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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我校

1951

届校友、中科院院士毛江森喜逢八

十华诞，杭高全体师生欢欣鼓舞，恭祝毛江森院士校友

松鹤长春，福寿无疆！

毛江森院士于

1949

年考人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

学，

1951

年高中毕业，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毛院士长

期从事病毒学研究，在脊髓灰质活疫苗和病毒细胞培养

做出贡献，率先在我国开展干扰素研究，发现

D20

增殖

病毒机理。

1978

年开始从事甲肝病毒研究，经十多年努

力，培育出甲肝疫苗，为控制甲肝流行取得重大突破。这

一研究成果荣获国家“七五”攻关荣誉奖，获浙江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等，被评为“八五”

期间国家科技十大成就之一。 毛江森校友被誉为“甲肝

克星”。

1991

年毛江森校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

部委员）。现为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浙江普康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江森院士因在长期科研工作中作出的突出贡献，

被评选为

2007

年浙江省科学技术奖重大贡献奖获得

者，获得人民币

50

万元的奖励。 毛院士心系教育事业

的发展，心系母校的建设，在

2008

年第

24

个教师节

到来之时，把这笔奖金全部捐赠给母校，作为母校的

教育基金，用以奖励在长期教书育人工作中作出贡献

的教师。“毛江森教育基金”进一步激励了杭高大批优

秀教师更加积极致力于教书育人的事业，为杭高的发

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江森院士是母校杭高的骄傲！

(

来源

:

学校网站

)

今年

3

月

10

日是校友金庸先生

90

岁的生日， 面对专

程赶来的故交，金庸先生目光炯炯，虽然头发稀疏了，却一

丝不苟，气色很好。

“金庸身体还可以，听力、视力都很好，就是说话不太

流畅，不过有些话我们还是听得很清楚，他也不断地和我们

交谈。 ”前去拜会金庸的前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如是说。

自从

1985

年，张浚生去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后，他和

金庸就成了好朋友。

1999

年，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院长，张浚生是直接促成者。

“

1985

年，金庸当时还是《明报》社长，我去了新华社

香港分社以后，最早是分管新闻工作。 所以，我到香港拜访

的第一个人，就是金庸。他看到来了一个老乡，很是高兴。 ”

最近几年，金庸很少外出，张浚生每次去香港都会尽可能安

排时间去看望他，“有时，金庸也会陪我们到酒店吃饭。 ”

因为腿脚不便，大部分时候，金庸都待在家里。“但他视

力不错，每天看书。 什么书都看，知识面很广。 ”张浚生说，

“不过，他已经不写东西了。 ”

偶尔，金庸也会跟倪匡、蔡澜等朋友出去吃个饭。 但大

部分时间，还是朋友去家里看他。“毕竟到了这个年纪，走路

已经不太方便。 ”不过，让张浚生感动的是，哪怕是让人搀扶

着，金庸依旧坚持送他们到家门口。

金庸上一次公开来浙江，是在

2008

年

9

月

17

日。 当

时，金庸书院落户海宁，金庸在书院奠基仪式上致辞。

“他对家乡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我经常给他带点龙井

茶，他很喜欢。 ”张浚生去年给金庸带了印在丝绸上的《道德

经》，“他爱不释手。 ”

“现在最让他懊恼的是，他没办法出门旅行，但他心

里，还是很想回浙江来看看。 ”张浚生说。

1945

年

11

月，年轻的金庸（原名查良镛）来到杭州的

《东南日报》社，担任了外勤记者。 这位后来被称为金庸大侠

的人，就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报业生涯。

但当外交官的报国之愿始终超过了金庸报界的工作，

一旦有机会再续梦想，他就毅然地作出决定：继续学习。 这

样，

1946

年

10

月

6

日，查良镛向报社提出了辞呈：“至社工

作将近一年， 深感本身学识能力甚为不足， 故工作殊乏成

绩。 现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恳请准予赐请长

假。 俾得求学之机会而将来回社服务或可稍能胜任也……”

（该辞呈现存于浙江档案馆）。

这份辞呈最终得到了《东南日报》报社的批准。 金庸离

开杭州，赴沪学习并获得作为《大公报》记者赴港工作的机

会。

1959

年，他创办了《明报》，随后还创办《明报月刊》、《明

报周刊》以及新加坡的《新明日报》、马来西亚的《新明日报》

等。

因为年事已高，金庸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最近一次， 金庸的亮相还有那么点娱乐八卦的味

道———

2

月

27

日晚， 香港作家李纯恩在个人微博上晒

出一张照片———气色颇佳的金庸在香港某餐厅用餐，据

说是一个庆祝他

90

岁大寿的饭局，蔡澜、倪匡、李纯恩、

陶杰等香港文艺圈名人都有出席。 一年前， 北京大学证

实，

89

岁的金庸已经从北大获得文学博士，导师是中央文史

馆馆长、北大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教授。而至

2010

年，金

庸花费了五年时间，获得了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真是“活到

老 学到老”的典范。（据钱江晚报报道整理 记者 王湛 通

讯员 李黎）

“学生方面，无论什么东西，不受教员的干涉，也不受教员

的指导，劳动社、书报贩卖社……以及自治会的组织，都是学生

的自动。 就是今年所开的运动会经过的情形，错不多与学校无

干，统出于学生的自动。 ”

李次九们播下的种子，很快发了芽。 按照惯例，每逢祭孔日

一师学生要被派去“司乐”。 如今，受到新文化洗礼的学生向学

校提出不再参加这种活动。 先生们听到了学生的要求，微笑着

说：“牛痘苗发作了！ ”意思是说，新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了。 这

种“出格”行为必然保守势力的嫉恨，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

11

月

7

日，学生创办、得到几位先生资助的《浙江新潮》第二期刊

出一师学生施存统（复亮）的《非孝》，引起轩然大波。 由于此文

曾经夏丏尊审阅，浙江教育当局以此为借口，责成校长查办“四

大金刚”。 经亨颐拒不执行，当局又下令撤换校长。 学生群起挽

留校长，当局竟出动军警镇压，激起学潮。

由于原始史料的缺失，李次九在这次风潮中究竟具体做了

什么，已经很难得知。 不过通过陈望道的回忆录《“五四”时期浙

江新文化运动》我们可以约略想见这条不羁的狂龙会是何种姿

态：“在这斗争中，我们现在检查起来是过于急进一点，有的界

限也不很清楚，旧的一概否定。 不过在当时清况下，不这样搞也

不行，许多守旧的人物在向经校长围攻，是非不清，不急进点就

不能团结同学。 我们四人比较温和的是夏丏尊

(

他是信佛教

的

)

，其次是刘大白，我那时很年轻，较急进，李次九则比我更急

进。 ”

1919

年底，施存统和周伯棣、俞寿崧、俞菼芬等四名进步

学生离开一师，到北平进工读互助团去。 临行时，李次九把自己

仅有的一件皮袍送给了他们。（曹聚仁《文坛三忆·非孝的故

事———施存统》）一师风潮以经亨颐和“四大金刚”自动离校告

终，学生取得的成果是新校长人选须经学生同意，并保证继续

实施改革。

一师风潮之后的李次九，仍然没有忘怀于入世。

1921

年

4

月

22

日，省议会议员李次九、王廷扬、阮性存、林文琴等发起

“省宪期成会”，并制定了简章，设临时事务所于浙江省教育会。

5

月

22

日该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6

月

3

日，浙江省议会选出

了

55

位省宪（法）起草员及同数的候补起草员，李次九是湖州

籍五名起草员之一。 在“九九宪法”起草过程中，李次九一直表

现活跃。 他发言支持省议院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主张省长由

人民另组选举会

选出。 当周继潆

提出都察院问题

时， 李次九激烈

反对， 说：“虞政

党政治不良，而

欲希望一超脱政

党以外之机关，

为之监政， 性质

上实是一种太上

机关， 然其产生

仍不外选举，又

安知不为政党政

治所利用。 政党

还是清清楚楚，

有政纲政策以为

标准， 若外冒不

党之名， 而行私

党之实， 在机关

中为太上机关，

在国民中为元老

国民， 窃诚不知

其可。明末党祸，皆起于都察院，是其明证。 ”（陈益轩《浙江制宪

史》；《申报》

1921

年

6

月

27

日）在《（北洋）政府公报》第

196

册我们可以看到

1923

年

1

月

6

日的大总统第三千六百五十

八号令，允准国务总理王正廷呈保前浙江督军公署秘书李次九

以简任职交国务院存记。 不过，此后李次九在浙江的政治生活

中还有什么活动就不见记载了。

有一段时间，李次九似乎过起了龙潜于渊的生活。 五十二

岁（

1929

年），儿子李师震因喉疾误治死，老妻沈美成哀苦万

状，李次九无术慰之，只得寄情于张惠言的《词选》、董毅的《续

词选》，以自解自遣。 后来得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于是因甲及

乙，由乙而丙，种类日多，翻阅加勤，广搜诸家评论及其轶事详

注于下，抶撷精华，批导窾要。 妻子的哀思，随着老先生目视口

诵手写之劳而日减。

1933

年冬间，发心汇录。到

1934

年夏，正

编续编告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词选续词选校读》。 但如

果以为李次九写这部书仅仅为排遣丧子之苦， 那就错了。《自

序》如是说：“附录三卷，甫于今日钞完。 掷管举头，案上日历‘九

一八国难纪念’七字，突触余目。 因念词兴于晚唐，成于五代，盛

于两宋。 此三时代者，皆我历史上民族衰败之时代，而词不幸为

此时代之产物。 余汇录成书，又不幸适逢此‘燕云不复’，‘南渡

偷安’，新愁旧恨，一时都上心来。 ”即便伏案书斋，龙心仍然是

不宁静的。 知交俞寰澄说得好，李次九著此书，“借古人以浇垒

块也。 昔人以忧患成词，次九以忧患考证详释之。 校读之著，千

余年心血泪墨之聚注而已” 。

书斋生活很快就被无情打断了。

1937

年（一说

1936

年），李次九接任浙江省民政厅下属的杭州贫儿院院长。 不久，

全面抗战爆发。

11

月底，杭州已是一片混乱，政府机关包括省

民政厅纷纷撤离。 眼看杭州沦陷在即，贫儿院数百儿童，绝大多

数已由父母领去，最后剩下无家可归的五十个贫儿。 教职员工

亦已大半离去，剩下少数几个。 年迈的李次九毅然担起重任，决

定采用年轻教员严金明的建议，立即撤往金华。 七名教职工和

家属带着五十个贫儿，坐二只方头小船，经富阳、桐庐、兰溪，到

了金华，再转往交通不便的山区里郑。 贫儿院师生到了里郑后，

教员们凭看抗日热情，打破“部颁课程标准”，定出了一套新的

教学内容与方法。 除了低中年级的文化课基本照常外，高年级

与职业班的职业教育，保存了缝纫、制鞋两门，增加了农业劳动

和上山打柴。 语文、体育、音乐、美术都打乱。 数学停上。 语文改

为各自阅读书刊与写作，体育课是每天清晨的爬山，音乐课学

唱抗战歌曲，美术课学美术字与漫画，出外写宣传抗日的漫画

与标语。 他们在里郑和附近的西王、黄龙塘各设一所民众夜校，

进行抗日宣传，结合扫盲。 此外，还组织了剧团，到学校周围各

村去演出抗战独幕剧、活报剧，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

《帮助咱们的游击队》、《三江好》、《壮丁》等等。 这些戏都是师生

合演。 有的戏连剧本都没有，但在杭州时看过，就凭记忆凑起

来。（严金明《我心目中的黄乃耐》；许为通《回忆浙江省立贫儿

院》；项秀文《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忆李次九先生》）从中我

们不难看出十多年前浙江一师的影子。

1938

年

9

月，李次九辞去院长职务，携家人去广西投

亲。

1940

年夏天，转辗来到上海（按，《浙江一师风潮》李次九小

传说“传闻

1938

年秋去广西投亲，后无音讯”，不确）。 恰好青

年协会的吴耀宗请在沪江大学任教的王治心接编已出四册的

《中国历代名人传略》，从宋代到民国初，分列为第五第六册。 当

时，王治心课务繁重，而且正准备以一年之力编写《中国文化史

类编》。 踌躇之际，恰好李次九避难来沪，一经商酌，李次九一口

答应。 于是两人便相约分工合作，由王治心搜集材料，李次九则

任组织写作之劳。 五个月之后的民国第二十九次国庆前夜，李

次九完成了第五集的撰写， 此书由青年协会书局于

1941

年

3

月出版。 随后两人又以同样方式合作编成了第六集，由于珍珠

港事件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这一册抗战胜利后方才得以付

梓。 王治心公正地表示，“名虽合作，实则大部分都是次九的力

量” 。 李次九为什么如此爽快地答应王治心的请求呢？ 这其中

固然有两人交情的因素，更因为“这是青年协会的工作”，他乐

意以另一种方式来教育国难时期的青年。 第六集王治心序说：

“我们这些在白纸上写黑字的所谓文化人， 对于这个伟大的时

代，有着极重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一般活泼有为的青年，从‘个

人主义’‘封建思想’中得到解放，一个个成为民族斗争中的勇

士。 我们本着这种立场，叙述这从宋以来的几许名人，以民族主

义为中心来加以褒扬或贬斥， 读这书的人， 当能体会到这一

点。 ”这是两个人共同的想法。李次九在第五集序里说，宋代“赵

家君臣们包办出卖民族， 尽管出了好几个挺大的民族英雄，因

为立不起民族的联合战线，到底救不了民族的灭亡。 并且这个

遗毒，一直传到近百年，非但没有消净，还免不了‘逢春必发’的

危险。 ”这一通话，当然是慨乎言之。

我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上海租界被占后李次九是如何熬

过漫漫长夜的。抗战胜利后的事情，我只知道两件。一是青年协

会准备出版《中国历代名人传略》第六集时，竟然找不到原纸型

了，闻讯他懊丧万分（幸而后来在角落里找到）。 二是浙江省立

图书馆苦于经费不足，很少购书，只能靠征求捐赠和推行交换

或依靠临时费增加馆藏，其中李次九捐赠者数量最多（杨宝华

韩德昌《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

1919-1949

）》）。

49

年以后，只有从梁希的诗里知道他

1953

年仍和数十年

相知的老友有唱和。 而后，便把偶露一二的鳞爪收回到历史的

云层后面。 神龙之死， 想必会翻江倒海， 而实际情况往往相

反———李次九的死，便默无声息，波澜不惊。

（全文完。 文章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

blog_50166d860100sjpz.html

）

金庸九十 矍烁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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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次九寻踪 (二)

毛江森院士陪同习近平视察

金庸仔细阅读浙大送他的

90

岁生日礼物

李次九题赠朋友自己出的书

李次九作品版权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