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小将 结缘复旦

章益，1901 年 5 月 6 日出生，字友三。“友三”

出自《论语·季氏篇》：“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

多闻”。童年时，章益和哥哥章谦曾先后在家塾

和公立小学学习。在家塾开蒙阶段，使用《龙文

鞭影》和《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读物，他和哥哥

在学业上力争上游。

章益读公立小学时，教他算术的老师有口吃

的毛病，好奇的章益感到有趣，模仿这位老师。

哪知没多久他也口吃了，说话结结巴巴，口齿不

清，受到了小同学们的嘲笑。痛苦的章益暗下决

心，想方设法纠正口吃。最后呢，他在一篇科学

小品文上看到了治疗口吃的方法，便按照方法去

做，忍住一周不说话，然后少说话，慢慢说，经过

半年左右，他把口吃的毛病基本改掉了。

16 岁时，章益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

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章益在学校饭厅里

慷慨激昂地向同学们发表演讲，被学校开除学

籍。受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赏识，考进复旦大学

学习。（不是台湾那个李登辉。他是复旦任期最

长的校长，他的 26 位弟子后来当了各大学校长，

包括章益、竺可桢等）。

章益 1922年 6月毕业于复旦文科，成绩列文

科毕业生第二名，获金质奖章，留校在复旦附中

干了两年教员。

1924年，章益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

学习。在《章益自传》中可以看到，他的留学经费

较少，原本准备利用假期做临时工来维持生活，

后因章益学习成绩优异，院长和教授对他都很器

重，给了他一份研究生奖学金，同时他又凭成绩

获得清华大学的半官费，因此留学费用问题完全

解决了。他在留学期间心系故国，曾走向美国街

头，向美国民众报告中国“五卅”惨案情况；在中

国俱乐部招待宴上，驳斥华大历史系东方史专家

高文吹捧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论。1926 年他在华

盛顿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并取得华盛顿大学博

士考试及格资格。

1927 年他因家人多次电报和李登辉校长召

唤回国。

教而入仕 辗转西迁

章益的从政之路始终跟教育及复旦大学有

关。1927 年他回国后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教育系

主任和校教务长。

1929 年 1 月，章益因父亲生病，请假回安徽，

先后担任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及安徽大学文学院

院长。同年 9 月复旦大学改制，应校长李登辉邀

请，章益重回复旦担任教育系主任。

1930 年至 1937 年，是章益治学的一个黄金

时期。他先后发表了《教育与国家》《教育与社

会》《教育与文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等一批

论文。此外，他先后参与筹备中华心理学会、上

海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等。值得一提的是，1934 年章益在《复旦教育学

期刊》发表了《横直行排列及新内标点对阅读效

率之影响》。他在留美期间就进行这项研究了，

得出统一采取横行排印并加注标点更有利于阅

读的结论。

“七七事变”后，上海市教育界人士成立上海

教育界战时服务团，章益担任常务干事，为抗日

救国奔走呼号。1937年秋季，国民党教育部指示

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组成临时联合大学，第一部

以复旦为主体，先迁江西庐山，再迁重庆。第二

部以大夏大学为主体迁往贵阳，章益担任教务

长。章益组织师生员工，携带教学资料与仪器

等，历尽千辛万苦抵达贵阳。

1938年 2月 25日，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联大

解体。此时，复旦经费陷入窘迫中。在复旦副校

长吴南轩的策划下，章益到民国教育部当了总司

务长。1941 年 5 月，被调任中等教育司司长。任

职期间，他为复旦争取教育部津贴补助和改为国

立，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内迁作出了贡献。为

了防止日寇抢掠四库全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紧急电告教育部，总务司长章益十分重视，与竺

可桢协调，为《四库全书》提供了经费、藏书地点、

交通工具等各方面的保障。

执掌复旦 延聘名师

1943 年，章益出任国立复旦大学第二任校

长，他积极争取增额经费、兴建校舍、延聘名师，

与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等机构开展密切合

作，出版《复旦学报》，极大地提升了复旦的学术

水平。

章益对师生结社比较宽容，学生社团活动活

跃，出版壁报众多，客观上促进了进步思想的传

播。当时的新闻系主任是陈望道。陈望道是中

共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翻译

者。陈望道担任系主任的新闻系在复旦民主力

量中最活跃。

1943年，章益还热情接待了李约瑟等外国学

者的来访。李约瑟是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

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

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李约瑟在复旦大学

做了《同盟国作战努力中之科学动态》的演讲。

李约瑟考察复旦后，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撰

文，对复旦的学术水平作出了高度评价。

章益担任复旦校长后，聘请了一批名教授来

复旦任教，有周谷城、童第周、顾颉刚、陈传璋、老

舍、方豪、方令孺、梅汝璈等。周谷城是中国著名

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梅汝璈曾任

复旦大学法学教授，1946年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

判。童第周是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

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中国

克隆之父”。

方令孺是安徽桐城人，散文作家、“新月派”

女诗人，和章益是华盛顿大学校友。1936 年 4 月

4 日和 5 日，方令孺和徐悲鸿等 5 人游滁州琅琊

山，写下散文名篇《琅琊山游记》。

江湾复校 护校拒迁

1945 年 9 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原计划将

复旦迁往连云港或徐州，更名为海州大学。章益

据理力争、费尽周折将内迁的复旦大学迁回上

海。沪、渝两校合并后，注册学生达 3692 人，江

湾校舍局促，章益向当局申请，接收了江湾校外

百余幢日军营房以及伪上海大学的农场。但教

室不够用，没有集中考试场地。章益呕心沥血，

想方设法，费尽口舌，筹款建起了“登辉堂”。

那段时间，章益校长又聘请了金通尹、漆琪

生、周予同、严志弦等一批名师。他精心管理学

校，致力于系科建设。1946 年秋，复旦大学已迅

速发展成为一所具有较完整的学科系统的综合

性大学，包括文、理、法、商、农等五个学院共 3 个

系、科（组）和经济学研究所等 5 个所（室），成为

中国南方的学术重镇。

章益担任校长期间，正值抗战中后期和国共

内战时期，“学运”频发，遭到军警镇压。仅在

1947-1949 年间，复旦进步师生就曾受到国民党

军警的 3 次大逮捕。章益校长多次冒险保护和

营救了许多进步师生。他处境尴尬，“动辄得

咎”，几次辞职未获批准。

1948 年底，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

政府要求复旦大学先迁华南，再赴台湾。中共地

下党代表李正文，通过复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

方令孺等民主教授和进步学生，对章益做了许多

思想工作。张志让是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张太雷的堂

弟。张志让和章益关系很好。

国民政府两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杭立武，甚

至老领导陈立夫先后数次密令章益迁校赴台，均

遭到章益的拒绝。他决定把复旦大学留在上海，

并组织“护校委员会”，保护学校。

章益还主动联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王之卓、

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上海医学院校长朱恒壁、

大夏校长欧元怀，五位校长秘密商定：决不迁校，

不去台湾，迎接解放。章益先生不仅自己留在大

陆，而且完整地把复旦大学交给了新中国，功不

可没。

转任齐鲁 重游复旦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委任章

益为复旦校务委员，任外文系教授。1952 年，全

国院系大调整，章益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山

东师范大学前身），任教育系心理学教授。

章益在山师工作长达 35 年，系统发展了该

校的教育学、心理学学科，培养了一批著名的专

家和学者，为山东教育科学和心理学科的发展，

为我国心理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章益 1951 年参加民革，1954 年当选为民革

山东省委常委。政协山东省一、四、五届委员。

1957 年他被错划为“右派”，1961 年纠正，1979 年

得到平反。1980 年他当选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

和山东省分会名誉理事长。1983 年 12 月当选为

民革中央第六届委员会顾问。

章益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

家，也是一位翻译家。20 世纪 60 年代，他承担了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上、中、下三篇的翻译，列入

1978 年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莎 士 比 亚 全

集》。施咸荣编辑评价说：“章益先生的译文准确

流畅，翻译质量高，也有其艺术特色”。此后，他

又陆续翻译了司各特的著名小说《艾凡赫》（合

译）、《中洛辛郡的心脏》和亨特的心理学名著《人

心中的宇宙》。

章益晚年还坚持带研究生，诲人不倦，精心

授业。

1985 年，时值复旦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前夕，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邀请章益回母校看

看。时隔 33 年后，章益以老校长、老校友的多重

身份，第一次重游阔别多年的复旦园。

心情激动的章益，挥笔为复旦校报题诗：

黉宇闳开处，菁莪气象深。

弦歌常注耳，俊秀目盈庭。

先正仪型在，时贤建树新。

重登此胜境，欢慰满胸襟。

1986 年 7 月 16 日，章益先生逝世，享年 86

岁。章益先生毕身从事教育，学术成绩斐然，为

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章益先生为人高节，不谄上，不骄下，严于律

己，和善待人，自奉清廉，两袖清风，体现了高尚

的道德风范。他的道德文章和精神情怀影响深

远，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章益：滁州走出的文教大家
□郑远星 XIJIAN RE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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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下午，由滁州市文联、滁

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滁州市首期公

益书法培训班在阳明社区宣传文化室

开班。

本期公益培训班旨在深入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弘扬民族文化国粹，提

升群众文化艺术素养，丰富居民业余生

活，推动我市社会文化发展繁荣，增强文

化自信。本期培训班分为大楷、小楷、行

书、隶书 4 个班，为期 2 年，每月 2 次面

授。任课教师由当前活跃在滁州市书坛

对相应书体有较高造诣的实力书家担

任，所有学员零付费参与培训。培训对

象为 18 周岁以上的书法爱好者，共有

180 多人自愿报名参加学习。公益班的

开办，深受广大学员的欢迎，大家纷纷表

示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切实提升自身

的艺术修养。

此次公益培训班由滁州市湖心路小

学、阳明社区等单位提供活动场地等后

勤保障工作。 （欧琳琳）

滁州市首期公益书法
培训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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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远星《复旦校长章益》一书近期将由黄
山书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