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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最年轻的院长

“七七事变”时，陈序经正在广东

顺德考察蚕丝工业。事变后，他于 7 月

底北上，但到南京后就已不能再往北去。

得知庐山谈话会确定要建立长沙临时大

学的消息，陈序经于 8 月 20 日离开南京

前往长沙。他先乘江轮到汉口，再转往

长沙，与杨石先、黄钰生等人参加筹办

临时大学。

临大才办了几个月，根据战况，又

得迁滇。陈序经与方显廷一行又于 1938

陈序经（1903   — 1967），字怀民，海南文昌人，杰出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1925 年毕

业于复旦大学，赴美留学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1938 年 4 月至 1944 年 8 月，任西南联大法商学

院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

陈序经：谦谦君子 以学报国

年初乘火车离开长沙到桂林，从桂林乘汽车到

梧州，由梧州乘船到广州、赴香港，从香港乘

船到越南海防，再经滇越铁路抵达昆明，转而

去蒙自。西南联大在云南落定后，时年 35 岁

的陈序经担任法商学院院长，成为这所战时大

学最年轻的院长。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控制西南联大，

要求该校凡院长以上的行政人员都要加入国民

党。按规定，已被任命为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

经也要加入国民党，但是他断然拒绝。于是，

教育部让蒋梦麟常委特去劝说他。

面对加入国民党的要求，陈序经回答：“如

果教育部不任用非国民党员当法商学院院长，

那么撤我的职好了。我宁可被撤职不当院长，

也不参加国民党。但是我不会自动辞院长职。”

最终，由张伯苓、蒋梦麟和教育部商谈圆场，

没有再要求陈序经加入国民党。

在战争中着力著述

抗战时期的条件并不便于做学问，陈序经

回忆：“我们初来昆明的时候，因为昆明所借

用校舍，不敷所用，于是文学院与我所掌的法

商学院，乃在蒙自上课。蒙自的图书设备更为

简陋。研究工作，更谈不上。可是这个富有乡

村气味的县城，加以景色宜人的城南南湖，使

同人得到一种清闲幽静的生活。而特别是自从

七七事件发生以后，同人既备尝流浪紧张的艰

龙美光

1938 年，陈序经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