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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 缅怀西迁岁月

张在军介绍，乐山8年，是武大校史上最艰苦的8
年，也是最辉煌的8年。上百位国内著名学者教授云
集，他们在乐山兴学业、传思想、办科普。一时间，乐
山城俨然成了一座学术思想荟萃的高地，先后走出了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院士等达27人之多，武汉
大学也跻身当时“四大名校”之列，这是武大的光荣，
也是乐山的荣光。

乐山师范学院现有多处为武大西迁时期的旧址，
正是有着这段绵延传承的情缘，1991年，武汉大学乐
山校友会联合多地校友，建立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
设置在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供广大师生、市民参
观。

记者看到，纪念堂内藏品丰富，全面展示了武大
在乐的8年面貌。其中一台武大工学院实习工厂所
使用的机床，存放在纪念堂正中。

乐山学者魏奕雄告诉记者，现存的机床当时除为
本校学生实验学习之用，还要为乐山本地工厂、项目
生产所需零部件，比如为当时的乐西公路、岷江电
厂、永利碱厂、乐山发电厂等制造所需零部件，服务
于乐山的工业和地方建设。

除了支持工业，最为乐山市民和学子口口相传
的，是武大师生研制“ 病”药方，用知识拯救百姓生
命。

据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烽火西迁路》一书记
载，当时乐山有一种流行病叫“ 病”，患者四肢无力，
但却因为不知病因无法医治。武大校医董道蕴和乐
山本地医院医生共同研究，发现是因为食盐中含有的
氯化钡有毒，于是提炼出中草药中的马前子碱分发给
市民使用，帮助乐山人彻底治愈了这一顽疾。

日寇投降后，也触发了武大人思归之心。在张旭
东收藏的老照片中，还有一张标注了“1946.6”的黑白
照，照片中一叶小舟孤立，似在守候身后远远的灵宝
塔，禅意浓浓。张旭东说，根据图片人物和时间、地
点来看，应是武大师生回武汉前夕和第二故乡作“最
后的告别”。背后的题字也更显心酸：“淡淡的塔影，
小巧的船身。啊！古城,怀念您，我消磨了多少青
春。”

短短的充满诗情画意的题词，和着优美自然的风
光，人们仿佛看到了武大师生当年依依惜别的目光和
身影。

弦歌不辍

1938年3月到1946年秋，武汉大学寄寓乐山
8 年而弦歌不辍。此间，不仅培育了数千名学有
专长、术有专攻的各类人才，而且在中国高等教
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在乐山的发展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温历史情谊，是为了更好地携手前行。今
年是武汉大学西迁乐山80周年，由市人民政府、
武汉大学、乐山师范学院联合主办“从珞珈山到
乐山——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80 周年诗歌音乐
会”，武大校长及校友参观昔日校本部乐山文庙，
观看“勉成国器”——武汉大学西迁80周年纪念
展览，举办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80 周年纪念座谈
会等一系列活动，重温“从珞珈山到乐山”这段苦
难而辉煌的岁月，传承弘扬当年武大师生艰苦卓
绝、教育报国、支持抗战的爱国精神与传道授业、
培养人才的教育情怀，在今天对武大、对乐山都
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与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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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是珞珈山，一水为东湖水，一园皆英
华气，一聚如黄鹤归。”12月15日晚，“从珞
珈山到乐山——武汉大学西迁乐山80周年诗
歌音乐会”在乐山大佛剧院举行。音乐会在歌
舞《珞珈谣》中拉开序幕，《溯江而上》《峥嵘岁
月》《山水苍茫》《弦歌回响》四个篇章，以慷慨
激昂的诗歌朗诵和婉转悦耳的歌曲联唱，将武
汉大学西迁的曲折历程，以及乐山与武大的渊
源娓娓道来，带领观众穿越历史的尘烟，缅怀
武大西迁岁月。

“武大西迁乐山 8年是两地人民情感交
融、共生共荣的8年，在表演者的深情朗诵中，
那些发生在西迁岁月中的点滴故事也被一一
回望，让人回味悠长，深受感动。”晚会结束
后，观众张先生如此感慨。

12月16日，我市举行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80周年纪念座谈会。武汉大学校长一行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武汉大学校友代表前往曾经的
武大乐山校本部乐山文庙、国立武汉大学西迁
纪念碑、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等地参观，重温
那段在战火纷飞中潜心为学的特殊历史，并来
到乐山师范学院樱花园种下了纪念武汉大学
西迁80周年的海棠树和桂花树。

武大校友们在乐山文庙参观了“勉成国
器”——武汉大学西迁80周年纪念展览，详细
了解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办学8年的
历史。看到昔日武大教授们在艰难的岁月育
人成国器、传教开民智、教育救危邦，励精图
治、砥砺奋进，书写了武汉大学乐山时期的辉
煌篇章，大家深受感动，心生敬佩，感叹前辈德
业堪为今日之典范。

武汉大学内蒙古校友会会长李君说，诗歌
音乐会让他看到了武大师生在国难时期励精
图治、潜心为学、教育报国的忘我精神，而后的
参观环节，身临其境重温那段峥嵘岁月，看到
乐山为弘扬武大精神做出的种种努力，包括保
存遗址和举办系列活动，延续融通了乐山与珞
珈山之间的山岳情缘和文化血脉，也增进了武
汉大学与乐山的深厚友谊和文化交流。

1937年7月，日寇侵凌华夏。次年初，武
汉形势危急，紧要关头，2月21日，武汉大学
召开第322次校务会议，商议迁校事宜，决定
迁至乐山。

长期致力于武汉大学西迁历史研究的张
在军告诉记者，当时，武汉大学选址经过了多
方考察，最终选在乐山古城。乐山三江汇流，
水陆交通相对便利，最重要的是乐山物产丰
富，民风淳朴，能够为学校提供必要的供给。

1938年3月，武汉大学师生采用自由组合
方式分批乘船沿江而上，几经辗转，终于抵达
嘉州。

乐山收藏爱好者张旭东，拥有武汉大学乐
山时期课本、期刊、票证、老照片等藏品上百
件。 在张旭东收藏的50余幅有关武汉大学
的老照片中，最早一幅是1938年4月28日拍
摄的风光照，这幅黑白照片画面已然斑驳，但
还是能够清晰还原80年前的乐山，照片取景

“嘉定公园图书馆”（现为海棠广场），背后的
题字为：嘉定公园图书馆俗称洋楼，瞅见学友
登高观看赵熙题“四积轩”别有洞天，初来乍
到，武大嘉定分部中文系合浦宋光达摄。”

张旭东说，4月28日是武汉大学在乐山复
课的前一天，当时学校暂定名为“国立武汉大
学嘉定分部”。经过长途奔波的学子，对乐山
既充满好奇，以至于第一时间将乐山的印象定
格在相机里。

直到1938年 7月，校长王星拱抵达乐山
后，正式易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办、文
学院、法学院、图书馆“落户”乐山文庙，理学
院“落户”高西门外的李公祠（现白塔街附
近），工学院“落户”三育学校（现乐山师范学
院），学生男生宿舍主要在龙神祠等地，女生宿
舍则位于现在的白塔街。

此后 8 年，武汉大学师生扎根“第二故
乡”，日与大佛相邻，夜与三江为伴，潜心学
术，立志救国，与乐山市民互帮互助，共克时
艰，为乐山留下了一段宝贵的回忆和精神财
富。

今年，武汉大学西迁乐山80周年，但
是那些人、那些事、那份精神遗产仍然被
两地珍视和典藏。

市文广新局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
胡方平告诉记者，作为抗战时期武汉大
学西迁校址，乐山文庙见证了武汉大学
乐山时期的苦难与辉煌，承载着万千学
子的情感记忆，留下极其珍贵的历史遗
存，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文庙所不具备的
独特文化价值。

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历史，纪念武
汉大学西迁乐山80周年，我市今年精心
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编辑
纪念册《记忆：一座城与一所大学——武
汉大学西迁乐山档案文献图集》，再现武
汉大学西迁乐山历史档案图片；出版诗
集《从珞珈山到乐山》，讲述武大人文故
事，缅怀前辈报国情怀；以武汉大学西迁
乐山历史为主题，拍摄完善武汉大学西
迁历史专题片，该片在座谈会上进行了
播放。

我市将进一步加强对武汉大学西迁
乐山历史文物的保护，将乐山文庙（武汉
大学西迁乐山校本部）申报为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积极争取武汉大
学支持把乐山文庙保护纳入高校老建筑
保护基金项目；加强对武汉大学西迁乐
山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展示，
弘扬传播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精神，深化
乐山与武汉大学的友谊和合作……市文
广新局还将武大第二男生宿舍——龙神
祠进行修缮保护，建设打造纪念赵昱、反
映乐山水文化历史的纪念馆，以及恢复
武大学生在乐生活、读书的场景等。

“我们追忆传承的是明诚弘毅、教育
报国、勉成国器的武汉大学——乐山精
神，也是一座城市对文化的温情与敬
意。”胡方平说，温故而知新，正是有了这
样的积淀和传承，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为

“旅游兴市、产业强市”，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
游目的地和全省区域中心城市，争创全
省经济副中心做出自己的贡献。

武汉大学和乐山人民的深情厚谊，
历久弥坚、愈发灿烂。

珍贵藏品 再现“第二故乡”
回望山水 两地情谊悠长

珞嘉情深 携手再续新篇

近日，三江都市报以 《乐山“厕所革命”街
头新景观》 为题，用整版照片，报道了乐山中心
城区近年来“厕所革命”取得的可喜成效。一座
座高颜值、高科技的公厕，集如厕、休闲、文化
于一体，面子美里子也美，成为乐山街头一道道
亮丽的风景线，颠覆了市民对公厕的认知，颇为
引人关注。

2015 年初，全国旅游工作会作出了“开展全
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大行动”的部署。从向顽疾
宣战、开启声势浩大的“厕所革命”开始，一系
列文件相继出台，各地积极响应号召，因地制宜
提升旅游厕所的颜值和内涵，统筹推进文化和旅
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

乐山市“厕所革命”率先从景区铺开，全市
32 家国家 A 级景区投入近亿元，新 （改） 建旅游
厕所 200 多座。去年，乐山中心城区城市停车
场、公厕改造工程纳入全市“挂图作战”项目，
计划用两年时间在中心城区新建 （改造） 59 座公
厕，目前已有42座建成投用。

如今，乐山公厕软硬件设施得到显著提升，
给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多方便的同时，也提升了大
家的满意度。在各大景区、街头，干净又漂亮的
厕所不光让市民和游客感到舒心，其蕴含的文化
元素，还引来不少人拍照留念。

旅游公共服务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
面，在众多服务环节中，厕所既是难点也是重
点。这个看似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话题，却最能体
现个体尊严。“方便”的事如果不方便，必然让人
游兴全无。对于游客来说，不仅要欣赏优美的景
色、获取新鲜的体验，而且还要满足包括如厕在
内的基本生理需求，这是关系到游客满意程度的
基础因素之一。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厕所文明代表了一个城
市、景区的文明，厕所形象代表了一个城市、景
区的形象。推进“厕所革命”，把完善厕所建设管
理作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促进旅游发
展的重要抓手，是乐山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
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的题中之
义，与市民生活和游客体验息息相关，与城市文
明、社会进步息息相关。

按照去年出炉的 《乐山市“厕所革命”实施
方案 （2017-2020 年）》，为全面提升厕所建设和
管理水平，改善环境卫生，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到 2020 年，乐山将完成 200 座以上机关事业单位
厕所、300 座以上城乡公厕、200 座以上交通沿线
厕所、50 座以上交通节点厕所、150 座以上旅游
标准化厕所的建设和改造任务，全面推动公共服
务设施和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完善，让人民群众共
享乐山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目前，各地正按照 《方案》 有序推进厕所新
（改） 建提升工程。在配齐硬件的基础上，更为重
要的是优化“软服务”，这一点，乐山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相关部门须做好后续管护，建立起严
格、科学、持久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升
公厕管理服务质量；还可积极探索“引商入厕”
建、管、养模式和途径，有效整合和利用市场
化、社会化资源，延续公厕的生命力，于细节之
处显温暖，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

“厕所革命”
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寻找嘉州记忆，记住美
丽乡愁；体验农耕文化，展示人文风情。12月 21
日，市中区第二届“我的美丽乡愁——嘉州乡村文
化艺术季”系列活动之田园诗会在市中区文化馆举
行。来自我市各地的诗歌爱好者与诗歌朗诵者齐
聚一堂，共享诗文盛宴。

“一座桥，仿佛割袍断义/左边是岷江，右边是
田园/诗情和画意皆在其中……”诗人郑国耀在组
诗《家住城郊》中如此写到。来自山西的他在乐山
工作生活十数载，乐山已然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我
与土生土长的乐山人视角不一样，乐山伴我走过成
年之后的岁月时光，我将乐山的风土人情、名胜古
迹，还有那一份独属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诗歌中，表
达我对乐山的喜爱。”郑国耀告诉记者，参与这样的
诗歌创作活动能带给他更多的归属感。

为更好地展现诗歌字里行间流淌的乡愁，朗诵
现场，古筝奏乐、古典舞蹈成为诗会的点缀，更显诗
文的绵长与优雅。据了解，本次诗会所选用的作品
均为原创，自今年11月上旬活动主办方向社会各
界征集诗歌以来，共有53名作者来稿。经严格评
审，共评选出20件优秀作品，其中10件优秀作品
成为本次诗会的朗诵内容。

嘉州田园诗会
吟诵美丽乡愁

■ 肖吟

武大乐山时期的师生照 张旭东 供图

乐山文庙

国立武汉大学西迁纪念碑

离别乐山前夕武大
学子拍摄的照片

张旭东 供图

在乐山文庙参观

诗歌音乐会现场

武大学子镜头下的乐山 张旭东 供图

武大学子使用过的机床

■ 记者 张波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