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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要归功于几位德高望重的老

校长。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校

园被毁，学子星散，复旦被迫西

迁。由于办学经费捉襟见肘，学

校西迁重庆后，难以为继，不断

传出拆并的风声。1938 年春起，

主持重庆校务的吴南轩副校长等

曾多次致函李登辉称，为解经费

燃眉之急，拟将私立复旦改为国

立。在沪坚持办学的李登辉一再

叮咛，改国立后，“复旦名义必

须保留”。1941 年 12 月，国民

政府正式决定，将私立复旦大学

改名为国立复旦大学，“复旦”

校名终得保留，李登辉这才放下

心来。

1943 年，章益继任国立复

旦大学校长。在他筹划下，复旦

很快发展成为具有文、理、法、

商、农五大学院的综合性国立大

学。抗战胜利后，复旦酝酿复员

返沪。按原定计划，拟于返沪后

将大部分学院迁往江苏无锡，仅

在沪保留商学院、新闻系等部分。

有人因此建议，不妨将复旦大学

改名为“江苏大学”。此时，章

益正在上海与李登辉等沟通复员

事宜。返渝后，他在北碚大礼堂

召开全校大会，坚定地宣布：“无

论如何，‘复旦’两字，必不使

其更改！”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

整，不少名校纷纷被拆并、易名。

经过院系调整，复旦获得了重要

六位掌舵者，百廿复旦魂

　　5月 18 日晚，“六位掌舵者 百廿复旦魂——复旦大学校长传记系列新书首发

暨分享会”于杨浦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以线下线上形式举行。这套丛书不仅记录

了几代校长的奋斗历程，更展现了复旦人“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品格。

马相伯
　　1905年，为捍卫教育主权，马相伯毅然脱离亲手创办的震

旦学院，创立复旦公学。

　　坚持学校独立自主，践行“财政公开、学生自治”的治校

理念，为复旦奠定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

李登辉
　　1917 年，在校长李登辉主持下，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在原有文理两科之外，增设商科 (即商学院 )。

　　掌校期间，李登辉引入耶鲁模式重塑复旦的学科体系，主持

制定了沿用至今的校徽。

颜福庆
　　1927 年，创办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后更名为国立

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他推动创建中国首个公共卫生教学机构——上海医学院公

共卫生科；他创办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为学生提供临床实践

基地；他提出“正谊明道”，强调医学的伦理责任与社会使命，

后成为上海医学院的院训。

陈望道
　　20世纪 20年代初，陈望道受聘任教于复旦大学国文部。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于 1952 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直至去

世。在任期间，他既守护文脉根基，又开拓新兴学科，推动学

科重组，奠定复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格局。

苏步青
　　苏步青院士，我国现代数学的奠基者、中国微分几何学派

创始人。从复旦大学数学系主任到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苏

步青的学术生涯与复旦血脉相连。他在 1978年 7月至 1983年

1月期间接任校长，为复旦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谢希德
　　谢希德院士，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科的开创

者和奠基人。作为复旦大学首位女校长（1983 年 1 月 -1988

年 11 月），她以卓越的学术成就、国际化的教育视野和革新

性的治校理念，推动复旦向研究型、国际化大学的转型，为复

旦在改革开放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考资料：复旦大学校长传记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