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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其间，他曾回到云南，参加护国运动。

赴美求学期间，董泽始终谨记母亲临行

前的叮嘱：“你前程远大，到美国后要刻苦

读书，学成归来多为地方、为国家做好事……

将来无论你多有出息，都不能忘记家乡和乡

亲们。”

董泽从未忘记年少时的誓言，做了大量

关于筹建大学的准备。“为了在云南创办一

所先进的学校，父亲在美国期间就多次写信

给唐继尧提建议。”董坤拂说。学成回国后，

董泽与唐继尧接谈数次，终于得到支持。

1922 年，董泽被委任为云南省教育司司

长，统筹建校事宜。当时，筹建大学遭到顽

固势力的强烈反对，但董泽并未轻易放弃。建

校经费不足，就通过社会募捐；师资力量不

足，就依托云南留学生……1922年 7月，建

校筹备处成立，当年底，董泽以高票当选校长，

并将学校定名为东陆大学。1923年 4月，建校

工程基本完成，并于4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   

作为东陆大学校长，董泽基本没有报酬。

为了增强师资力量，他高薪聘请省外专家学

者来校执教，并礼聘前清经济特科状元袁嘉

谷到校任国学教授。在招生问题上，董泽曾

上书要求男女兼收，但遭到顽固势力的强烈

反对，最后，董泽以先收女生为特别生的方

案实现男女兼收的目的。“父亲有他做人做

事的准则，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不管阻力

来自何方，他都敢于抵制。”董坤拂说。

实干精神影响后人

“父亲一生担任过许多要职，对待每一

项事业都认真、负责、执着，取得了非凡的

成就。作为子女，我们为父亲感到自豪，但

也很有压力，因为我们不管怎么努力，都很

难超越父亲。”董坤拂感慨道。

董泽不仅参与创办东陆大学，还创办

了云南第一所美术学校、第一所航空学校。

1947 年，董泽将家乡云龙县包括房产在内的

财产全部捐出，建成云龙高级农业学校，培

养农业方面的人才。“后来，很多从农业学

校毕业的学生都来家里看望父亲，感谢父亲

帮他们改变了命运。”董坤拂说。

除担任云南省教育司司长外，董泽还身

兼云南省交通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及富滇银行

总办等数职。即便公务繁忙，他也会抽空到学

校指导学生读英语。修建滇缅公路时，他骑马

到深山里参与路线考察。“父亲以实业为重，

兴滇兴国的举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董

坤拂说。

董坤拂年幼时，全家人居住在青云街。

每到夏天，父亲都会牵着董坤拂的手在院子

里散步，教他背诵王阳明的诗。“归去休来

归去休，千貂不换一羊裘。青山待我长为主，

白发从他自满头……”至今，董坤拂还能倒

背如流。“父亲最崇拜王阳明，赞赏他知行

合一的思想，并曾亲手刻了一枚印章——‘俯

首崇拜王阳明’，将‘知行合一’贯穿一生。”

据董坤拂介绍，在家里的众多花草中，董泽

独爱竹子和梅花，常常教育子女要像竹子一

样弯而不折、折而不断，要像梅花一样有傲骨。

在父亲的影响下，董坤拂从小立志学医，

后来成为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

专家，曾担任急诊科主任和呼吸科主任。除

董坤拂外，董泽的其他 6名子女个个自立自

强，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董坤拂的侄女董

瀚不仅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外交家，

还是一名钢琴教授。孙辈也在优良家风的熏

陶下努力上进，大多取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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