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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出少年

周均时生于1892年11月8日，世居川北遂宁
县文家井,其父母早年有薄财田产,为谋发展携长
子周均时来渝。时值清末维新变法,周父较为开
明，让他踏上了新学之路。

少年时代的周均时读书非常用功,天资聪敏,
接受在校任教民主先驱朱之洪、杨沧白等先生的谆
谆教导,每每老师讲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戊戌六
君子英勇就义这类有关国家民族存亡大事,他总是
义愤填膺。

不久，当反清斗士邹容因著《革命军》一书被清
政府逮捕入狱、折磨致死的噩耗传到重庆,周均时
立即随全校爱国师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公开宣讲
会。他言辞慷慨激昂,不顾个人安危,率先登台痛
斥清政府的罪行，表达爱国热情。

1906年，周均时在中国公学专攻英语，成绩优
秀，1909年与留法数学名家何鲁由乡谊结为同道。
此时，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为培养航运人
才增设航政科，周均时因有坚实的学业基础，直接被
选入，成为英籍航海专家奥斯丁教授的高徒。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新政府组建中国第一所
海事高等学府商船学校，航政科学生拨转该校成立
第一班，毕业时周均时成绩名列榜首。

海外学成报国路

1913年，周均时在成都稽勋局以第一名的优
异成绩通过首届留学考试,与骆凤麟、田光祖等赴
德国求学深造。其间,欧战爆发,民众备受战乱物
资匮乏之苦。周均时时遇川籍老乡朱德,还和几位
同学一起租屋同住。朱德十分欣赏周均时素来万
事善于筹划、缜密对待的性格，结为好友。

1920年冬，周均时学成回国，开拓新兴产业。
两年后，他再度赴欧，留在柏林工大，师从名教授娄
耶，专攻数理学上最新问世的相对论原理，并直接聆
听爱因斯坦讲演，成为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先
接受这项科学原理的学者，同时取得“国家工程师”
职称。他是当时把西方最先进前沿学科知识引入古
老东方中国的西部第一人，其莫逆之交何鲁教授评
价说：“周君聪敏，善于思考，学识比我强得多。”

抗战爆发后，刘湘创办工业实验所（位于今南
岸区黄桷垭的重庆市中药研究院），聘周均时为所
长，兼武器修理所技术指导。其运用所学兵器科技
知识，指导制造出来的枪炮，特别是研发的德式重
型机枪，质量比汉阳兵工厂造的还要精良。

壮志未酬兴教育

20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实力贫弱，民不聊
生。周均时一腔热血却屡遭打击，不得不把希望寄
托在下一代，转向教育。

早期，周均时经“一门三博士”——辛亥革命后中
国人创办的首所大同大学首任校长胡敦福、我国历史
上第一位数学博士胡明福、我国从事X射线研究的第
一人胡刚复三兄弟推荐，前往暨南大学担任高等物
理、数学教授。1927年，周均时又受聘于中央大学数
学系。他教学认真，深入浅出，遂为师长典范。

1929年，刘湘创办重庆大学，聘周均时为工学
院第一任院长。据当年的学生刘元郕回忆：“周先
生精力充沛，言行敏捷，给人以和蔼之感。讲课时
口讲指画，引人入胜，精辟的语言，常使我们得以对
一个科学原理豁然领悟，听他的课是一件乐事。”

抗战中，他受命担任同济大学校长一职，带领
全校师生积极进行复课准备。其间，他和工作人员
来到四川宜宾，看中南溪县的李庄具备办校条件。
于是千辛万苦带领广大师生长途跋涉，第6次迁
徙，正式入驻李庄这个后来被称为中国
抗战教育史上闪耀亮点的新校址。

1946年初，时任国民政府教
育部长朱家骅登门拜请周均
时去上海恢复吴淞商船学校
（今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
大学前身）。历经半年艰辛，
一所凤凰浴生的海事专科学
校在上海重新挺立潮头。该
校发展到解放前夕，师生超
过400人，为中国的航海事
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周均时还先后担
任重庆蜀都中学、重庆法商
学院、上海中国公学的董事
长。特别是蜀都中学，参与
创办的中共南方局领导有周
恩来、董必武等。另有组建
者14人，除5人是中共党员
外，其余9人为民主党派成
员，团结了民革、民盟、民进、
九三学社等众多进步人士。

他是重庆大学工学院首任院
长；他曾聆听爱因斯坦讲演，是当
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先接受相

对论科学原理的学者；他还是民革重庆负
责人，牺牲在70多年前的红岩英烈……

他就是被誉为“川康民革五魂”之一的
周均时，作为中国早期高科技专家和著名数
理学家，他用卓越的智慧、学识和奋不顾身
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曲不朽的历史颂歌。

转变思想抨旧制

20世纪40年代，是周均时从一个知识分子走向
真正成熟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重要转折期。他反思了
自身的经历后说：“我才开始明白唯一救中国的关键
——改变现在的政治制度。”他开始从灵魂深处接受、
认同、进而努力奋斗，直至献身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
民主建国的伟大事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
战。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周均时对现实认识十分深
刻，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先后当选国民政府议员和
立法委员。其间，他总是感言民众之声，拥护民众之
权。在一次参议会上，面对国内专制的高压态势，他
提出：“‘双十协定’签字公布至今已四个月了，《纪要》
中明确规定保证人民获得一切民主国家平时应享受
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这些
条文执行得怎么样呢？就在最近的政治协商会议期
间，总有一批不明身份的人进行捣乱、破坏，这些符合
《纪要》精神吗？”讲话得到参议长胡子昂等大批有正
义感参议员的赞同。

周均时还多次去特园拜访，与中共代表吴玉章等
人商谈国事，周均时说：“我与他们颇有与君一席谈，胜
读十年书之感，真使我茅塞顿开，令人难忘。”

保川拒蒋迎解放

1948年1月，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等
人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委派
杨杰（曾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教育长、驻苏联大使）主
持西南地区的工作。在重庆，杨杰召集鲜英（特生）、黄
墨涵和周均时等七人组成“七人小组讨论会”，这也是
周均时正式参加“民革”之始。

在一次南岸枣子湾杨杰家的讨论会上，杨杰分析
了战局发展趋势，断言国民党死硬派无论如何挣扎，必
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周均时谈到自己的看法，他说：

“现在，蒋介石在全国各个战场开始溃败，逐渐形成土
崩瓦解的局面。从目前形势发展来讲，蒋介石在长江
下游地区如果难保，他必将西南作为大后方和反共基
地。”他提出：“可不可以提‘保川拒蒋、迎接解放’呢？”
众人赞同。杨杰表示：“这是一个很响亮的行动口号，
也是我们西南民革搞民主运动的明确方针，还是我们
的工作目标！”

1949年春，周均时宴请杨杰和鲜英等人，商讨、部
署“民革”近期工作，提出一手抓武装，一手抓策反。他
言辞激昂地表示：“文教界有识之士不会保持缄默，我
会倡导大家挺身出来讲讲话，唤起广大群众的觉悟，用
各种有效方法打破国民党当局妄想期待美援做垂死挣
扎的迷梦。”此后，他身先士卒，利用各种关系，紧锣密
鼓地开始进行策反活动。

甘洒热血献新华

解放前夕，由于周均时作为重庆“民革”负责人，且
参与了社会上一系列进步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方面
注意，一时形势紧张、危险。周均时不顾个人安危，并
未选择亲友们提出的“外出暂避一时”的建议，他直言：

“眼看西南即将解放，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英勇斗
争，我怎么能在这种紧要关头临阵退缩呢？”表现出一
个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

1949年8月19日，因叛徒出卖，周均时、黎又霖、
周从化、王白与和李宗煌等人相继被捕。在白公馆监
狱，周均时虽身受残酷折磨，仍保持坚贞不屈、视死如
归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谈及蒋介石时他愤恨不
已，他说：“蒋介石不学无术、刚愎自用、排除异己，这样
倒行逆施的作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周均时身陷牢房，毎天除了尽可能了解时局动态
外，最感人的是仍然不忘勉励后代，他说：“居正，你是

一个青年，前途无量，时代车轮滚滚前进
不息，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你们的头
脑、思想绝不能顽固，否则就不能接受新

知识，便会落伍！”
1949年 11月 27日，

人民解放军即将胜利的炮
声已在重庆近郊震响，敌
人对革命者几百人集体血
腥的大屠杀开始了。周均
时被敌特单独押出，他镇
定自若，英勇就义。他与
牺牲的黎又霖、周从化、王
白与和李宗煌等人一起，
成就永垂不朽的“川康民
革五魂”，流芳千古！

（作者系东方文化馆
重庆分馆馆长 图片由作
者提供）

听过爱因斯坦演讲的

红岩英烈

他是重庆大学工学院首任院长，
还曾担任过同济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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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时夫妇与女儿周遂安

重庆大学校委会成员
周均时（后排右三）

□曹庞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