目。

1939 年 7 月 7 日，独幕剧《觉

醒吧，同志》和现代剧《侵略战

争的罪恶》在西安上演，当时

在钟楼北边的明星剧院公演

了三天，天天爆满。同时，在管

理人员的组织下，这些战俘还

制作了躺椅、筷子、手杖、玩

具、肥皂盒之类的物品，学员

们编织的毛衣毛裤、围巾手套

等很受村民的喜爱。由于产品

受到欢迎，战俘收容所在宝鸡

县城西街租用了一间房子，专

门销售学员制作的物品，所卖

之钱全数兑现给物品制作者。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同

学园内近 500 名战俘坐火车

遣返回国。

全国解放时，汪大捷毅

然留在大陆，并参加了中国

人民志愿军，转业后在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授。

1972 年中日建交后，汪大捷

赴日讲学，并受聘主编《日英

汉科学技术大辞典》。后来，

汪大捷客居日本，积极从事

中日友好活动。

  吴惠民 ：  率郑州流亡师生来西府
本报记者 张琼

在郑州市第五中学（下文

简称“郑州五中”）有一栋楼，

名叫惠民楼，是为纪念郑州难

童学校暨圣德中学（郑州五中

前身）校长、教育家吴惠民。抗

战时期，吴惠民带领全校师生

800 余人徒步西迁，几经辗转

落脚凤翔县王堡村办学，在村

里学习生活两年多，在宝鸡留

下了教育佳话。

吴惠民是河北临漳人，曾

就读于北京国立农科大学以

及黄埔军校，1927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并参加北伐战争。

吴惠民热爱教育事业，1942

年担任郑州难童学校暨圣德

中学校长，学校的孩子是从几

个难民所集中起来的流亡儿

童。时间拨转到 1944 年 4 月

中旬，日军强渡黄河，4 月 18

日早上，校长吴惠民当机立

断，带领全校师生向陕撤离。

《新华日报》曾报道当时的情

景 ：“吴氏带领全体师生星夜

逃出。学生中有年仅六七岁的

幼童，最大者不过十六七岁，

沿途遭敌人追击，几度冲过敌

人包围，历经艰险……”

根据流亡学生回忆录显

示，逃亡路上凶险无比，路边炸

死的人、马等更让孩子们胆战

心惊，校长和老师成为孩子们

的依靠和希望。在郑州登封东

五司一带，流亡队伍遭到数架

敌军飞机低飞轰炸，孩子们趴

在麦地里不敢抬头。吴惠民猜

测，队伍可能误入了双方的战

斗阵地，吴惠民随即朝孩子们

大喊，快向前跑，在老师连拉带

抱的引领下，孩子们才脱离了

危险地带。1944 年 6 月到达

西安后，又辗转来到凤翔县城，

吴惠民细心考察，全校师生选

择落脚王堡村，至此结束逃亡

之路。

在吴惠民带领下，流亡学

校在王堡村扎下根来，校本部

设在村里张家大院，并于 1944

年 7 月 17 日正式复课。此后 2

年多时间里，吴惠民带领孩子

们克服种种困难，没有桌椅就

先用破条板代替，没有床就打

地铺，年幼学生缺乏照料就采

用结姊妹的办法，大孩子照顾

小孩子……王堡村里，传出了

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孩子们

坚持学习、团结互助，没有一名

学子放弃学业。当然，这离不开

王堡村人的帮助。张家后人张

万辉曾向记者介绍，当时张家

大院有院子七八个、屋舍 200

多间，解决了大部分师生的住

宿问题，其余学生住在庆照寺

或乡亲们的家里，近 2 年时间

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5 年 8 月 15 日晚上，

有人到学校来报信，说日本已

宣布无条件投降。吴惠民和全

校师生兴奋不已，大家一起为

抗日战争胜利而欢呼、流泪。

1946 年 2 月 4 日，吴惠民带着

打点好行李的师生们，再次踏

上征程，王堡村乡亲们将他们

送至村口。14 天后，孩子们返

回了郑州的校园。如今，吴惠民

与郑州流亡师生的故事被刻在

王堡村纪念石碑上，为学校生

存、为学生安全而奔波操劳的

吴惠民，是王堡村人敬重的好

校长。

“卢沟桥事变”后，坐落在

河南开封的河南大学开始辗

转迁徙。1945 年 3 月，日寇

在豫西南发动攻势。不久，南

阳失守，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

以存留，学校师生及眷属数百

人步行 400 多公里，到宝鸡武

城寺、石羊庙、姬家殿等地暂

时安居，继续办学，在这批师

生里，就有时任化学系主任的

李俊甫教授。

早年在美国求学的李俊

甫教授，1934 年在河南大学

担任化学系主任，在全系进行

教学改革，他提出应该文理渗

透，理文兼容。化学系在他的

主持下，教师有章可循，学生

学习积极性高涨，使该系很快

成为河南大学理工学院教学

搞得最好的系。1938 年，重

回母校的李俊甫，再次担任化

学系主任，和河南大学共同经

历了 8 年的流亡生活。 

1945 年秋，英国杰出的

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访问河南

大学，李俊甫教授负责接待。

为了欢迎李约瑟一行的到来，

河南大学在石羊庙村校址举

行了欢迎仪式。全体师生集中

在一块空地上，席地而坐，听

取了李约瑟题为《科学与民

主》的演讲。作为向导，李俊甫

陪同李约瑟参观了流亡宝鸡

的河南大学图书馆。“我花了

一个下午和李俊甫教授一起

参观了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原

有很多藏书，可是连续几次疏

散使图书受到很大损失。图书

目录已经找不到了，书籍堆在

那里，许多还成捆地放在古老

的神像脚下，就像刚刚由汗流

浃背的搬运工们从扁担上卸

下来似的。”李约瑟在他的文

章中这样记载。

作为理论化学博士，李俊

甫不仅在溶液研究方面颇有

建树，而且对中国古代化学史

也深有研究。李俊甫向李约瑟

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化学史

的研究方法和参考文献资料。

两位科学家相见恨晚彻夜长

谈，来自剑桥的化学家第一次

了解到鲜为人知的中国古代

化学史。

也就是这次相遇，让他

们结下了终生难忘的友谊。李

约瑟博士离华回国后，写出了

那本引起世界科技界轰动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

在书里用了很长一段文字描

述了在宝鸡时，他与李俊甫的

相会。李约瑟写道 ：“在这样

的环境中，李俊甫向我这个剑

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介绍说，在

《道藏》中包含有大量从公元

四世纪以来的炼金术著作，他

们饶有兴味，而且是其他国家

的化学史家完全不知道的。李

俊甫对我所作的这番介绍，是

我终身不能忘记的。”

抗战时期来宝的教育家

编者按 ：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宝鸡作为后方，不仅有工合学校、日俘学校，还迎来

了不少流亡学校，如东北竞存中学、河南大学、开封高中等，西府村庄里传出了流亡学生的琅

琅读书声。同时，一批有学识、有情怀的教育家也随之来到宝鸡，他们在西府开荒建屋、教书育

人，传递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在抗战岁月里，来到宝鸡的教育家以情怀和双手，培育出了一

批批学子，并在宝鸡地区留下了动人的教育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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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向忱 ：  带领竞存师生迁往凤翔
本报记者 张琼

  李俊甫 ：  向李约瑟介绍中国化学
本报记者 于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