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贻芳是著名教育家，她的“厚生”教

育思想别具一格。

据金陵女子大学第一任校长德本康

夫人回忆，在1916年，“校训是由学生和教

师共同选定的，最后由董事部和金陵学院

委员会予以确认……校训，‘厚生’在前进

道路上有了艰难险阻以及人们的精神需

要春雨的滋润时，是人们的精神源泉。”这

是“校训”的起始和来源，显然也可以看出

这是集体的创意。

吴贻芳对于“厚生”思想有独特的理

解。她在《金女大四十年》中谈到“厚生”

时说：“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

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

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

命也因之而更丰满。”显然，吴贻芳更注重

教育对象品德提升的利他性、社会效益，

倾向于人格教育。

吴贻芳提出要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

理想，不图个人的私利，掌握一定的专业

基础知识，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学互助

合作，对社会有至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

从爱国主义出发，在各自岗位上，尽到自

己应尽的义务”。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

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精彩。

当时的金陵女大不仅文理兼修，实行

学分制，还学习骑马、射箭、网球这些男性

的科目，完全是一派自由开放的学风。在

金陵女大，吴贻芳就像一把逆势而行的

“保护伞”，任学生们自由飞翔。

“厚生”树人，德才兼备，是吴贻芳教

育思想的精华。在这种教育思想下，吴贻

芳在办学中将造福社会和培养学子，培养

博雅之才与一技之长的专才，科学化管理

和人性化教育恰到好处地融合起来，最终

实现塑造人格和培养人文精神的双重教

育目的，形成了“全人格”的教育模式。这

种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引

领风尚，独树一帜，而且对后来的中学德

育工作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顾燕 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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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达：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主义战士
潘洪娥

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前赴后继的国际主义战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

和军队并肩作战，命运与共。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即是其中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

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宋庆龄赞誉她：“这位女士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也是一个能干的

组织者”。希尔达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义无反顾投身中国抗战救护事业，鞠躬尽瘁。

改善华人难民生活的活跃分子◆◆◆
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原名希尔达·爱丽

丝·布朗宁，于1899年1月1日出生于英格兰东南

部的肯特郡塞文奥克斯市。希尔达靠奖学金在当

地一所文法学校接受教育，后来上了伦敦金匠学

院。希尔达在毕业后初入职教师时，就表现出对

穷苦人民的关注，她选择了柏蒙塞贫民窟的一所

学校工作，以便获得对穷人生活的洞察。大约在

1925年，她成为了一名全职活动家。在此后的十

多年里，希尔达在英国工党内部从事组织活动。

在1931年的克拉彭大选中，她代表独立工党竞

选；在1934年的克拉彭竞选中，为独立党参加了

三次选举，两次竞选伦敦郡议会的选区，一次竞

选议会。在此后为苏联文化关系协会工作期间，

她认识了塞尔温-克拉克博士，两人于1935年结

婚，第二年9月女儿玛丽出生。

1938年 2月，希尔达夫妇来到香港生活，她

的丈夫被任命为香港医务署署长。他们的工作

重点是通过提供医疗资金，改善中国最贫困人

口尤其是难民的生活状况，支持中国抗战。据

有关资料统计，1941 年 12 月，多达 75 万人进入

香港。难民数量的增加加重了香港长期存在的

劳资问题，从而导致难民健康状况恶化。塞尔

温-克拉克博士说服政府为难民提供营房，到

1939年 1月，收容了约10500人的难民营已向难

民开放，贫困的当地人和军事失败后的军队已

经寻求到安全庇护。为了帮助改善难民营的住

房条件，在寻求政府支持同时，需要依赖于自

愿组织。希尔达积极参与香港优生学联盟，该

联盟通过提倡工人阶级妇女实行节育来改善穷

人的生活。在紧急难民理事会，希尔达担任其

秘书，致力于解决香港现有穷人的痛苦，以任何

可能的方式帮助穷人。

在抗战时期，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巩固

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宋庆龄号召一批中共

党员、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共同创建保卫中国同盟

（简称保盟）。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西摩道21

号宋庆龄寓所的小客厅里，保盟成立，宋庆龄担任

主席，希尔达由她的朋友詹姆斯·贝特兰推荐参加

保盟的工作，被任命为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兼任

名誉秘书。在职衔前冠以“名誉”二字，就意味着他

们虽在保盟工作，但不在保盟支薪或获取任何酬

劳。保盟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

一座国际主义的友谊之桥，希尔达在保盟的募捐活

动过程中做了很多有益的义务性的工作。

希尔达是保盟香港委员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

成员，她有着极强的组织能力，做事果断干练。

1939年初，为了募集救济物资及时运到西北抗日

根据地，宋庆龄和希尔达亲自奔走呼吁。在香港维

多利亚大教堂主教、香港天主教战时救济委员会、

香港国际医疗救济协会、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济委

员会负责人积极响应下，筹集了5万多元，购置了

人民军队所必需的物品，装满救济物资的5辆卡车，

经过越南海防、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运抵延安

交给了八路军，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的抗日斗争。

保盟的一项主要活动是对外宣传介绍中国抗

战的形势，呼吁援助中国。在“保盟”募集物资开

展宣传工作的很多现场，希尔达充满热情地冲在

最前沿，著名反法西斯女战士王安娜称其是“积

极的充满活力的妇女”，在“那群死气沉沉、贪慕

虚荣的人的社会圈子里”“带来了一股新风”。

宋庆龄对希尔达为保盟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

度评价，于1938年5月25日给詹姆斯·贝特兰的

一封信中说，“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终于发挥作

用了。……我们也感谢你把赛尔温-克拉克女士

介绍给我们，因为这位女士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助

手，也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

很好的助手和能干的组织者◆◆◆

希尔达不仅是保盟的名誉秘书，同时也是中

国红十字会后援会的秘书。1938 年夏天，希尔

达专程赴湖南长沙考察中国战时救护情形。7

月 21 日至 23 日，日军连续三天大举轰炸长沙。

长沙“乃竟与不设防之广州同其命运，惨遭轰

炸”，让希尔达愤怒不已。《申报》记者曾对希尔

达进行采访，希尔达谈到了7月22日亲历的日军

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日机施炸之后，本人亲

见断瓦颓墙倒压死伤之事件不可胜计，各医院充

满可怕景象。孩提之童陈尸道左，重伤灾民喘息

街中，此种行为，非兽行而何？”希尔达亲眼目睹

大批的伤兵和难民云集。返回香港后，希尔达立

即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国外后援会，亲任秘书，

后援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社会连接的桥

梁和纽带。她的“双料”秘书身份，把保盟和红

十字会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援助网，组

织了能使医疗物资的运输穿越日军战线的复杂

体系，大批援华物资、国际援华医疗队，通过后

援会和保盟源源不断输送抗日前线。在此过程

中，希尔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与她一

起在保盟工作的詹姆斯·贝特兰所称道的：“她是

唯一一个在香港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一直代表中

国人民斗争的英国妇女。”

希尔达坚守在她的岗位上保卫香港直到最

后。日军进攻香港时，她加入医务工作者的行

列。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她和丈夫双双

被俘后囚禁在日军的赤柱集中营，受到日本宪兵

的虐待和折磨。直到二战结束，希尔达获释回到

阔别已久的故土，在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工

作，继续对战后满目疮痍的中国进行人道援助。

1946年，希尔达曾给周恩来写信，在周恩来给希

尔达的复信中，赞扬了她“在促进中英两国人民

的友谊方面将作出很大的贡献”。

1967年年底，希尔达在残疾数年后去世。这

位没有加入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以她的组织经验

和医务总监夫人的身份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因她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帮助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

感情成为一抹别样的中国“红”。 据《学习时报》

代表中国人民斗争的英国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