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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本期人文齐鲁《国立
山大校长林济青其人其事》一
文，很为林济青侄子衣复恩来
济寻故居不得而遗憾，衣复恩
是抗战名将、美龄号专机的机
长，虽然随老蒋去了台湾，但却
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策多
有嘲讽。他 1991 年来济南故地
寻踪，一想看看济南青龙后街
的石头楼老宅，二想去千佛山
麓祭扫父亲祖母的墓地，不承
想这两处地方都没有了。虽然
后来中共统战部接受了衣先
生在济南恢复祖宅的申请要
求，但几天后老先生就去世了，
这祖宅的命运可想而知。

就自然规律而言，人一般
没有建筑物寿命长，哪怕几代
人加在一起，但这规律在中国
内地的城市化进程中完全不
起作用，建了二三十年甚至才
几年的房子说推倒就推倒了。
衣氏的石头楼老宅从照片上
看相当不错，它是哪一年被推
倒的文中没提，即便能重建也
完全变了味道。千篇一律的城
市化把历史挤到了边边角角，
根本原因其实是城市建设者
没太把这些历史当回事。

倒是众多隐藏于民间不
为人熟知的历史遗迹保存下
来了，比如本期《章丘郭家庄
张氏牌坊》一文介绍的张氏牌
坊，它是清朝从九品、翰林院
待诏郭存龙为母亲所立的孝
亲牌坊，是道光皇帝得知郭存
龙至诚至忠的孝亲德操后，决
定下诏予以表彰而为其母建
立的，迄今已完好地屹立了
180 年。郭家后人将其撰写成
文，让我们得窥那一段曾经辉
煌的私家历史。牌坊能保存至
今无疑是幸运的，它让郭家后
人可以直接从这个牌坊找到
与祖先的连接，这是这个家族
的骄傲，是让人艳羡的。

由于电视剧《知青》的热
播，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知识青
年上山下乡的报道多了起来，
本期《青岛知青与内蒙古生产
建设兵团》记述的仅是青岛知
青去内蒙的几个片段。知青那
段历史是让人难忘的，但并不
值得美化，现在更多的报道力
图还原那段历史的真实与残
酷，我们也需要以一种更为冷
静的心态回顾那段历史。人性
的天真与浪漫、恐惧与贪婪都
在那段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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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曦

临危受命的

国立山大校长

上世纪 30 年代的山东大学，初
名“国立青岛大学”，继名“国立山东
大学”，曾一度学者名流云集，海内
声名赫赫。不过国立归国立，名流
归名流，却是自成立以来便一直学
潮不断。1932 年那次大闹学潮之
中，首任校长杨振声被迫辞职下
台，1936 年初学生再次大闹，由教
务长升任校长的赵太侔，也被左派
学生炮轰驱逐下台。

林济青是 1936 年夏天临危受
命由济南赴青岛上任的。此时在学
潮中辞职的前校长赵太侔尚未离
校，而早其一年由齐大来山大的老
舍也仍在校园中。

林氏到来之前，老舍曾试图在
校方与学潮之间做些调停工作。因
老舍不是校务会成员，身份相对超
脱，故可居中调停。据当年一位笔
名“中生”的学生在回忆文章中说：

“我记得那一天晚上，两派学生都
挤在科学馆的礼堂里，听舒先生的
一篇伟论。”“他走上讲台，一开口就
说：这一次的事情，弄到今天的地
步，可说是学校办教育的失败(大家
肃然)，但我听说你们要开火，吓得
我三天不敢出来(大家哗然)。今天，
你们都来了，这是一种好现象。现
在有些问题，我们仍要讨论一下。
你们接受意见，没事儿，不能接受，
学校关门大吉。”“中间派”老舍的调
停未见成效。学校虽尚未“关门大
吉”，但校长赵太侔却不得不辞职
下台。当年老百姓怕拿枪的大兵，
称之为“丘八爷”；校长们则怕闹事
的学生，称之为“丘九爷”。赵氏之被
迫辞职，就在于不仅遭到左派学生
炮轰，还得罪了省政府主席韩复
榘，老韩声言要减少其办学经费。
在此形势下，赵校长不愿在“丘八”
与“丘九”之间受夹板气，只好一走
了之。

原来当时山大虽名为“国
立”，其实大部分办学经费皆为本
省当地出，时称“教育协款”。协款
虽然青岛特别市和胶济铁路也都

拿一点，但大头还
是由省政府出。至
于协多协少，即由
韩主席说了算。故
而当时国立山大
的几任校长均为
山东人。由山东提
出适当人选后，南
京教育部予以委
任。林济青不仅是
山东人，曾任私立
青 岛 大 学 教 务 主
任，而且还是省政
府委员。当时八名
省政府委员中，除
教育厅长何思源之
外，林为唯一的教
育界人士。这正是
其所以临危受命的
原因。

不过林氏这个
校长比两位前任还

要不幸。其上台之后，学潮并未平
息，而学者名流大都云散。待其费
尽九牛二虎之力，筹措经费聘请
名教，补齐各院系师资阵容，准备
大展宏图之时，“七七事变”猝然
爆发，不久山东大学奉命南迁，林
氏便由努力办学而为仓皇迁校。
1938 年 2 月流亡到四川万县后，
教育部宣布国立山大停办，林氏
被就地免职，遂也成为山大历史
上最短命的校长。

这大概只能归结为林氏时运
不济。其实林济青充任这种
被卸磨杀驴的倒霉蛋校长
并非自今日始，当年老舍入
齐鲁大学即是林氏以齐大
代理校长的身份聘去的。入
齐大后两人关系甚密，林济青外
出时，老舍还曾代为处理院务。

齐鲁大学

衣林氏两兄弟

老舍是 1930 年夏天被林济青
聘入齐鲁大学的。

1929 年秋天齐鲁大学爆发了史
称“立案风波”的学生罢课风潮。林
济青在这场风波中临危受命出任
齐大代理校长，为学校出了大力也
立了大功。

一是他不知以何理由说服了

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出人意料地从
燕京—哈佛学社为齐大申请到一
笔巨款。林氏用之购置了大量中
国文史古籍图书，并成立了一个
齐大国学研究所。二是国学研究
所成立之后，林氏又马不停蹄四
处延请名师名教，并亲自赴京津
登门恭请，于是便有了老舍等六
位学者名流的到来。老舍他们入
齐大后均担任了院系主任等各学
术要职，不仅使已停课半年之久
的文理学院得以顺利复课，也使
其整体师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一时间林代校长热情、才干、魄力
尽显，于齐大可谓功莫大焉。

然而齐大校董事会却无意将
林氏这个“代”字去掉。奥妙何在
呢？

原来，齐大前神学院有名牧师
教授叫衣振青。林济青与衣振青，
实为同胞兄弟。衣振青既是齐大校
董，也是风波中被推举的校务委员
会主席。衣林氏两兄弟交往甚密，
校方担心两兄弟联手势力过大，有
碍齐大政局的和谐稳定，还是不去
掉林氏头上的“代”字为好。于是林
代校长的“转正”之梦终于在等待
中落空。1932 年春送走了立案校长
朱经农，1935 年冬又迎来了外聘校
长刘书铭，至此林氏彻底绝望去意
已决。这正是他远赴青岛出任山大
校长的前世缘由。

那么两兄弟何以同胞而不同
姓，与齐大又有何历史渊源呢？

两兄弟的外祖父名林青山，
山东栖霞人。林青山为山东最早
的基督教徒之一，后为登州教堂
第一任长老。林长老的独女许配
给莱阳人衣德风，事前有约，若生
两子，长子姓衣，次子便须姓林。
后果生两子。故长子从父姓，名衣
振青，字兴林；次子从母姓，名林
济青，字则衣。1876 年林青山因惹
上官司家境破败，离家出走来济
南谋生。立住脚后便招女婿衣德
风一家也同来济南，于府城东关
新东门外落脚。

衣振青 1884 年生于莱阳，后
在济南读完小学，1904 年毕业于登
州文会馆，其后曾任河南秦州县衙
师爷与保定陆军武备学堂教习。
1912 年考入青州神学院，1915 年由
院长赫士推荐赴美国留学，先后进
聂鲁与普林斯顿大学修习，1917 年

齐鲁大学成立，任齐大神学院
教授。林济青小两岁，亦出生
于莱阳，1906 年潍县广文学堂
毕业，后被保送赴美国留学，
1910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

士。归国后赴陕西高等学堂任英文
教习，其间适逢辛亥革命爆发，林
教习率领学生将伤员送往教会医
院治疗，不仅救了洋教会也获得西
安革命当局嘉许，被委以外交司长
之职。1912 年又作为革命功臣派往
美国留学，1917 年获里海大学工程
学硕士。这大概也是其所以为省政
府委员的原因。林氏归国后曾任济
南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长，齐大文理
学院地质学与经济学讲师教授等
职。

其实是齐大校董事会误会了
衣林氏两兄弟对母校的热忱。

林济青赴青岛上任之前，其
兄衣振青已经离开齐大，由南关
移居东关，做了东关基督教堂的
长老，潜心宣教布道，为上帝传播
福音去了。做布道牧师其实是十
分辛劳清苦的，远不如当齐大教
授来得富贵清闲。因此时常需其
弟林济青的接济，方可衣食无忧。
鉴于其在学界教会的名望及与英
美人士的良好关系，省主席韩复
榘曾想委他一个海关总管当当，
但却遭到衣氏一口回绝，放弃了
这个发大财的肥缺。1943 年衣振
青因肠热病死于济南，葬于千佛
山教会茔地。

而当时国立山大停办其实也
是林济青主动提出来的。提了多
次之后教育部方才下令。因为约
半数学生流亡到万县之后，身为
校产保管委员会主任，他十分清
楚此时银行账户上的存款已用之
殆尽，而其他一切经费来源已经
断绝，仅靠教育部一点杯水车薪
的临时补贴，是难以支撑起一个
大学来的。可见国难当头之下，林
氏并没有把个人进退看得多重。
林济青被撤职后调重庆中央政府
经济部，其后便被打发到江西省矿
业处任处长，亦可谓发挥其专业之
长吧。

美龄号专机长

衣复恩故地寻踪

1945 年抗战刚刚胜利后，当
时国民党的大部队还远在大后
方，山东济南府仍在日本人手中。
然而有一天却突见一架国军的飞
机飞临济南上空。此机还特意在
新东门外青龙街青龙后街一带做
低空盘旋。驾机者并非别人，即为
林济青的侄子、衣振青次子衣复
恩。

衣复恩 1916 年出生于济南南
关，在青龙后街度过了童年时代。
1933 年未等燕京大学毕业便投考
了中央航空学校。1939 年广西昆
仑关大捷，空战中衣复恩率 9 架
苏制战机迎敌，击落日机数倍于
我，以骄人战绩受到蒋委员长的
接见。此后做了十年蒋介石美龄
号的专机长，成为蒋氏得力干将
与亲信。衣复恩秉承了父辈爽直
耿介的性格脾气。其到了台湾后
与小蒋关系极为密切，蒋经国曾
说“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以
此相许。但因其口无遮拦对“反攻
大陆”之策多有嘲讽，却被小蒋不
明不白地关了三年。

1969 年台湾空军中将衣复恩
退休，其后在商界大获成功。1991

年曾来济南故地寻踪，当时衣氏
有两个心愿，一是看看青龙后街
的石头楼老宅，二是去千佛山麓
祭扫父亲祖母的墓地，可惜均未
能如愿。此两处早已不知去向。
1997 年衣氏再来济南老家看看，
向山东大学捐款 15 万美元并在
山大设立了“立青奖学金”(其母名
孙立青)。2005 年 4 月 6 日，中央统
战部接受了衣先生有关在济南恢
复祖宅的申请要求。3 天后，衣复
恩在台湾与世长辞，享年 90 岁。

山东大学抗战前曾
有个校长名叫林济青。
这位林校长来山大之
前，还差一点就当上齐
鲁大学校长。林济青又
名林则衣，与齐大校董
衣振青为亲兄弟 (两兄
弟何以同胞而不同姓，
本文另有表述)，其侄衣
复恩曾为蒋介石美龄号
的专机长。济南衣林氏
家族颇有些传奇故事。

国立山大校长林济青

林济青的侄子衣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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