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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办学的9年中，培养学生8000
余人，毕业生达4000多人，均学有成就。这
个学府培养了大批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
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郭永怀、陈芳
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等等这些人都
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他们对中国的建
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
作出了贡献。联大的教授和校友名家荟萃，
他们让这所曾被遗忘在历史烟云后的大学，
在半个世纪后仍闪耀出巨大光芒。

西南联大名人录群群星星闪闪耀耀西西南南联联大大

11994466年年55月月33日日，，西西南南联联大大中中文文系系全全体体师师生生在在教教室室前前合合影影。。二二排排左左起起：：浦浦江江清清，，

朱朱自自清清，，冯冯友友兰兰，，闻闻一一多多，，唐唐兰兰，，游游国国恩恩，，罗罗庸庸，，许许骏骏斋斋，，余余冠冠英英，，王王力力，，沈沈从从文文。。

【著名教授】

陈省身：20世纪伟大的几何学家，国际
上享有“微分几何之父”的美誉。

王竹溪：物理学家，取得多项重要成
果。

饶毓泰：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
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华罗庚：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大猷：国际知名物理学家。
黄子卿：化学家，专于物理化学，精测

水的三相点数据被确定为国际实用温标的
基本参考数据之一。

叶企孙：物理学家、教育学家。
朱自清：现代散文家、诗人、教授。
罗常培：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
袁复礼：从事教育学、生物学、考古学

和地质学研究，是我国地貌和第四纪地质
学的创始人。

陈寅恪：国学大师，最早提出“敦煌学”
的概念。

冯友兰：哲学大家。
吴有训：物理学家，中国开展近代物理

学实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赵九章：气象学家、物理学家。曾获“两

弹一星功勋奖章”。
顾毓秀：文理兼通，学贯中西，他既是

国际电机界大家，还集教育家、文学家、戏
剧家、诗人、音乐家和讲学家于一身，在世
界享有盛誉。

孙云铸：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中国
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奠基人之一。

沈从文：文学家、历史学家。
周培源：著名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

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
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成：中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历史学
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中国建筑教育的
奠基人之一，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
一，中国古建筑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倡导者
之一。

金岳霖：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
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第一批院士。

王力：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
的奠基人之一。

陈岱孙：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闻一多：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
钱穆：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钱钟书：博学多能，学贯中西的文学

家、作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
昆仑。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
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
的奠基人。

吴晗：著名历史学家。
朱光潜：美学家，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

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广泛
介绍西方美学的人。

林徽因：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作家，也
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

李广田：诗人、散文家、作家。与诗人卞
之琳、何其芳并称为“汉园三诗人”。

本报综合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是西南联合大
学的前身，因 11 月 1 日是正式开学的日
期，从此被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庆
日。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真正
的传奇，国难当头之时，云南边陲之地，
八年时间，凝聚并培育了一大批精英，
群星璀璨，令人目不暇接，心神向往。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
津陷入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学校不是军
事机关，却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目标，南
开遭到空袭又被日军纵火焚烧，清华和
北大校园被日军占领，为延续高等教育
命脉，京津高校自 1937 年夏季，被迫大
规模西迁，其中清华、北大、南开三校，
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磋商后决定，联合西
迁组成临时大学。三校师生于 1937 年 11
月迁往长沙，不料 12 月南京陷落，武汉
告急，千钧一发只得再迁往昆明。

“我的表，你戴着”

1938年4月，三校正式成立“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一段传奇就此开始。今天
人们提起西南联大，无不赞叹三校学者
亲密合作、相得益彰。

西南联大的成就，首先源于领导班
子的团结。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
梅贻琦有师生之谊，梅贻琦曾毕业于张
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西
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又诚恳地对北
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
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北大校长、曾自嘲为“北大功狗”的
蒋梦麟，也颇懂得“无为”之道，他曾经说
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
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
联而不合、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

西南联大的主要管理机构，简而化
之，一为常务委员会，一为教授会。三校
校长——— 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
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同时，西南
联大行政上设教务、总务、训导3处，3位
处长以及理、文、法、工、师范学院五位
院长均列席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
次。以上职位，除训导长由政府委派外，
其他均由三校教授担任。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北大与清华一
度闹矛盾。据钱穆《师友杂记》记载，梅
贻琦曾在提名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
时，偏向清华，引起了北大师生不满。不
久，蒋梦麟恰好有事到位于蒙自的文法
学院去，北大教授于是纷纷向他“告
状”。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
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
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
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
麟随即插话：“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
定论，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
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论，教授们
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
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第二所
西北联大了。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
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
工学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不争名位，同
时他们又都在重庆兼有其他工作，因

此，主持西南联大的具体事宜，更多地
落在了梅贻琦肩上。

暴雨与轰炸打断课堂

联大师生生活之艰难贫困是难以
想象的，大多数学生家在沦陷区，经济
来源断绝，只能靠政府发放贷金，而当
时中国物价飞涨，不仅学生的贷金不足
以糊口，教授们的工资也无法养活家
人。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是陈米，学生戏
称之为“八宝饭”：“八宝者何？曰：谷、
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教授
也跟学生一样吃不饱饭，金岳霖、朱自
清等人组成种菜小组，推举植物学家李
继侗当种菜组组长，生物系讲师沈同当

“种菜助理”，所有教授出力、浇水、施
肥，菜丰收了，吃起来格外香。“刚毅坚
卓”的校训，在联大师生身上得到充分
体现。

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昆明多雨，
一到下雨天屋顶即漏水，住在上铺的同
学把脸盆、水桶、饭盒都拿来接水。教室
的条件稍好一些，用铁皮作屋顶，但暴
雨打在屋顶上声如急鼓，老师讲课的声
音根本听不到。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历
来以完美掌控讲课时间闻名，每堂课他
讲完计划内容后，说一声“下课”，铃声
立刻打响，万无一失，令人称奇，可是昆
明的暴雨时常打乱他的计划。一次，他
正讲到得意处，忽然一阵急雨，声音大
得使他无法讲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
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停课赏雨”！同学
大笑，陈岱孙一脸无可奈何。

更多时候，教师的课不是被大雨打
断，而是被敌机轰炸打断，历史系教授雷
海宗有一次上课时想不起来上节课讲到
哪里，就问一个笔记记得最详细的女生：

“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
学打开笔记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

‘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1939至1940年间，空袭警报两三天

一次，有时甚至一天两次，当时飞虎队
尚未来华，昆明上空毫无防范力量，日
军又以西南联大为主要攻击目标，警报
一响，师生就要立即放下书本跑到山沟
里掩护，俗称“跑警报”。“跑警报”本是
生死关头，却被师生解读的十分浪漫，
当年的联大学生汪曾祺写到：“‘躲’，太
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
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
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国文系教授刘
文典说：“教授跑警报是为保存国粹，学
生跑是为保留下一代希望。”刘恃才傲
物，一向瞧不起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
文，有一次跑警报，他回头发现沈从文
也在跑，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你
替谁跑？”

教授们不仅学术造诣深厚，他们的
学风和敬业精神对学生更有深远的影
响。朱自清患有严重胃病，在昆明因为
饥一顿饱一顿更加严重，有一次得了痢
疾，还坚持连夜批改学生作文，妻子劝
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给学生的。”
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
拉了多次，第二天人都脱了相，脸也没
洗就去上课了。潘光旦右腿膝盖以下截

肢，行动不便，他住在郊区，要请人抬他
到学校上课，从不迟到。力学教授周培
源住处离联大20余里，没有公路无法坐
车，他只好买了一匹马，每天早上骑马
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骑到联大。陈岱
孙不会骑自行车，于是也买了马。周培
源与陈岱孙都是清华园里有名的“帅
哥”，相貌英俊，身材高大，两人骑马上
课成为联大一道风景线。

从学术中心到民主堡垒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
堡垒之称号”。这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
文中对联大的准确定位。联大并不是从
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主堡垒”，1941年以
前，师生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环境，潜
心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对国民党
及国民政府还抱有极大信任，支持国民
党领导的抗战，期望齐心协力度过民族
危机，闻一多1945年曾撰文回忆到：“人
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
有限度的”。“先生和同学那时都注重学
术研究和学习，并不像现在整天谈政
治，谈时事。”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加
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封报馆，逮捕进
步人士。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
推行以党治校，通令高校“整顿学风”，
委派国民党官员在高校设立“训导处”，
师生强烈反对。1942年，联大发起“倒孔
(祥熙)运动”，民主运动日趋成为校园主
流。1945年12月1日，声势浩大的“一二·
一”运动爆发，各校学生罢课，争民主，反
内战，联大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
工厂、郊区宣传。但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震
压，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
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
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
死4名青年学生和教师，其中包括西南联
大女生潘琰。就在联大准备北返复校前
夕，国民党又在昆明制造了“李闻惨案”，
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怀着极度悲伤忧虑的心情，梅贻琦
处理完最后一批遗留事务，回到北平那
满目疮痍的清华园，带领师生致力于复
校事业。经过八年抗战，清华师生增加
到3000人，其中从昆明来的有900多人。
设立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学
系，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国内一流的综合
性大学。

国共内战已经打响，当年同甘共苦
的联大师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政
治分歧日渐鲜明。梅贻琦一心投身教
育，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
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
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
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此昔
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
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
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
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
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
士之谔谔。”这精辟地概述了西南联大
教学治校的精髓。 据《国家人文历史》

简简陋陋的的西西南南联联大大校校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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