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庄古镇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在你的大脑搜索框里，放入“李庄”二字，自动联想会出现什么？李庄白肉？李庄古镇？好吃嘴多是第
一项选择。要知道，这道如今名扬四海的美食，却曾有个不甚雅观的名字——“裹脚肉”，直到抗战时期内迁
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所长陶孟和尝过后，才提议改为“李庄刀口蒜泥白肉”，后简化为“李庄白肉”。
而名字的更迭背后，是李庄与一群学子的相遇——1940年，同济大学为躲避战火迁至李庄。

2025年7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 叶红 版式 罗梅 校对 汪智博

人文版 31

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1

李
庄
成
为
抗
战
时
期
的
﹃
学
术
方
舟
﹄

1939 年秋，侵华日军铁

蹄南下，从上海辗转迁至昆

明的同济大学遭遇敌机轰

炸，决定再次内迁，并委托校
友、中元纸厂厂长钱子宁寻
找新址。其时中元纸厂已从
上海迁至川南重镇宜宾。这
里地处长江黄金水道，沿岸
散布着许多未被日军军事地
图标注的隐蔽村落。然而，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容
纳上千名师生的地方实在难
寻，有些地区也担心这些“下
江人”（当时四川百姓对长江
下游地区人的称呼）招致敌
机轰炸，或导致物价飞涨，纷
纷婉言谢绝。进退维谷之
际，川南小镇李庄向漂泊中
的同济师生伸出了橄榄枝。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
切需要，地方供给”——这座
常住人口仅3000来人的小镇
以一封十六字电文敞开怀抱，
让漂泊三年的同济师生寻得
潜心治学的栖身之处。

随后，“中央研究院”、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
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
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
测量组等机构也纷纷迁来。
1940年到1946年，面积不到
1平方公里的李庄，成为战时
的学术方舟，先后接纳了
12000 余名高校师生和科研

人员。

他们中，有中国建筑学

大师梁思成、中国现代考古

学开拓者李济、中国非汉语

语言学大家李方桂、中国民

族学开创者凌纯声、中国克

隆技术开创人童第周、殷墟

考古大家董作宾，还有享誉

海内外的傅斯年、梁思永、陶

孟和、吴定良、巫宝三、梁方

仲、周均时、丁文渊、夏鼐

（nài）、曾昭燏（yù）……大师

云集，星光熠熠。那时的一封

信，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

能千里迢迢地抵达。

时光流转，战火中结

下的情谊已化作绵延不绝

的纽带。同济大学以现代

方式续写着与李庄的深厚

渊源。同济广场上的风帆

纪念碑，是同舟共济的见

证；建筑系师生为古镇量

身打造保护规划，章明教

授设计的李庄文化抗战博

物馆以“四手相握”的意

象 ，凝 固 了 那 段 团 结 一

心、生死与共的岁月；一

批批同济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接力奔赴李庄中学，

将知识的火种传递给新

一代；2016 年，李庄与同

济大学共建的李庄同济

医院投入运行，94 岁的吴

孟超院士亲自揭牌并主

刀首台手术……李庄与

同济，过去与现在，在时

光中交织而咏。

今年，同济大学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率

队重返宜宾李庄，在这座

被誉为同济“第二故乡”的

千年古镇深情寻根，追忆

抗战烽火中那段弦歌不

辍 、同 舟 共 济 的 峥 嵘 岁

月。当年，这个长江之滨

的川南小镇以博大的胸怀

庇护了众多文教机构，如

今，宜宾正以更宏大的气

魄 打 造 长 江 首 城“ 大 学

城”，四川大学、西南大学

等14所高校相继入驻，在

奔流不息的长江畔续写着

文明传承的新篇章。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的历史坐标上

回望，李庄，早已超越地理

意义上的长江古镇。“山河

沦落处，群星闪耀时”，李

庄的每一块青石板都在诉

说，真正的文明传承，常常

在艰难处见本色。

据“天府新视界”微信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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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古镇，安放一所大

学并非易事。李庄人请出了

殿堂庙宇中的菩萨，腾出了

自家房舍和院子，让师生栖

身。彼时，同济大学的本部

设在禹王宫，工学院在东岳

庙研究机械，医学院在祖师

殿上解剖课，理学院在南华

宫推演公式。六年间，同济

还增设法学院、造船系，培

养出吴孟超、王守武等22位

院士。

在李庄的陋室之中，梁

思成和林徽因携手完成了

《中国建筑史》的初稿，李济

完成了《殷墟器物甲编·陶

器》等著作，童第周和夫人叶

毓（yù）芬用简陋显微镜在

菜油灯下做胚胎学实验，取

得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考

古学家梁思永完成了殷墟侯

家庄西北冈发掘报告的提

纲 ，董 作 宾 推 演《 殷 历

谱》……还有《六同别录》《居

延汉简考释》《上古音韵表

稿》《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

计》等在李庄相继问世，用学

术的坚韧，对抗战争的硝烟。

当李庄以博大胸怀收留

了这群漂泊的学者，学者们

也为这座千年古镇播下了现

代文明的种子。

那时，李庄便拥有了从

幼儿园到研究生的完整教育

体系，孩子们得到了宝贵的

优质教育机会；工学院用直

流电机发电，让小镇比县城

早十年用上电灯；医学院在

李庄办学、开展科普、根治川

南流行病“痹病”，举办“人体

解剖展”科普；机械系的实习

工厂更培养了大批战时急需

的军工人才……1945年8月

15日，工学院电机系学生王

守觉从自己组装的收音机中

首先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

李庄百姓与同济师生沸腾雀

跃，共同见证了全民族抗战

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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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无远李庄曾装下了什么

梁思成在李庄的办公室。
图据李庄古镇景区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