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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缘分 两次路过，都“被迫”留下

“呜——— ”汽笛鸣响，一艘“科隆号”轮
船从中国香港驶离，一位身着洁白色衬衣
和背带米色西裤的绅士，站在甲板上，凭
栏眺望刚刚离开的喧哗港口。这一年是
1949年，此时正值8月。

他，是华岗，1948年春经中共中央批准
到香港治病，协助中共香港工委做统战工
作。一年后，华岗坐最后一班客轮离港赴沪。
晴空万里，碧波荡漾，归心似箭。华岗在万千
的思绪中，看到了内地的航线。然而，由于遭
受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原定在上海停靠的客
轮，不得已转向继续北上，开往青岛。
青岛，多么熟悉的名字！华岗与青岛

的“缘分”很深，他第一次去青岛，是17年
前，那时，也是因为交通的原因，临时转道
青岛。只是，迎接他的是长达5年的牢狱之
灾。当轮船1949年9月2日抵达大港码头
时，回忆涌现在华岗的心头……
1932年，也是9月的一个傍晚，华岗正

打算从上海到东北赴任。彼时，华岗以中
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的身份先到北平，后去
唐山，视察指导工作，由于满洲省委书记
罗登贤调回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满洲
特委，任命华岗担任特委书记。本来打算
走水路直达大连，但没有船，华岗只好先
乘火车到青岛，等候东北来人接他过去。
傍晚时分，天已渐黑，化名刘少陵的华岗，
坐在宾馆的房间里，周围很安静，他正好
整理一下思绪，思考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

作，浑然不知，危险正在向他一步步靠近。
交通员张永祥来了，报告完联系接头

的情况后，他随口说道：“我今天在路上遇
到贺洛书了。”华岗心里一惊：“什么时
候？”张永祥见华岗神色不对，有些诧异：
“八九点钟，怎么啦？”华岗立刻起身，向门
口观望：“他是叛徒，我们必须立刻转移！”
观察了一会儿，华岗无奈地说：“你要是早
些回来就好了，现在已经晚了！”原来，旅
馆周围有陌生人影晃动，显然，有人跟踪
张永祥而来。华岗立刻让张永祥坐下，两
人紧急商量对付敌人的口供。
果然，见两人没有动静，“青岛警察局第

一分局派来的警察闯了进来，开始翻床查身
的搜查。路费和接头文件是张永祥带着的，
对方从一个皮袍的夹层中抄出了密写信”，
向阳在《华岗传》中说。对方非常兴奋，立刻
大呼：“好哇，捉了一个大共产党！”华岗和张
永祥被带进了警察局。
得到华岗被捕的消息后，地下党组织立

刻报告中央，大力组织营救，希望能够通过
保释的方式救他出来，即便不成功，也不能
押送南京。经过多番努力，华岗二人在青岛
被关押了近两个月后，送至济南。
在狱中，敌人变着花样地审讯，华岗，

他自始至终不吐一言。无奈，敌人只得将
华岗转移到济南看守分所关押，在那里，
华岗遇到了老相识任作民和慕名已久的
向明，三人志同道合，一同在狱中与国民
党当局进行斗争。1934年6月底，虽然查无

确证，但国民党当局仍宣布判华岗、张永
祥有期徒刑5年。11月底，华岗便被送回青
岛山东省第五监狱服刑。在这狭小的监狱
中，吃的是窝窝头、咸萝卜，还要到工厂做
工，但这并没有消磨华岗的斗志。辗转被
关押到济南、武昌，1937年9月，中共代表
董必武到达汉口，要求无条件释放华岗、
任作民。迫于当时的形势，反省院于10月
16日通知二人出院。此后，华岗先任中共
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筹办武汉《新华日
报》，应聘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1946年5
月，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
将目光再次调整在青岛大港码头，华实

甫（华岗化名）正在接受检查出港，此时，一辆
军管会的深红色小轿车疾驰而来，从车上下来
一位军官，两人经过简单攀谈，华氏夫妇便乘
车而去。迎接他们的，是老朋友向明，当时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一
别十几年，老友再重逢，自然兴奋不已。寒暄过
后，向明问华岗：“工作安排好了？”华岗说，需
要到京城后再说。向明忙说：“中央不缺人啦，
山东很缺干部，特别是文教界更没有人，你就
留下来吧！”华岗表示得请示中央，他随即谦逊
地说：“我现在也无法全力工作，老毛病又犯
了。”原来，当时华岗肠溃疡发作，身体欠佳。向
明立刻说：“你先留在青岛养病，我马上给找医
生，中央的手续我去办。”
就这样，本来是路过青岛，没想到又

留在了青岛，华岗全家先是住在了迎宾馆
里，后来迁往龙口路40号。

“哗——— ”热烈的掌声，响彻校园，山东
大学与华东大学的学生们对唱着欢快的歌
曲，歌声此起彼伏。在歌声和掌声中，华岗
步入会场，一个顽皮的学生别出心裁，拿着
用树枝编成的桂冠，跑上台去戴在了华岗
头上，如此质朴而又可爱的贺礼，逗笑了华
岗，也惹得现场人员哈哈大笑。

1951年3月19日，在愉快的氛围中，华
岗以新任校长的身份作了“合校方案和山
大前途”的讲话，庆祝两校合校成功，希望
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
进步。华岗是全国第一个由党内同志担任
的大学校长，山大师生对此给予热忱的欢
迎，可也难免有些学生的好奇打听：“华校
长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什么学位？”
此时的山大云集了由国内数十位著名

学者如童第周、陆侃如、冯沅君、吴富恒、杨向
奎、吴大琨、曾呈奎等组成的名师阵容，任课
的教授大都来自国内外名牌大学，闻名全
国。华岗是什么学历？有一次，他在操场上给
全体师生上政治课，他谦虚而风趣地说：“我
比在场的同志们上的学都要少，连中学也没

有毕业呢。”这让师生们都非常惊讶。
华岗1903年10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

龙游县一个山村农家，1914年，入庙下村
小学，两年以后入溪口中和完全小学（今溪
口中学）。他从小就成绩优异，老师曾在他
的作文上批下“清顺无疵，识解俱超”的评
语。1920年，华岗考入衢州的浙江省第八师
范。1923年，因反对学校干涉学生运动被
开除，改名少峰转入宁波浙江省第四中学
继续学习。不久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断学业，从
事职业革命活动。他虽然战斗在一线，却始
终没有放弃学习，他会抓紧一切时间，学习
中外科学文化，即便没有值得炫耀的学历，
他的作品也成为很多人捧读的范本。他翻
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著有《太平天国革
命战争史》《五四运动史》《中国民族解放运
动史》等，在鲁迅帮助下出版《1925-1927
中国大革命史》，作品16部，论文达200多
篇，即使在特殊“书房”里，他仍笔耕不辍，
著有《美学论要》《规律论》等。
刚来青岛不久，华岗就成为了向明的幕

后军师，帮他解决工作上的一些难题。据向

阳在《华岗传》中称，向明指示驻在山东大学
的军管会文教部的罗竹风等多多探望华岗，
可以趁机征求他对山大工作的意见。一些知
名教授听闻后也来拜访他。见众人这么热
情，华岗提出：“如果我不去北京，新学期开
始，可以讲授‘社会发展史’这门新课。”
“社会发展史”是一门公共政治课，华
岗的课也成为轰动青岛的一景。1949年入
校的山东师范大学吕家乡教授记得，在校
园的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山大的师生、教职
员工，还有青岛市里的干部、中学教师、文
化工作者、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台阶上、
空地上，坐满了人，3000多人的广场座无
虚席。“华岗的课简直太受欢迎了，他也没
有讲稿，就几张纸片，思路清晰，滔滔不绝，
大家听得很入迷。当时我的两个同学韩长
经和袁林，两个人忙着速记，一节课几个小
时下来，整理好再给他审读”。这些记录，经
过简单审改后，就是一部能够立刻出版的
著作，会在校刊上发表。“华校长讲课的水
平太高了，他旁征博引，讲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讲得通俗易懂”，当时的小
小少年，对华岗崇拜至极。

山大一景 校长上课全市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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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图/摘自《华岗传》（署名除外）

每次走过龙口路40号，都会忍不住停下
脚步，看一会儿橱窗里华岗的简介和旧照，走
进停满车的院子里，凝视小楼片刻，算是对山
大老校长的怀念吧。这栋小楼在上世纪50年
代曾迎来送往，既有意气风发的学生，也有满
腹经纶的学者，遗憾的是，时间不长，华岗就被
迫结束了他的校长生涯，陷入囹圄。这是他在
青岛第二次被捕，第一次被关押5年，第二次
被关押了17年，占据了他69年生命的三分之
一，但他儒雅的风范，民主的作风，和蔼的面
容，让见过他的人终生难忘。
在山大成立12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校长

华岗的青岛故事，并专访了中国海洋大学校史
研究专家杨洪勋、山东师范大学吕家乡教授，
听他们讲述校长华岗的办学特色，以及他对学
生的关爱与鼓励。他的一生坎坷而又坚定，正
如他给学生的留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1937年，华岗在汉口。 1954年，在青岛。 1951年7月1日，接受学校赠送的匾额。

华岗青岛故居（张文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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