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李楚材校长

  
61届3班 严祖祐：

 我是１９５８年初中毕业的，开始择校时，父亲建议我报考五十一中学（现位育中学），因为
校长李楚材先生既是他同一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旧友，更是一位十分富有经验又极其负责
的教育家。其时，正是人们刚刚经过一场反右的狂热，又开始迎来一场新的大跃进狂热之际。入学后
不久就听说，五十一中学在不久前的“反右”运动中是个“典型”，据不知道哪一家部门的统计，无
论在校教员中被划“右派”的比例，还是前几届毕业生中被划“右派”的比例，在全市中学中，都是
名列前茅的。当时，上海市的一位主要负责人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大跃进”，决定在教育界开展一
场“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运动，其标志就是学校停课，把学生都赶到工厂或农村去，那时叫
做“勤工俭学”。我们学校的全体高一新生有幸地作为第一批“试点”对象，未上一节课，就全部开
赴浦东一家船厂，每天和工人一起三班倒，顶岗干活。就这样，作为党外校长的李楚材先生，几乎有
半年多时间没有在我们面前露面。半年多以后，“大跃进”终于使完了劲，灾难却开始初露真容。以
不读书、不上课为特征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改”也收了场，我们终于打道回校重新
上课。这才在校园中时而又见到了李楚材校长圆圆的、一团和气的笑脸和踽踽而行的身影。将近有
一年时间，李校长在全校分管的工作，是每逢星期六下午第一节课后，每间教室的扩音器里便传出
了他那带着浓重苏南口音，一字一句缓慢而非常认真地说出的：“同学们，今天我们大扫除……”

 在我进入高三这一年，气候逐渐转暖，学校开始注意抓学生的各项学习基本功，那时
称“三基”。我们学校主其事者便是李校长。我从我父亲那里得知，他从市里了解到，李校长
是全市抓学生学习基本功最有成效的几位校长之一。学校因此而评为１９６０年上海文教战线
先进单位，李校长并出席了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不久，我离开了五十一中学，考进上海师
大。又过了几年，大概是１９６４年初，风声又紧了起来。一个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家，父
亲告诉我一个消息，李校长已调离了他从事了几十年的中学教育岗位，到一所大学工作了。

 不久，一场从天而降的飓风吞没了我。再见李校长已是二十多年后的１９８６年９月，
上海新闻界为我父亲举办的追思座谈会上。李楚材校长作为父亲生前所在民主党派（中国民主
促进会）的代表出席并发了言。我这才第一次和他共坐在一张沙发上娓娓而谈。当他听说我
正在从事新闻工作时，高兴地说：“很好，很好。”而当我向他再次担任母校位育中学的名
誉校长表示祝贺时，他微微一笑：“我和其他几位不同，他们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学校，而
我离开学校已二十多年了。”淡淡的一句话，概括了一段尘封的往事，一段过去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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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届1班王其炎:

      已故老校长我的姑父李楚材曾对我说：“你们的老师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比如，他特地到市二
女中把徐鞠龄老师“挖”过来了。在师大的优秀毕业生中，他精心挑选了黄承海老师、潘益善老师等。

65届4班张吉凤:

  记得刚入学那年暑假，在大操场举行了一次联谊晚会， 参加晚会的有老师、高年级同学、还有
一年级新生。因为是新生，我有些陌生感，正当我不知所措时，一位和蔼、可亲、慈祥的老师走到我跟
前，他抚着我的肩膀，弯下腰并亲切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几年级几班？我一一回答。后来才知道,
他就是我们敬爱的李楚才校长，也是五十一中学的创始人。李校长那么爱他的学生，那么爱他的教育事
业，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英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65届1班潘重:

听校长讲那过去的事情 ——回忆同李楚材老校长的一次见面(2006.6)
 
 …,在我眼里，李校长是一位大人物，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哪一天我会和李校长面对面地交
谈。 也许是缘份吧。大约二十多年后，我有幸在南京遇到李校长，并和他促膝长谈。那次相遇对我来
说，实在是记忆深刻、一生难忘。

    我那时正在南京工作，…。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是李楚材老校长要来南京，…。让我印象非常深
刻的是我记得那天李校长显得相当激动，他象一位长者面对着围坐在他身边的自家的小辈一样，慢慢
地、若有所思地、如数家珍似地讲着位育的过去的那些大事小事。他给我们讲的那些故事大部分我们
过去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位育小学创建于1932年，”李校长说，“那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日子！继
918事变后不到5个月，日本鬼子就又在上海挑起了128事变。…,为位育小学取中庸“天地位焉，万物
育焉”之句，实含生长创造之意。穆藕初先生被推为董事长。学校决心聘请上海最优秀的教师，使用最
新的教材，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把学校办成能同上海所有包括外国教会学校一争高下的一流名
校！把培养下一代的权力从外国列强那里一步步夺回来…。位育的教师不仅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是非常
爱国的。”李校长水都不喝一口，就这么慢慢地、若有所思的讲着。李校长一口气讲了很多，很动情；
我们听得也很沉闷。老校长似乎也察觉到了，接下来他也就挑了些愉快的话题给我们接着讲。他告诉我
们位育小学1943年在成功办好小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创办了中学初一班，1946年开办首届高一班。
当时李校长坚持中学部的办学方针从一开始就确定为初高中五年一贯制，这在上海是独树一帜的。所以
早在1948年《位育中小学》就培养出了第一届五年制的高中毕业生。

 我们都知道李校长是陶行知先生的高徒，1943年由继任董事长蒉延芳先生专门请来的。可李校
长对他自己的事迹只字没提，倒是说了许多关于朱家泽校长和吴美真校长的贡献，…。朱校长1946年
中央大学毕业后，李校长即请他来位育帮助管理中学部。

 “解放后，位育中小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李校长严肃的脸上似乎有了点笑容，“…
加快了中学部的建设，促使中小学分离独立。学校解放前就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买了下了红楼和一片地
皮，但因为资金不足，没能接着盖教学楼。而红楼反倒又给法国租界当局征用了，搞得学校发展很困
难。解放后，人民政府慷慨拨款，支持学校在1951年、1952年相继盖好了北楼和南楼，完成了中学部
的基本建设，顺利地实现了中小学的分离独立。

 “到了1956年所有制改造热潮来到时，位育中小学在教育界里带头响应，积极地把学校捐给了
国家。在交接仪式的一个大会上，是我第一个跳到台上去的，代表学校董事会，那时我们都戴了大红
花…”李校长讲到这儿，兴奋的脸上堆满了笑容。我注意到他话语中用了一个‘跳’字，看得出他对母
校能有这样的殊荣很在意！

 “从此学校由私营直接转变为国营，学校名称也按当时的规则改了。公立小学当是以所在街道命
名：位育小学地处襄阳南路，排序第二，故取名《襄二》；公立中学当时的命名规则是这样的：全市女
子全日制中学从‘市一’排起，全市男女混校全日制中学从‘第51’排起。位育中学能够全市排名居
首，被命名为《第51中学》，我看是同她的学校发展史有关系的。”…。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原本完全出于礼节而安排的小小欢迎会，结果变成了一场对母校深情怀
旧的忘年座谈。激起了每个人脑海里的多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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