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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时期的生物系 

穿越时空，追溯过去。让我们向后回顾近八十年，1937 年 8 月 13 日，

日军进攻上海，江湾校舍多处被炸，原有图书馆资料及教学设备毁于一旦，

复旦师生辗转 5000 余里，

来到重庆北碚。 

云水苍苍，嘉陵央央。

在时任校长吴南轩的带领

下，来到北碚嘉陵江边的

夏坝，开始了长达 8 年的

内迁办学。“茅屋里求

学”，这是教授总结的北碚读书口号。当时出任过生物系主任的卢于道教

授，除了管理系里的教学、科研外，还负责在抗战大后方开展科学社的活

动。 

至今，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旧址博物馆中保存着

一台当时学生上课使用过的显微镜，著名科学家童第周

时任生物系教授，他来到附近小镇，拿着可怜的薪水，

买到一台双筒显微镜，

刻苦开展胚胎学研究。

薛芬教授在重庆的特殊环境中，从事的鱼类

研究受到美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高度评价。 



“陋室绳床，坚持教学，含辛茹苦，研读不

缀”。当时的生物系开门办学，与中央研究院的

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密切合作，

教学和科研搞得十分出色。教授阵容全国之首，

除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动植物学界泰斗秉志和

钱崇澍外，还有卢于道、张孟闻、曲仲湘等著名科学家。图书资料日益充

实，收藏有动植物标本 6000 份，珍贵杂志 1000 余册。1938 年至 1946 年的

八年，是生物系在抗战时期的光

辉一页。我有幸在北碚的复旦大

学旧址中参观学习，西南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的谢建平教授和

2014 年本科生张玲同学为我提

供了珍贵的照片和采写资料，让

我们记住这段难忘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