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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史话

沈崇诲（1911-1937），是 2014 年 9 月 1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

部公布之“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的著名抗日英烈，也

是 65 位“清华英烈”之一。沈崇诲 1928 年秋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第四级土

木系。在校期间，沈崇诲品学兼优，也曾是清华足球队、棒球队的主力队

员之一。1931 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彻底激发了沈崇诲的爱国热忱，

1932 年毕业后，他选择了参加空军，决心用实际行动打击侵略者，尽忠报

国。1937 年 8 月 19 日，在参加轰炸日寇的战斗中，他驾战机毅然冲向敌舰，

壮烈殉国！

我的自传
沈崇诲

我家世居南京，洪杨乱时，先祖避徙湖北；立

家武昌，凡六十余年，未曾迁移。

民国纪元前一年，革命志士起义于武昌，光复

中华，我就在那时候诞生。入世不久，便随着双亲

赴沪。不满一年，又迁移到北京。直至现在十几年间，

天津、奉天、北平，走来走去，始终是这三处地方。

因此我的籍贯虽说是在大江以南，实际上，个性方

面，外表方面，处处脱不了北人的性气。这性气曾

引起许多人的惊奇，将来的一切都要建筑在这个基

础上。

父亲是学法律的。二十年来，为国家服务，忠

勤劳瘁，无时不在奔忙。所以我幼年教育的责任，

完全由我的母亲担负。认方块字，读古文，学加减

乘除，日夜的督促，她是我当时心目中之最敬畏的

人。可是进了学校以后，高小、中学、大学，在这

十三年的过程中，自然折磨是有的；不过每次经过

母亲的鼓励与安慰，一次，二次，以致无数次的，

终使我完成了所有的学校教育。这时，我对于“母

爱”二字也就深深地领会到它的真谛，然幸福不能

常在。在去年的初春，我的慈亲竟因骨癌症逝世，

我真然痛得无以复加！但个人的志趣，更因之而坚

决。直到现在，我来航校求学，将近两年；我以前

的生活变迁了十分之八，这变迁的力量寄托在什么

地方呢？一半是因为我决心尽国民的责任，另一半

就是我要实行亡母的遗教。

民国九年春季，我同表兄一同考入了北京成达

高等小学。这学校的创办人是徐又铮将军，所以就

是小学生也要受极严格的军事教育，并且要一律都

住在学校里面。在这里，努力了一二年，成绩很好。

每次的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不过当时最大的收获，

不仅在于军事方面，以及军国民的养成；却是在于

改变以往天不怕地不怕的坏脾气。

在当时北方的中学中，最有名的就是天津的南

开了。不过录取非常严格，我初进去，先做附学生，

补习半年，成绩很好，即升为正式生。初级中学三

年中，一半是依仗着自己的鬼聪明，一半是侥幸，

居然混了过去。可是那时的我确有些儿变了，一方

面是离家稍远，一方面又在最易被环境转移的年龄；

所以对于功课方面，丝毫不加注意，整日里在运动

场中跑跳，虽然把身体锻炼得确是不错，可是学校

里的成绩单上没有一门是甲等的，因此不断地获得

警告。记得那时每逢寒暑假期，着实不愿回家，因

沈崇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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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怕双亲的责斥，弟兄的辱笑。

但是他们的严厉监督，曾使我

发奋用功。可是不到几个月又

回复了原状；这样，直到高中

二年级，才渐渐的转变过来。

我自幼的个性就是很强的，

近于“刚愎”。在中学里失败，

使我的个性变成更刚愎。现在

想起来，那时实在有几分危险。

青年们的自甘堕落，大多是由

于这畸形的个性所促成的。谁

知在高中求学二年，竟因一念

之故，我的行为又行转变了。

记得是这样的：有一个短小时

期内，我觉得再如此下去不成了，似乎应该作一惊

人之举才好！于是偷偷摸摸的用功读书，九个月的

功夫，除了正课以外，完全对另一个新目标“加油”。

这目标就是投考大学。九个月中，如今追忆起来，

这是很神秘的。白天晚上，无时无刻不在准备。连

家里的人都不知道。果然在暑假时投考清华大学，

一试而中。这不但使我的双亲快慰，就是在我个人

的青年生活史中也是最光荣的一页。并且我一生的

关键也就树立于斯！

这时我才注意将来国家究竟需要什么人才，在

中学就是习文科的，现在却毅然选习土木工程。第

一年觉得很吃力，可是经一二年的苦干——这二年

中晚间，在半夜四点钟以前睡倒的时候可说是极少。

这样过了四年，功课方面，直到毕业时才能保持不

见有一门失败。

我自幼即喜欢运动，清华的运动是有很悠久而

光荣的历史。我受了各方面的熏陶，读书以外，对

于运动也有相当的发展。四年内都代表足球棒球校

队，替清华争得不少的荣誉。此外，并代表北平及

华北区出席运动，一时颇为活跃。不过有一样大缺

点，就是清华虽有一个很完备的游泳池，而我竟不

去利用，这至今想起仍不免是一个遗恨。

青年们多半是富于爱国热忱的。我从小在母亲

的严格教导下，对于岳飞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真是钦

仰得五体投地！五卅、五三……无数次的耻辱，曾

使我痛哭流涕！恨不能立即就去和敌人一拼！尤其

是在九一八那天，得到不幸的消息后，竟使我如中

疯痫！那时国内学生义勇军的组织风行一时，我和

林文奎同志就在清华担负这一类工作；经过一二个

星期的筹备，便把所有的同学都武装起来了。虽然

我们对军事无深刻的认识，但是事事全凭热忱处理，

在小范围内也可收了相当的效果。可是另一方面，

也得到一番教训：觉得没有组织，没有真切的纪律

是不成功的。

民国二十一年春季，也就是大学教育结束的时

期。除了加强温习功课而外，也计划出校以后，应

向哪方面努力。在寒假中约好林文奎，及其他几个

同志计划了好久，决定往西北去工作。原则决定以

后，就找路线。最初决定去新疆，可是经过半年的

研究，以及翁文灏先生的劝告，并也曾和到那边去

1931 年代表北平棒球队的赵燕生、于滌川、沈崇诲、谭葆宪（自左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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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杨钟健先生商讨，觉得应先打好根基。并设法

鼓励内地青年西移，再图进展。所以又规划由近而

远的工作计划草案，准备按步实施。

七月毕业后，文奎因故独往杭州应航空学校考

试，使我们这团体中失去了一员健将。但我们中其

余三个人，仍然在准备一切。那时双亲已赴上海，

当然不愿意我骤然远离。于是我不得不驰赴家中，

详说一切。终于在说不出的离别情绪中，在家勾留

半月光景后，立即北返就道。

三个人按照计划，应先至河套五原。但到了绥

远省城，正值王英匪部在五原一代猖獗，同时省城

教育厅方面坚持留我们在省府助办会考及全省运动

会事宜。傅宜生主席亦欲令我们参加绥远第一届产

马比赛会的工作，盛情不可推却。且对于民情风俗

等考查亦较方便，终于留在省垣凡四月。在这四个

月中，除对于绥远方面详情得了几分了解，把所知

道所注意的一一写了报告寄给内地朋友，得使在那

里工作的清华同学竟增加到十几个人外，其余的步

骤，竟因人因事暂成泡影。西进作罢，到今天我还

觉有几分可惜。

在绥远勾留期间，同文奎往来的信札很多。在

他的信里得知航校的真实情形，并且感到空军在现

代国防上的重要。往日从戎的志向再在我胸中涌现

了。同时，虽是短短的四个月，但对于各种社会情

况亦有相当的了解。内蒙方面，因受日人的诱惑，

躧蹝欲动。我当时有一封信写给文奎提到效力疆场

和开发西北，哪一样是国家的急务？结果是归根于

自身的效率问题，决心投考航校。我就于十二月

二十日冒着大雪穿了三件皮衣，坐在冰箱似的铁棚

车里赶到了北平。

考试期是来年的一月一日和二日。匆忙地准备

了一个星期学科，侥能中试。那一天接到二封电报：

一封是文奎的通知我已被录取，另一封是说母亲在

沪病危。真是悲喜交集！翌晨即赴上海。母亲的病，

不是由于现在起的，早就觉得腿骨疼痛，但是总以

为是受寒所致，并不经意。暑假回去时，开始加剧，

当即延医诊治，已病入膏肓！半年内想尽了方法。

医生说，这种骨癌是无法可想的。于是拖延下去，

越变越严重。我一到家中，看见分别半年的老母竟

病成这样，真是难过万分！十数天内，夜以继日地

沈崇诲在中央航空学校（1933 年 10 月） 刊载于《中国的空军》上的《我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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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侍床前。中间我曾瞒着她与家人赴杭履验体格，

当我知道已经及格后，我告诉母亲说已在航空工厂

内得一实习工作。她听了后，十分高兴。可是谁知

我从此投军的消息，我母亲就始终不晓得！她竟舍

我弟兄四人与世长辞了！

二月十六日晚间，母亲去世。二十一日入殓。

二十二日晨我就赶到杭州参加入伍典礼，心中实在

是无限的悲痛。但是我的决心增强，我将抛弃一切

尽忠报国！

六个月的入伍，十三个月的飞行教练，直到现

在，将近二年，一切情况在未有结果以前，实不欲

详细描写。自问始终在努力奋斗，守我应守的本分。

成绩上，在受教期间，也能做到合乎我最初的要求。

以后，我更应本着这种精神，为国争光，提高国家

的地位！

因为环境和遗传的关系，我的个性和自信力是

很强的。不过近几年，努力更改，比较有一点进步。

思想方面，我以为一个人应先健全心身。无论对事

对人总求其真实，所以我没有虚心之事，也没有交

恶之友。

幼时即嗜运动，喜读武侠小说。并在双亲的教

说下对于英雄武士极其崇拜。入学校后，深感国事

日非，无日不盼英雄出世！同时自己平常对于军事

也十分注意，记得自己从前常想学习海军，也想学

习陆军，都遭到家中的劝阻作罢。今天竟超我心愿，

学习国家最需要的空军，我真太幸运了！

尽忠报国——愿长此以自勉！

（作于民国二十三年）

 

1. 沈家彝（1881—1955），沈崇诲之父。曾任清朝刑部吏员，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回

国后曾任大理院推事、厅长，奉天省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法院院长，上海特别市高等法院院长，法学教授，

律师，大法官。1949 年后任中央文史馆员。

2.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军事人物，北洋军阀皖系名将。

3.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于

1913 年回国，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的最著名地质学家。时任清华大学地理系主任。

4. 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陕西华州人。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

究室副主任。

5. 林文奎（1908-1982），广东新会人。193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理系，后考入中央航空学校，曾留学意大

利等三国，长期服务于中国空军。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后，被任命为台湾第 23 战区空军司令，参加

对日受降工作。

6. 傅作义（1895—1974），字宜生，山西省运城人，著名国民革命军将领、抗日名将。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

7.王英（1894—1950），民国时期绥远地区著名帮会头领，地方军阀，抗战时期投降日寇，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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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原载于《中国的空军》1940 年第 29，30 期合刊，第 32，3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