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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日之复旦，汇聚着原复旦大学与原上海医科大学两所名校的历史基业和共同财富。
复旦大学是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医科大学是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公立高等医学院校。
在旧中国，两校筚路蓝缕，屡处绝境。
抗战时期，同迁重庆，坎坷飘摇，艰难办学，坚持不懈。
在新中国，两校迅速发展。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壮大崛起，坐镇东南，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959年两校同时成为全国重点大学，贡献卓著。
进入新世纪，两校强强联合，复旦实力骤增，享誉海内外。
为了保护和继承两校的历史财富，学校同时编纂《复旦大学百年志》、《上海医科大学志》与《复旦
大学百年纪事》、《上海医科大学纪事》（以下简称校庆&ldquo;四书&rdquo;），其中，《复旦大学
百年志》和《复旦大学百年纪事》还记载着2000年4月两校合并以来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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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五卅运动前的1924年春，因有人散布流言，诬陷李夫人汤佩琳女士账目不清等事（时汤任学
校检查员，一说为财务监督）。
校长李登辉遂请假，与夫人同去南洋，任人查账，以明心迹。
李离校期间，由郭任远代理校长。
假期已满，李登辉仍未返校，校内多数师生怀念这位热爱祖国、献身教育、廉洁奉公、诚挚宽厚的老
校长，纷纷要他回校①。
校内国民党右派在五卅前夕贴出大字报，影射攻击校内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造成部分同学思想混
乱②。
由于校址远处郊野，交通不便，消息不灵，校内忙于开运动会、英语竞赛等活动，因而直到工人来校
，才积极投入运动。
1925年6月14日，李登辉在全校师生欢迎下返校，郭任远任副校长，但实际工作仍由郭负责。
1926年郭任远勒令一批同学退学、转学，引起学生反对，发动签名反郭运动。
1926底年，郭辞去副校长职务，1927年离校。
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
日本军队疯狂地开枪打死中国军民5000余人，野蛮地惨杀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17人。
复旦同学义愤填膺，自动组织义勇军，聘请军事教练，积极训练，准备投笔从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
1929年，校长李登辉接连遭到不幸，子女及妻子相继去世，悲伤过度，他请金通尹先生担任秘书长，
总理学校教学、行政等各种事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民族民主运动掀起新的高潮。
复旦在校长李登辉主持下，召集全校师生开声讨大会，并成立军事训练委员会，由化学系主任林继庸
教授担任主任委员，加强对学生军事训练的领导。
复旦同学在李登辉的支持下，3次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出兵抗日。
11月20日，复旦100多同学组织“援马抗日团”，赴东北援助马占山将军抗日。
该团到达北平后，受到张学良接见，并赠给粮食和棉大衣。
这些同学后来加入河北抗日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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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旦大学百年志(1905-2005)(套装上下卷)》谨以此书献给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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