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版 2018年12月31日 4

出版：广西大学新闻信息中心 本报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广西大学校办楼B101室 邮编：530004 电话：0771-3236904 印刷单位：广西日报社印务中心

责任编辑：廖文丹 黄南 刘娜利 陶湘露 廖善维
美术编辑：刘娜利 廖善维
实习校对员:陶芸芝 郑杏

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历史名人在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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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586期） 李四光作为一个大知识分子，始终保
持着做人的操守与良知，不愿与腐朽的官场同流合污。鉴于
李四光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声望，蒋介石多次表示要他出任教
育部长或大学校长，他都拒绝了。李四光在桂林时，每年都
要到重庆去参加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会议结束时，蒋
介石总是要宴请到会的知名人士，但李四光每次都借口有病
或连夜离开，拒绝参加。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
议 会第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央研究院各所长均到。这一
次，李四光的座位安排 与蒋介石临近，李仍不出席。宴会
时，蒋问翁文灏：“李四光先生怎么没有来？” 翁文灏回答
说：“重感冒，发烧。”过了一会，蒋介石又问陶孟和，陶孟
和也说：“李先生病了。”幸免追查——这是1951年3月翁从
法国回国后亲自对李四光说的。李四光十分感激地说：“翁文
灏曾经救过我一条命。”

事后，李四光接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密电，要他
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去印度与尼赫鲁会谈。电函往返多
次，李四光均予以拒绝。李四光最后在电函中严肃表示：

“……抗日战火弥漫，始而联英抗日，现又联印反英，出尔反
尔，将何贻信于世人。两面美人，尤非弟所能为。请转达最
高当局，另聘贤能。”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浪
潮，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迫撤离桂林。这一年秋天，
时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能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昌照秘密通知
李四光说：“我在李济深处得知，蒋介石要抓你，快躲一
躲。”钱昌照又及时到桂林见李济深，告诉他：“如有什么
事，先把李四光转移。如果他不避开，会像马寅初一样被抓
捕关起来的。”

马寅初与李四光似有科学家相同的个性。在抗战期间，
蒋介石送来名片，用委员长的名义请他赴宴。马老对来人
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
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
师， 却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说，叫他
来找我！”蒋又派人游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
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推荐您任财 政部长或者是
中央银行行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
住，办不到！”来人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
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答道：

“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来
人只得灰溜溜走了。1940 年，马寅初在陪都重庆严正抨击蒋
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
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战经费，惹恼
了蒋介石，马寅初因而被捕，并被关入了息烽集中营，1942
年才出狱。

李四光心里明白，自己与马寅初一样，一贯不与蒋介石
政府合作。蒋曾用高官厚禄来拉拢自己，如要他代表国民政
府去印度会谈，后来又提出要李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等，都
被李四光拒绝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就不得不防了。
同时，他也知道桂系对他的态度开始改变：事因 1941 年 8
月，西大校长变更，高阳接替雷沛鸿任校长。但高阳在师生
中印象不好，也不很受桂系欢迎，于是，地下党发起“拒高
学潮”。对此事，黄旭初是“决以坚毅态度，维持秩序到
底”，先是五位学生被逮捕。学校积极开展营救，多方找人说
情。其中就找到德高望重的李四光。李四光年谱载：1941
年，“广西当局逮捕西大学生，李四光受学生委托，三次找校
长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是，桂系和高阳校长并不买
李四光的账，共令十一人退学，四人休学，留校察看四人，
予以警告两人。而1941年8月，日机由越南侵入，对桂林进
行狂轰滥炸，也很不安全，政府当局决定疏散市区人口。李
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和他的一些学生也力劝他趁机离开良丰。

于是，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与地质所的几个同事带着罗
盘、地质锤等，坐着一辆卡车外出调查地质，来到离良丰几
里路外的架桥岭清平乡住下了。（据文友卯兴明先生考证，架
桥岭横跨永福县罗锦、临桂区南边山、阳朔县的葡萄等乡
镇，又称蒋家岭，今属临桂南边山乡升平行政村管辖。该村
紧邻架桥岭脚，与阳朔县金宝乡相邻）这里十分僻静，风景
优美，有合抱的榕树、丛丛的芭蕉，平地拔起的石灰岩山包
围起一道天然的屏障。靠山脚的地方有十多户茅舍，一条清
澈的小溪从村前流过。原来，馆里有两个工人是这个村庄
的，工人们平时对李四光这位大科学家都很敬重，李四光就
是通过这两位工人在这儿租了两间茅屋，“隐居”了起来，专
心从事他的学术著作。

夫妻俩在这宁静的乡间十分惬意，只是生活上有许多困
难，尤其是在晚间，没有照明设备，看书写字很是吃力，这
些困难都被李四光克服了。他在这里专心致志地工作，整理
科研材料，草拟论文初稿。《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山字形构
造之实验和理论研究》等重要著作，就是在此地完成的。

在吃的方面，许淑彬为了给李四光补充一些营养，特地
买了一个小石磨，自己动手磨豆子、取豆浆、做豆腐，还养
鸡生蛋；在房屋周围挖地种菜，青菜萝卜从不短缺，还不时
托人捎点青菜、鸡蛋给良丰的学生们。周恩来得知李四光在
桂林的情况后，派童小鹏前去了解、联系。

架桥岭的乡居生活成了李四光夫妇在广西最值得回味的
一段日子，这段生活既艰苦清贫又充满乐趣。本地的乡亲们
同他俩也逐渐熟悉起来，过年过节有来有往，不把他俩当外
人。村上的孩子们也“李爷爷”“许奶奶”地喊个不停。秋夜
在榕树下纳凉时，李四光还给孩子们讲星星的故事，惹得孩
子们夜深了还不愿离开这位慈祥和蔼的“李爷爷”。

一颗奇特的小砾石
大凡搞地质的人都喜欢收藏矿物或岩石标本，李四光也

珍藏了许多受到构造运动影响所形变的砾石标本。其中广西
桂林有两颗石子曾在他的讲话中提到。

1938年秋，中国工程师学会桂林分会成立，李四光应邀
出席并致辞。他在讲话中提到江西庐山和桂林雁山的两颗石
子。雁山这颗石子是在桂林科学实验馆建馆时，从临桂六塘
运来做建筑材料的砾石中发现，类似扁豆状，直径平均3.5厘
米，其中部最厚之处约 8 毫米，由坚硬的硅砂质固结而成，
边缘及两面均甚圆滑，显然经过流水的冲击，中间弯曲，几
成直角，然无丝毫破损痕迹。成直角的两面之中，有一面微
带研磨的痕迹。这颗石子在普通人看来毫不起眼，李四光却
知“这颗石子一部分历史，就是它先经过流水的冲击，然后
又经过水流的挤压和推动”。大科学家能把平常的事物理论
化，李四光又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换而言之，就是这些石
头，在这种天然环境之下，不到它应有的力度，已经开始软
化，岂不是材料力学上的谜？”

另一颗桂林的小石子却有些故事。这颗弯曲的砾石，是
地质所的同事张更在 雁山村附近的第四纪冰碛层中发现的。
这颗小石头引起了李四光的格外注意：砾石的成分是细粒石
英砂岩，一般都认为是比较坚硬且性脆，而这颗砾石却具有
十分明显的弹塑性。李四光得到这颗变形的小砾石，如获至
宝，欣喜若狂，爱不释手，特意制作了一个小木盒，里面垫
上棉花，将它珍藏，以免磨损，还经常携带在身边，不时抚
摸。

1941年7月7日下午，广西大学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第八
届毕业生典礼暨新舍落成典礼，学校请李四光做一个学术演
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关于一颗特殊的弯曲九十度的小砾石。
他把这颗小石子定名为“马鞍石”。在会上，李四光论述了这
颗砾石的弯曲形变，显示岩石的弹塑性和塑性形变。他提到
了研究各种构造类型的形变规律，研究地质构造岩石变形，
都应考虑岩石的力学性质，考虑各种岩石对应力作用的表
现，如岩石的弹性、塑性、弹塑性、滞弹性等，这就需要结
合地质现象做些岩石力学方面的试验，了解各种岩石在不同
加力的条件下的反应。

讲到这里，李四光非常兴奋地说：“在这方面，自然界给
我们做了不少实验。”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把里面
装的马鞍形的小石子，让大家在下面传递欣赏，并兴致勃勃
地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地质，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石
头，它告诉了我们很有意义的知识，它比宝石还要宝贵得
多。”

万万没有想到，在听众中有人以为这颗砾石是“无价之
宝”，居然暗中藏匿起来。演讲完毕，奇石却不翼而飞了。李
四光暗自叫苦，悔不该拿出来传递欣赏，并再三解释，这块
石头不是宝石，除具有科研价值外，分文不值。尽管如此，
会议结束后仍不见有人送回石子。会后，李四光只好请广西
大学出个布告，请藏石者交出砾石，并给予一定奖赏；若不
便直接交还，可置于校园某棵榕树洞内，并请留下地址以便
送赏。可是过了两天仍未见动静，直到第三天，才在那棵指
定的榕树洞中发现了变形的石子，但没有留下地址和姓名。

经过此番折腾，他很少再拿出这颗小砾石了，像宝贝一
般珍藏在身边，直至逝世。他在1946年还特地写了一篇名为

《一个弯曲的砾石》的短文，寄给英国《自然》杂志，介绍给
同行爱好者。他认为，“砾石是由于在冰川的荷载下，以某种
方式变形的”，“变形是由于砾石的一半被固紧，而另一半受
到冰流的前推作用所形成的”。

马鞍石的发现，成了李四光本人划时代的代表作《受了
歪曲的亚洲大陆》的前奏。

恋恋不舍告别广西
1941年秋，李四光带着孙殿卿、马振图和王文瑞诸位同

事，对南岭东段进行了一次重要考察。这次南岭东段之行，
历时两月，李四光和他的助手得到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
料。

鉴于李四光在国内外的名望，这一年的“丁文江先生纪
念基金委员会”讨论后，一致赞成把第二届的奖金授予李四
光，但在1942年3月的年会和授奖仪式上，李四光却没有出
席。他在会议之前就带着几个助手到外地考察去了。张更代
表李四光接受。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翁文灏在会上高度评价
李四光的贡献，说： “地质科学在国内研究精神之提高，先
生之力极大。”委员会主席杨钟健在致词中说：“李先生在地
质界推进之功，至为显然。丁先生第一届奖金的得主为田奇
镌先生，是李先生的学生；及今天代表本会授第二届奖金的
鄙人，也是李先生的学生。在座诸位会员中李先生的学生占
了一大部分，然本会授奖金给李先生的主要动机，还在于李
先生的研究方面。”接着，他详细介绍了李四光的治学经验，
并概括为“博、精、约”，他说：“李先生所以治学至于如此
程度，实有三种精神： 一为有恒，李先生献身地质界二十年
如一日，为同仁尽知之事。二为崇信，即治学求真之精神
……三为能吃苦，地质工作者为第一苦事，李先生以高龄之
年，不畏旅行之困难，与青年同人于役山中，在目下国内地
质界同仁中，能以如此高龄而尚事实际地质工作者殆无第二
人……如有人令余在国内地质界中可以推荐一人为同人等楷
模、为中国科学界青年之模范，吾以为除李先生外，实无第
二人可以当之。”

综观李四光在桂林期间，科研成果累累：在伦敦出版了
专著 《中国地质学》（1939 年） 和 《大陆漂流》（1939 年）；
在国内刊出了 《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期现象述要》
（1940 年）、《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1941 年）、《广西地层
表》（1941 年）、《地质物理学上之几个基本问题》（1941
年）、《朱森䗴，䗴科之一新属》（1942 年）、《南岭何在》
（1942年）、《中国冰期之探讨》（1942年）、《科学工作的几个
基本问题》（1942 年）、《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1944
年）等学术论文。

1944年6月，正当李四光带领地质研究所在桂林大显身
手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失败命运，企图在中国战场
上进行垂死挣扎，从湘桂路直扑桂林，同时又从越南进攻镇
南关（今友谊关），包抄北上，形势异常险恶。

桂林虽是好地方，但并非久居之地，李四光考虑到在这
外侵内患的动乱岁月里，恐怕只能“走得一步是一步，救得
一命是一命”了，他立即通知研究所留在桂林的七八位研究
人员，迅速准备，先到贵阳避难。6月27日，在桂林第一次
疏散中，李四光终于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在此工作、生活了七
年的桂林，带着夫人和同事们仓促起程，开始了艰难跋涉。

经过数月的险恶奔波，李四光同研究所的随行人员，终
于在11月抵达战时陪都重庆。

1948年2月，李四光自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十八届
国际地学会。他在国外时刻关注国内的变化，为了回到日夜
思念的新中国，李四光机智地与国民党驻英大使进行斗争，
终于回到了新中国。1953年，毛泽东、周恩来把时任地质部
长的李四光请到中南海，问他中国石油的发展，是走天然石
油的道路，还是走人造石油的道路？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
样？——因早在三十多年前的1917年，美国石油公司的一个
钻井队，曾在陕西肤施一带打了七口井，因为收获不大走掉
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来中国搞调查，提出
了“中国贫油”的论点，一时广为流传。但李四光根据自己
多年对地质力学的理论研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野外考察的
实践，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国的地质条件很好，地层下有
丰富的石油。从那以后，按照李四光的设计，在全国范围内
广泛开展了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大庆油田、华北油田、下辽
河油田和江汉油田……在我国的土地上，竟然找到几百个储
油构造。

星移斗转，李四光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更加紧了
工作。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七级地震，他不顾自己重病，
坚持亲自到震区考察灾情；1969年渤海发生地震，中央任命
李四光为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这时，李四光不顾八十高
龄，仍不辞劳苦，调查地震现象，视察地震、地质工作。
1971年4月29日，由于动脉瘤破裂，这位在地质科学上做出
卓越贡献的“中国地质之父”永远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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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莼：重组撤销两艰难
廖井丹

杨东莼，1900年农历三月初八诞生于湖南醴陵县西山史
家老屋村，原名杨岂匏，字人杞。童年时代非常不幸，五岁
丧母、十一岁丧父，下面还有一个比他小三岁的胞弟杨人
楩。幼年丧失父母双亲，小小年纪就成为孤儿，真是让人欷
歔不已！但他后来却成长为中国革命时代中的弄潮儿，我国
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任西大校长的时
代，正是西大合并与撤销的时代。

第一次踏上广西这片热土
1930年底1931年初，杨东莼从日本回到上海。这时，他

非常想回家乡醴陵去看望他的三子一女，但被友人警告说风
险太大。这样他只好待在上海继续做些编译工作，同时寻找
失联的地下党组织。岂不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的党组
织因顾顺章、向忠发的先后叛变，正处于极其危急的紧要关
头，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果然，1931年底他外出时被抓捕
入狱。这是他五四运动时挨军警抓去关了一晚之后的第二次
被捕。但他得益于一批友人的营救，得以释放。这些友人里
包括了他的红颜知己、年轻的浙江姑娘冯曼莹。冯曼莹1915
年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却因年少时与嫂子不和，被恶嫂设
计陷害卖到了上海，结识杨东莼后他们互相帮助扶持，走出
劫难困境。后来经组织批准同意，冯曼莹成了杨东莼的第二
任妻子，并由此陪伴终生。

出狱后，杨东莼得到好友周谷城的邀请，到中山大学任
社会学系教授，他带着冯曼莹前往广州。不想这一趟广州之
行，却与广西结下不解之缘。

1932年初，杨东莼带着冯曼莹去广州中山大学之前，因
为刘斐的关系，他与程星龄、陈公培等一起先去了一趟南
宁。这是杨东莼第一次踏上广西这片热土，虽然只停了短短
几天，但结识了李任仁、陈此生，并与李宗仁、白崇禧、黄
旭初见了面，这可是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杨东莼以后在教
育、文化、抗战和统战工作多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现，都与
广西密切相关。

当时李、白、黄正雄心勃勃地拟定“建设广西，复兴中
国”的纲领，要把广西建设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抗战中
的西南保障，提出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四大建设的目
标任务，实施相对开明的各项政策，大力招揽各方精英人
才。而创办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广西师专），培养本
省教育骨干力量，成为建设模范省的重要一环。正逢这样的
时机条件，所以刘斐推荐杨东莼出任广西师专校长时，立即
得到对杨已有良好印象的白崇禧、李任仁的同意。

1932年暑期，在中山大学任教了一个学期的杨东莼又回
到上海，这时接到广西当局的聘书。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
蒋桂矛盾使广西成为白色恐怖下的一个“空白点”，政治环境
相对比较宽松，到广西办教育、适当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是可
以有为的。于是在李、白发电邀请和刘斐多次催促之后，8
月底他从上海到桂林，再由刘斐、田良骥（也是醴陵同乡同
窗好友，时任桂林县县长）陪同，到南宁面见李宗仁、白崇
禧。这次他在南宁住了较长时间，在白崇禧、刘斐的宜园待
了一个月。在充分了解情况和做了一定准备工作后，10月上
旬，在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陪同下到桂林，10月12日在
雁山广西师专举行的首届开学暨校长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讲。
作为广西师专首任校长，他拟定的八个字校训“尊师重道，
敬业乐群”，由广西师大一直沿用至今。

三十年代初广西省政府决定办广西师专，地点原定在南
宁市内的工程学校旧址。著名的教育家、灌阳人唐现之从中
山大学调回来任师专筹备处主任。他是陶行知先生在南京高
师的得意门生，崇尚陶先生办晓庄乡村师范的理念，不满意
在市区内办学，建议学校北迁到桂林市南郊外的雁山公园
（即西林公园），获得批准。因此雁山园从1932年起就成为广
西师专的校园。1936年广西大学迁入桂林，师专并入西大并
改组为文法学院，雁山园又成为西大校园。

雁山园的山水园林、花木亭榭总体布局格调，给杨东莼
很好的印象，也让他常常联想起醴陵渌江书院，说“这才是
办学读书的好地方”。渌江书院曾是他父亲杨策和程潜读过书
的地方，这里走出了李立三、陈明仁等人。1924年 3月，杨
东莼从长沙回到醴陵担任过渌江中学校长，引导支持学生们
成立了“社会问题研究社”，研究社的三十多个成员里就有左
权、蔡申熙、宋时轮、陈恭、陈觉等人。他同样希望在广西
涌现出大批的栋梁之材。

在广西师专初建时，曾一度出现过“杨、唐之争”，这是
杨东莼上任校长后与原来的筹备处主任唐现之在办学思想上
出现了分歧，师生里也因此形成了两派观点。后来是教育厅
将唐现之调回南宁。在欢送会上，杨、唐两位教育家却互相
真心地称赞对方，表现出的宽容大度给人印象深刻。当时教
育学教授张宗麟（浙江绍兴人），曾毫不客气地说杨东莼、朱
笃一“把广西几乎变成湖南人的‘殖民地’了”。但后来张宗
麟到上海参加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杨东莼等
组织领导的抗日文化救亡活动，在救国会、生活教育社、山
海工学团等各个组织都与杨东莼有很好的合作共事，对杨东
莼也表示了由衷的敬重钦佩，以至1949年共和国成立初他在

教育部任高教司副司长时，也力荐拥戴杨东莼出任国立广西
大学校长。

杨东莼广聘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到师专来任教，其中最
著名的当属朱笃一 （朱克靖） 和薛暮桥，1934年 5月，白崇
禧首先“礼送出境”的是朱笃一，紧接着杨东莼被迫“辞
职”，和薛暮桥两人一起一路同行地被“礼送出境”。1937年
抗战全面爆发，杨东莼从上海回到长沙，在友人张治中为主
席的湖南省政府当高参，薛暮桥也携带着他一直主办着的

《中国农村》，从上海撤到南昌再撤至长沙，编辑出版工作及
自己一家也住进了杨家。巧的是1938年薛暮桥和朱克靖这两
位广西师专的老党员老同事，又不约而同地一起参加了新四
军。薛暮桥先是在教导总队任训练处副处长、政治教官，后
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经济工作。朱克靖到新四军总部任
顾问、联络部长、秘书长。

就在桂系“礼送”杨东莼出境之后不到两年，桂系又把
杨东莼请为座上宾。

原来早在1934年，桂系李、白就曾派黄旭初到江西中央
苏区与潘汉年、何长工进行秘密谈判反蒋抗日，红军也派出
过宣侠父、谢和赓来桂谈判；1935—1936年红军长征到陕北
后，桂系又派过刘仲容多次北上谈判，还得到过毛主席的接
见；当然最出彩的还是 1936年“六一事变”（亦称“两广事
变”）的完善处理，这里面就有杨东莼出色的统战工作。

本来杨东莼在师专被白崇禧“礼送出境”回到上海后，
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到抗日文化救亡活动，特别是和沈钧
儒、邹韬奋等人一起组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以及后来进
一步拓展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牵头的“全
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各项工作。1935年，杨东莼经救国
会里地下党员曹亮的介绍再次入党。但是，1936 年 6 月 1
日，爆发了“六一事变”，蒋介石与两广势力之间的内战一触
即发。在蒋介石用计分化瓦解了广东陈济棠军队后，桂系
李、白与蒋的对峙，成为全国各种政治势力交织斗争的焦
点。李、白再三电邀当时威望日增的救国会主席沈钧儒赴桂
共商国是。救国会仔细研究后认为沈去不宜，决定改派杨东
莼为救国会全权代表赴桂。他在桂系“群英会”上“舌战群
儒”，不赞成另立政府的“开府立国”，主张改“反蒋抗日”
为“逼蒋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为和平
解决两广事变奠定了基础。他的才高智勇，给李、白印象深
刻。同年 10月和年底的“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 后，杨
东莼又两次代表救国会来到桂林、南宁，继续做李、白以及
李济深的工作，特别防止有人调唆桂系的“乘机起事”。西安
事变后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对桂系的没有“异动” 表现很
满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进入一个
新阶段。

形势的发展，事态的变幻，证实了杨东莼对政治的敏
感、时局的把握基本上都是对的，这也让李、白对他更加刮
目相看。1938年后，白崇禧出任桂林行营主任，立即想聘任
杨东莼为行营秘书长，被其婉拒后才又聘他出任广西地方建
设干部学校教育长。

这样，杨东莼再次开启了他在广西的教育生涯。

出任广西地干校教育长
1938年末，广州武汉沦陷、长沙大火后，形势严峻，经

周恩来批准，杨东莼本来准备绕道桂林、重庆到延安去，但
在桂林却又被留了下来。当时已经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周恩来与白崇禧商定后在桂林设立了
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出任主任。杨东莼到桂林后，白崇禧
想要他出任桂林行营秘书长；而已到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任
副主任的李济深，希望他到重庆来共事；杜重远先生应盛世
才之邀，则想拉他一起去新疆，杨东莼也很心动并初步应
承；此时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却连夜登门拜访，极力劝
说，热忱相邀，定要留他在桂林帮他本人主持广西地方建设
干部学校（简称地干校）。作为地下党员的杨东莼，即到“八
办”请示李克农，经组织批准，最终他被同意留在桂林，出
任广西地干校教育长。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中共南方
局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要尽快把文化人士、民
主人士抢救出港。杨东莼与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
梁漱溟等人，分批经东江游击区取道粤北、湛江等地返回桂
林，再次掀起了桂林抗战文化城建设高潮。

王警华有文章回忆他父亲王忍庵先生，其中涉及杨东
莼：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王忍庵只身在隆
隆炮声中最后撤离香港，经过广州湾乘船，沿西江逆流而上
返回桂林。在同行的船上有一批撤离的文化人士，其中有一
对杨姓的中年夫妇，与他交谈十分融洽，也谈到自己在桂林
住处很有困难。王忍庵经过审慎了解到杨氏是进步文化人士
之后，就主动邀请到家去暂住，于是杨姓夫妇便住进了王氏
桂林訾洲的书店家中。这时杨先生才说出他的真名是杨东
莼，系广西当局通缉重要人物。据此，王忍庵即将杨先生夫
妇秘密安排到二楼书库内居住，所有的生活起居都由他夫人
单独照顾，任何人都不能进入书库，包括孩子也不允许进
去。这样秘密住了三个多月，从不下楼，房东都毫无察觉。
直到形势有所缓解后，王忍庵又给了他一大笔路费，安全送
他离开桂林。

1949年之后，王忍庵先生在长沙失业，报纸登出了中南
军政委员会的全部名单，他看到当年在桂林家中避难的杨东
莼先生也列其中，负责接管国立广西大学担任校长，于是就
主动与杨东莼联系。杨校长很欢迎他来广西大学工作，担任
总务长秘书，于是全家第二次回到山清水秀的桂林。这是后
话。

秋季，在“军事南下，政治北上”的高潮中，杨东莼北
上北平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协商建国”。周恩来单独接见他
时说：“现在你应该把红旗插起来了！从来只有个人找党，没
有组织来找个人。”然后告诉他，具体工作有两个选择：一是
潘汉年要他去上海任教育局长，二是张云逸要他去广西大学
任校长。

杨东莼选择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广西。（下转58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