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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面对危亡关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

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4日正式开课，直至1946年5月4日结束，西南联大在云南办学

9年中，毕业学生2000余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分别迁回

北京、天津复校。西南联大在抗日救国的战火纷飞中培养出了至少7位“两弹一星”元勋，约

171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年时值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七十周年纪念，中国的教育

如何能够继承和发扬联大成功的办学经验，以迎接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

遇，深值当今学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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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冯友兰(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

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

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

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

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

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

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

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

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

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

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

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

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

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

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

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

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

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

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

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

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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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

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

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

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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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

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官阙。

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

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

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

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来函择录                 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 

   您好，今天（11 月 1 日）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七十周年纪念日，特致你们一声问候。

在国内，不少追求深度的媒体专门为此制作了“西南联大七十周岁”的专题，也有很多老一辈

学者、校友自发组织起来，找寻“西南联大精神”。                                                                                                

尽管我与西南联大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还是能从她的历史中、从她的“桃李”身上窥出

一些当时的盛况。我想您与西南联大是有一定渊源的。                                                                                            

尽管西南联大只存在了短短九年，但至今仍被不少学者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后人

之所以在七十年后如此怀念仅存在了九年的大学，而且这所学校一直在火中遥遥欲坠，凄凄然

不得安宁，我想多半是因为这九年跨越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惨烈、最铭人心骨的一段岁月。更

重要的是，由长沙至昆明，再到平、津，西南联大在辗转迁徙中、在浓浓硝烟中培养了众多至

今仍处于标杆位置的学界巨星，首当其冲的有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黄昆、华罗

庚……还有何炳棣、李赋宁、王瑶等社会、人文学家，这些大家后来均达到了令人仰止的高

度。众所周知，西南联大九年没有校长，却给今天的教育界提供了一个正确培养人才的模式。

因此，西南联大那九年被中国知识界公认为“20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                                                

我想，今天的知识份子缅怀那个时期的那所已故的大学，不仅仅局限于那批闪闪发光的人

才，更在于西南联大在中华民族最危机关头延续了尚在襁褓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真正的中国近

代高等教育起源于 1898 年，但一直遭受战火、强权的冲刷，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独立

和自由），也创造性地培养了那一代知识份子的“士”气，他们后来在各行各业的表现集中证

明，那段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界保持了高度的学术独立与自由。以此作为分水岭来观察，此前的

中国大学生多是或崇洋媚外，或无病呻吟，即使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危亡联系起来时，也

往往犯些左或右的失误。而此后的大学生们，显然强壮、理性、务实得多。不过，这只是我个

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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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又看了一些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资料，方知您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一生只做了

一件事，那就是创办南开学校”。尤其是其倡导“私立非私有”的精神，堪称一代人师。当时还

有一批名师，诸如：施嘉炀、潘光旦、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都是我辈熟知且敬重的名

字。江山代有才人出，看来大师群起也是有机缘之说的，正如一匹劣马能带坏一群马一样，一

个时代有几位大师也能撑起一段历史。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留给中国高等教育界与中国知识界的

最大一笔财产。  

   10月27日，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大会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举行，很多老校友再次聚首，热泪

盈眶，所以我也给远在彼岸的您发来这个消息。此前在9月13日，“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

如胶结”承载着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作无间、同舟共济办学历史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在

南开大学原样重现。  

  今天，我可以在网络、报刊上看到各界针对西南联大的纪念活动。尤其是对于身在海外的诸

位与西南联大有着直接间接渊源的老前辈们，能与母校逢十纪念的机会可能真的是非常稀罕

了。因此，前辈们珍惜机会缅怀西南联大，后辈们继承宏志找寻西南联大，都非常值得推崇。

不过，这也让我有一点点担心，后辈们的找寻之举是不是一时的冲动？若如此，则不妙。作为

后辈，我们应该铭记的是，西南联大早已成为历史，而在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心中，西南联

大精神应该时刻存在，而非局限于在她七十岁时。不管怎样，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是一座丰

碑。七十年风雨过尽，她仍是一座标杆。 

 祝你们健康，愉快。  

                               劲松 写于国立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纪念 07/11/01  

 

诗词欣赏  联大中文系教授罗膺中（罗庸）填词《满江红》联大教师张清常谱曲，为西南联大

校歌。 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

又成别离。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

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读西南联大校歌有感和词 

寄调《满江红》 纽约 伍语生 (58级校友) 

  中华大地，多少事、壮怀激烈。路途遥、前赴后继，古今英杰。疾风何惧岁月徂，雄关直

上岭云塞。复神州、遍洒英雄泪，情凄切。  

  肝胆洞，是人杰，后人继，中兴业。人心齐强寇灰飞烟灭。面对桐阴满庭芳，乱云暗渡永

无歇。步先贤、慷慨振神州，立意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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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各有特长 

张素初  (44 级校友) 
 

（续第 20 期）    前年我在北京时还和谢珏联系，那时侨务二组有位很能干的女将。第一次和

我见面时，她就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我是新来的领事，叫白晓梅。”她非常活跃，很快就熟

悉了侨界的情况。有次打电话问我是否认识李烈军的儿子李赣骝。我说，熟极了。从小我们两

家是邻居。白领事告诉我，李赣骝已来美，建议我设宴接待他。我高兴地招办了。大家都亲切

地称她“小白”。 

 

 
                            

图六  安徽文教交流协会欢送白晓梅领事。后排右起林齐曙，刘世贤，唐德刚，吴义方，赵景

伦，方襄城。前排左起张湘，宋杏林，张素初，白领事，徐经方。 
 
         第八任张宏喜 1999 年 8 月—2003 年 8 月张总上任一个多月，正逢我们安徽文教交流协会

邀请老家黄梅戏剧团首次来美演出，其中出现了一个难题，就是当演员们都到达纽约，道具还

未到，第二天即将演出，我们急得要命，先去机埸查问，被告知事实上道具都已到达，在仓库

里了，由于周末仓库无人值班没法取出。经我再三说明紧急情况对方无动於衷。当时与我会合

办演出的是纽约和平统一促进会, 我们和花俊雄会长一同到总领倌向张总求救。张总建议可以

把总领馆的古色古香家俱搬去当道具，我们太高兴了，立刻在接待外宾室由黄梅剧团道具管理

员挑选了几件合用家俱，张总还答应派车送到剧场。花会长并带该道具管理员到由他任董事长

的珠江百货公司挑选些大红灯笼，挂画，装饰品。这样才解决了难题，演出非常成功，剧场爆

满。 张总夫妇和中国驻美李肇星大使都观看了演出。文化组参赞王合，领事瞿德玉从到机场

迎接演员到召开记者招待会及演出每次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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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七   南开校友参加皇后区欢送张总宴会，前排右起：沈善鈜，张宏喜总领事，张总夫人，言

木彬。后排右起：喻娴才，沈夫人，伍语生，马大任，张素初，赵景伦，童葆苓，余佩芝。 

 

张总并在总领倌设宴招待全体演员及我会与和统会成员<亚美时报>社社长朱立创每周都为

黄梅戏免费做整版广告，连续了一个月。事后我会邀请花俊雄和朱立创以及有很大贡献的刘达

政三位功臣做我们会的顾问,并在一次向各界致谢的晚宴上，邀请张总参加并为他们三人颁发

奖牌。张总有位得力助手, 侨务组组长赵连玉他广泛联系群众，对各社团都熟悉，经常参加群

众活动。他曾特别设宴招待我会会员，赵领事的活动能力极强。那时新上任的南开校友会会长

伍语生的哥哥伍承祖(一位军事战略家，与张爱萍将军同期)邀请全体南开校友去郊区他家野

餐，他也盼望总领馆的官员能到他家一游。我通过赵领事去邀请, 并希望多来几位。伍家有 

 
 

图八   旅美南开校友会通过赵连玉领事（后排右三）邀请了四位副总邱绍芳、屈生武（后排

左四）、陈望夏（后排右九）、赵会民（后排右五）和两位侨务领事参加伍承祖教授（南开校友会

会长伍语生的哥哥，军事战略家）在郊区的别墅野餐。前排右起：伍语生，余佩芝，伍承祖夫人，

伍承祖，邱绍芳，沈善鈜，喻娴才，言木彬，沈善鈜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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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花园，一片大草地 , 高树耸立，有湖有游泳池 空气新鲜，环境优美。赵领事请到全部四

位副总：邱绍芳、赵惠民、陈望夏、曲生武及两位侨务组领事，盛况空前。伍老与夫人也特别

开心，大家过了愉快的一天。 赵领事离任时，各社团都依依不舍，纷纷为他举行告别宴。 我

本人就参加了四次。还有人参加五、六次的，可见他的人际关系特好。 

    第九任刘碧伟 2003 年 9 月至 2007 年 10 月。刘总是历届总领事中最活泼，最深入群众，最

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榜样。他对侨胞聚会积极参加,几乎场场光临, 有请必到。 深得人心,常常

一天参加好几次活动，每次都要发言，为满足群众要求还得引吭高歌一首，为会场增添不少喜

悦与欢乐。有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他被请上台去当魔术师的助手。最近我们联席会举办庆祝春节

晚会， 请了国内三十名一级演员来演出，主持人提出要刘总唱一首，在观众的热烈鼓掌声

中。刘总上台唱了首名曲康定情歌，他高昂圆润的歌声与台上的一级演员相比。并无逊色。02

年底我从纽约市政府退休，04 年底我和老伴回国定居, 刘总设宴专为我们俩人饯行，我们十分

荣幸。在总领馆举办的宴会上，我注意到每次他致辞后便顺着墙，从前厅转到后厅， 和七八

百名与会者寒喧一一握手。这么绕一大圈，加上与来宾合照，至少要花两个小时，当他完成这

项任务时，宴会也就结束了。我估计他的手臂一定酸痛，而且盘碗菜肴也都收走，连饭也吃不

上了。  刘总确是一位最劳苦功高的总领事了。他的夫人方淳女士也非常能干，关心侨胞，和

霭可亲。她主办的三八妇女节庆祝会有短影片，有女领事们的精彩表演及丰富的晚宴，使妇女

同胞们饱享眼福与口福。在我八十岁生日的宴会上，她代表刘总致词，必须要提一下的是刘总

有两位得力的助手，周赛星副总和侨务二组组长杨东领事。她们两位都是大忙人，周副总经常 

 

 
 

 

图九  在我的新书首发式和八十岁生日宴会上，方淳夫人（中）代表刘总赠送他们两位签名的

精致礼品：狮子、玩绣球。右一为杨东领事，左一为宴会主持人方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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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刘总参加活动，也常常一天出席好几次聚会。她非常随和，与群众聊天有说有笑。 我老

家安徽巢湖市来了一个以副市长为首的访美代表团，我们安徽文教协会举行招待会，邀请周副

总出席。有人说 市长的级别太低了，周副总不会来的，但是周副总准时到达，并做了热情洋

溢的讲话。她平易近人，关心群众，我动完开心手术后她和杨东，高振杰领事都来我家探望，

杨东领事未到任前，我们都听说了接替老练的赵连玉侨务组长的是一位年青的, 大学毕业的硕

士女将。 大家都好奇地等待着。她到任后也迟迟未露面，当时 SARS 流行，同胞们对群众聚

会存戒心。我们安徽文教交流协会举办的欢送赵领事，欢迎杨领事聚会，是她首次亮相的群众

活动，后来她又参加了南开校友会与安徽文教协会联合举办的给南开老授教李惠苓的颁奖大

会。李老给安徽巢湖黄麓学校捐款一万五千美元，作为贫苦学童奖学金。 杨领事给他发奖。 

刚上任时，为了了解群众团体，杨东非常用功，她参加活动, 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拿着一个笔

记本做记录，很快她就熟悉了复杂的社区情况，记得了很多人的名字。我对她从开始就有好

感，熟悉后更倍感亲切。此文中有记不清的年代和人名，均由刘军领事提供特此致谢。附图中

本人没有前四任总领事的照片。 

 
                              

图十   2007 年春节在总领馆与刘总合影：右起宋怀时(现任旅美南开校友会会长) ， 伍语生

(本刊总编辑) ， 刘总，张素初，张素央，赵景伦。   (全文完) 

 

WITH BEST WISHES FOR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 恭祝圣诞、新年快乐、学业进步、事业有成、万事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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