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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2015 年 8 月至 9 月，在纪念抗战胜

利 70 周年之际，校友总会和各地校友会

看望慰问了 8 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学长，向

他们表达了来自母校和校友们的崇敬和祝

福。他们是：王伯惠（1944 土木）、傅

又信（1949 机械）、张彦（1945 历史）、

祝彤（1948 土木）、陈畅吾（1951 航空）、

王忠诗（1944 地质）、叶继刚（1943 入学）、

于汉经（1941—42 外文）。

沈阳　慰问王伯惠学长

8 月 27 日，校友总会代表与沈阳校

友会马德禄副秘书长，在沈阳看望采访了

原中国驻印军抗战老兵、西南联大土木工

程系王伯惠老学长。

王伯惠，1923 年 5 月出生于四川盐亭，

1939 年考入西南联大土木系。1944 年 2

月 16 日，应新 38 师师长孙立人将军所征，

赴印缅战场担任工兵营翻译官，亲眼见证

了中国军队在异国战场上浴血奋战，与友

军一起取得一次次胜利。

1942 年以后，由于美军在食品、药品、

军械与通讯设备等方面的援助，中国驻印

军急需大量既懂技术又通晓英文的人才担

任各兵营的翻译官。为此，当时的新 38 师

师长孙立人将军向他的老同学、西南联大

工学院院长施嘉炀“要人”。在学校的号

召下，1944 年 2 月 16 日，包括王伯惠在

内的 15 名工学院毕业生赴印度东北部入

伍。

王老说，美军提供的补给只有通过中

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道才能够快速运输到

前线，作为土木系的学生，他非常希望能

够参与修建。因此，当孙立人将军询问他

的意向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多做工

程上的事，第二天他就被分到了工兵营。

此时，驻印军正在攻打被日军第 18

师团占领的孟关。日军第 18 师团是日本

的“王牌军团”，曾经进攻上海，参加过

“南京大屠杀”，有“常胜军团”之称。

但是最终被中国驻印军击溃，师团关防大

印被缴获。王伯惠老学长捐给清华校史馆

的关防大印复印件就是这枚大印的拓片。

从担任工兵营翻译官那天起，一直到

抗战胜利，王老不仅出色地完成了翻译工

作，同时参与修建了连接中缅的悬索式贝

雷吊桥，并获得英国工程师贝雷的助手卡

瑞上尉赠送的《悬索式贝雷吊桥军用技术

总会及各地校友会走访抗战老兵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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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这一珍贵资料。2010 年，王老将此

书赠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成为该

馆高级别文物，也是盟军携手抗日的见证。

王老随后深情讲述了孙立人将军的故

事。他谈到孙将军与他有三重关系，第一

重是清华校友，第二重是长官与小兵，第

三重是校董与校长。孙将军 1923 年毕业

于清华，而王老则是 1944 年毕业于西南

联大。孙将军是中国驻印军新 38 师师长，

而王老是新 38 师中的少校翻译官。1946

年，调入东北的孙立人在鞍山创办东北清

华中学，他作为校董，聘请王老出任首任

校长。

王伯惠学长解放后调入辽宁省政府公

路局，主管全省公路桥梁建设，几十年来

为我国公路桥梁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2 年，荣获“茅以升科学技术奖·桥

梁奖”。

离休之后的王伯惠学长仍然笔耕不

辍，耄耋之年更是致力于孙立人将军、齐

学启将军以及中国驻印军抗战老兵资料的

搜集整理，并且编撰出版《中国驻印军印

缅抗战》、《抗战名将孙立人》、《印缅

滇抗战暨日本投降纪实》等。　　（杨帆）

沈阳　慰问傅又信学长

8 月 28 日，校友总会代表与沈阳校

友会副会长张德奎学长，在沈阳市辽宁省

政府干休所看望并采访了原中国远征军抗

战老兵、西南联大机械系傅又信老学长。

傅又信，1922 年 6 月出生于浙江萧山，

1942 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1943

年 11 月，在梅贻琦校长的号召下，赴中

印缅战场担任译员，亲身经历了收复腾冲

等战役。

1943 年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时，梅

贻琦校长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八

个字号召工学院学生赴中印缅战场担任译

员，傅学长毅然报名参加，11 月 14 日进

入第一期译员训练班学习。训练结束后，

被军委会外事局任命为三级译员（上尉军

衔），最初被分配到弥渡 20 集团军巡回

教育组，后又被分配到 53 军 116 师美军

联络组，担任 346 团盟军联络组组长考夫

曼中尉的译员。1944 年 5 月，20 集团军

横渡怒江，向滇西展开反攻，击退固守在

海拔四千米的高黎贡山东麓的日军，跨越

主峰之一斋公房，进入山脉西部丘陵地带，

即腾冲外围。7 月 27 日攻克城南制高点

来凤山，包围城区，借助地势优势火力压

制敌军，9 月 14 日收复腾冲。

收复腾冲后，部队需要休整与补给，

所有联络组人员休假 10 天。10 月下旬，

傅又信乘坐小飞机前往昆明。抵达昆明后，

他获得了军委会颁发的军功章和证书，以

及由三级译员升为二级译员（少校军衔）

的任命书。

回到昆明后，傅又信在昆明的开明书

店里见到了父亲傅彬然先生。傅彬然先生

长期从事教育、出版工作，他将傅又信寄

给他和同事的信件、随笔、日记等文字送

请叶圣陶先生审阅后刊登在《中学生》杂

志上，题名为《军中归讯》，这些文字详

细记载了傅又信所经历的军旅生活，为抗

战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资料。1949 年 1 月《军

中归讯》汇编稿由文光书店出版。值得一

提的是，叶圣陶和茅盾两位名家都为该书

写了序。

休假结束后，傅又信回归 116 师美军

联络组，继续随军向滇西行进。经过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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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1945 年 1 月 28 日，滇

西远征军与驻中印缅远征军终于会师芒友，

中印公路也于当日在畹町举行通车典礼。

抗战胜利后，傅又信回到西南联大继

续学习，1949 年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毕业，后经何东昌、侯裕民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先后在北京、东北等地从事经

济研究工作，1985 年在辽宁省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离休。　　 　　　　　（杨帆）

北京　慰问张彦学长

8 月 24 日，校友总会理事孙哲等同

志登门看望了 94 岁的老学长、我国外宣

战线知名记者张彦。张彦，1922 年 5 月

生于成都，1941 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

两年后转入历史系，1945 年毕业，此后

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他曾亲赴湖南芷

江报道日本投降，采访世人关注的重庆谈

判，在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参加并报道了亚非会议，跟随宋庆龄从事

对外宣传事业。改革开放后出任《人民日

报》首任驻美记者。

1945 年 8 月 15 日，作为昆明美国新

闻处心理作战部的战地记者，张彦在临近

日占区的湘西沅陵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

息。老学长再一次对我们回顾了那一天的

情景：整个县城陷入狂欢，人们手拉手尽

情跳啊、唱啊、走啊……路边摊贩举起双

手大声吆喝，欢迎大家随意来拿！随便来

吃！“我一生也就经历那么一次，永远忘

不了那真正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天 !”

随后，张彦接到了他记者生涯的第一项任

务：去湖南芷江现场报道日本前来洽降的

重要新闻。8 月 21 日，张彦站在记者群中，

目睹了日本代表走下飞机、在受降仪式会

场呈上日军集结地区军事地图等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的瞬间。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张彦参加了共产

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组织上安排他接

触驻扎在昆明的美军“飞虎队”，由此开

始了他与“飞虎队”队员们长达 70 载的

奇缘。在接触过程中，张彦发现这些美国

人坦率、开朗、热情，真心对共产党的情

况感兴趣，迫切要求了解解放区的状况。

为此，他为美国士兵作过中国现状的演讲，

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翻译成英文，

由这些飞虎队队员们以寄家书的形式寄往

美国，让外界了解中国的战局。当中共地

下党组织得知日军将突袭昆明时，张彦将

转移的指令转告给飞虎队员。当他被国民

党特务跟踪时，队员们用美军的吉普车掩

护接送他。张彦学长与“飞虎队”的故事，

由中美两国纪录片工作者历时 10 年拍摄

成纪录片《飞虎奇缘：一个中国记者和他

的美国朋友们》，于 2013 年播放，引起

轰动。　　　　　　　　　　　（田阳）

北京　慰问祝彤学长

8 月 28 日，清华校友总会理事孙哲

等前往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休所看望了抗战

老兵祝彤学长。祝彤学长 1944 年考入西

南联大，194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

1949 年回母校任土木系助教，1952 年院

系调整后到北京地质学院任讲师，1954

年又奉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

祝彤学长记忆力惊人，谈起往事，仍

感觉历历在目。他说，我不是士兵，也不

是将军，也没立过大功，只是为抗战做了

通讯和翻译工作。当时家里穷，小学毕业

后上不起初中，1937 年考入电话局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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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务员。抗战时期，话务员的任务就是将

指挥部的命令传达到前线，实际上起到了

“通信兵”的作用。因为老学长所在的电

话局正是配合了当时武汉外围保卫战，为

作战军队沟通了指挥部和前线的信息。

“淞沪会战前，当时的国民政府态度

不明朗，导致 19 路军孤军奋战，第五军

的一个营长，身中 7 弹依然带领冲锋，最

终壮烈牺牲。”讲到这里，老学长抑制不

住内心的激动，当场朗诵悼念诗一首，诗

情悲壮，催人泪下。

1943 年 9 月至 1944 年 2 月，祝彤学

长在中美步兵训练中心担任翻译官，协同

培训中国远征军连排级军官使用美制武器

装备。在中美步兵训练中心协同美军教官

总共培训我远征军连排级军官 200 人，为

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李昂）

武汉　慰问陈畅吾学长

 8 月 25 日，湖北校友会会长张代重、

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明陶看望了参加过抗战

的清华校友、1951 级航空系陈畅吾老学

长，并赠送了慰问金。

陈畅吾原名陈鬯吾，1923 年 1 月出

生于湖南，1944 年 9 月考入西南联大，

就读于航空工程系。1945 年 1 月报名参军，

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名汽车兵并开赴印

度。日本投降后，1946 年 6 月，陈畅吾

所在部队回国并开赴湖南原日占区。1946

年 8 月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返回北

京，陈学长遂从部队复员并回清华大学航

空系复学。

1951 年陈畅吾从清华毕业后分配到

新疆大学任教，现已离休多年。2007 年

迁居武汉。

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镌刻的“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名单

中，陈畅吾学长的名字赫然在目。七十年

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抗日的烽火，异国

的风光，西南联大及清华园的求学时代，

几多艰辛，几多欢乐，过往似流水，老学

长睿智的目光闪烁着回忆的深沉与留恋。

（湖北校友会）

香港　慰问王忠诗学长

8 月 25 日，香港清华同学会宗家源

副会长访问了抗日老兵王忠诗学长。

王忠诗学长，95 岁，1940 年在菲律

宾马尼拉中学毕业后辗转回国升学，考入

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1944 年毕业前夕，

应征到抗日战区当中美联军英语翻译。初

时分配到印度东北阿萨密邦利多，任美军

48 野战医院少校翻译官，后又被调到缅

甸前线密支那的新一军新 30 师 88 团 3 营，

在中美并肩作战的抗日战争最前线任少校

翻译官，直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

解放后，曾在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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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系任教，开设“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古生物学”两门课。后转入福建省地质

队，做地质普查勘探工作，曾发现福建平

潭岛一带的“中国标准沙” 的存在。 “文

革”过后，于 1979 年 8 月退休。退休后，

在香港做生意，积极为祖国的“三引进”

工作出力。在深圳、浙江、江苏等地均有

投资，为福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王学长现为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名誉

委员、河南平顶山市荣誉市民、福建省侨

联顾问。最近，他还担任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印缅滇抗战暨日本投降纪实》

一书的香港编委。     （香港清华同学会） 

汕头　慰问叶继刚学长

8 月 22 日，汕头校友会陈严、朱立群、

曲晓峰等一行来到叶继刚学长家中，向这

位亲身参加过抗战的老学长表达敬意。今

年 95 岁高龄的叶学长身体十分硬朗，回忆

起抗战时期在昆明学习、工作、抗战的经

历时，细节清晰、思维敏捷，并向校友会

提供了他近年来亲笔书写的抗战回忆和关

于宇宙及生命起源的研究报告等珍贵资料。

日寇侵华，叶学长在广东惠阳的祖屋

被日军烧毁，1938 年被迫去昆明投亲躲

避战乱。在云南期间，中学毕业后进入清

华金属研究所任职员，在所长吴有训等著

名学者的影响和鼓励下，1943 年考入西

南联大土木系，第二年转入生物系学习。

由于战乱影响及经济困难等原因，叶学长

决定投笔从戎，亲身参加抗战，1945 年 2

月参加美军援华的第十四航空队，也就是

著名的飞虎队，任宪兵队译员，主要负责

处理部队与地方关系。日本投降后，在美

国战友的帮助下，叶学长搭乘回广州的运

输军机，才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

抗战胜利后，叶老先生在南方大学继

续学业，建国后一直在汕头从事教育工作，

几十年来教书育人，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

（汕头校友会）

美国南加州   慰问于汉经学长

2015 年 9 月 17 日，美国南加州校友

会一行七人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市探访了抗

战老兵于汉经学长。于学长于 1942 年加

入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率领的新 38 师在

缅甸抗击日军，于 1946 年获得美国政府

颁发的自由勋章 (Medal of Freedom)。

于学长生于 1923 年，1941 年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及至太平洋

战争全面爆发，美、英、中联军正式对日

宣战，抗战急需优秀翻译人员。1942 年

10 月，以第一名的成绩结训于战地服务

团译员训练班的于汉经学长抵达印度兰姆

伽的新 38 师，被派遣至重炮营担任翻译

官。在此后反攻缅甸的战斗中，于学长随

营战斗，并且很快从仅担任美军指挥官和

教官的翻译官，成长为还能够培训国军士

西南联大读书时的于汉经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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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兵使用和保养大炮等先进武器装备的教

员。于学长的出色表现获得了孙立人将军

和美军指挥官的高度嘉许，因此一直在炮

兵部队中担任主要翻译，在印缅战役结束

后也一直跟随孙立人将军。

 虽已 92 岁高龄，于学长仍然精神矍

铄，思路清晰，他对于 70 多年前的硝烟

岁月仍然历历在目。1944 年 6 月的沙杜

渣（Shadazup）阵地上，一枚日军炮弹在

于学长身边爆炸，幸得一个美军友人赠送

的打火机挡住部分炮弹碎片，他才未受重

伤，而身边的另外两位战友，副营长李

汉庭和医官靳上尉则不幸牺牲。尽管受

伤不重，他在新冰洋美军医院养伤 20 天

后右脚才恢复知觉。住院 52 天后，于学

长被联军炮兵指挥官 Sliney 上校钦点协助

运送 105 榴弹炮支援久攻不下的密支那

（Myitkyina）。Sliney 上校（在此战中晋

升为准将）亲自在前线指挥，于学长负责

传达射击命令。于学长骄傲地对我们说，

榴弹炮的助攻非常奏效，战况取得突破性

进展，仅用两三个星期就击败了对手。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于学长不

仅回忆了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追思

带领他和战友们一同抗击日寇的孙立人将

军，同时也表达了对当今时政和国家民族

发展的热切关注。当年英气逼人的读书郎

投身民族危亡的战火中抛洒热血英勇杀

敌，今日的华发长者终能欣慰地亲睹中华

民族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盛况！

 （南加州校友会 陈维群报道）

今年8—9月间，傅又信（1942入学机

械）、陈畅吾（1944入学航空）、张文仲

（1941入学地质）三位老学长，经我编辑

部提供历史资料，积极配合当地有关部

门，使他们如愿获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纪念章。

这三位老学长均为联大时期从军参加

过抗战的老兵，但在9月份之前均没有得

到政府部门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因此

特向校友总会求助。总会遂责成我编辑部

来负责此项工作。

经与三位学长所在单位多次沟通，我

们了解到，因为历史原因加上年代久远，

三位老学长的档案中，对他们从军经历的

记载，或丢失，或模糊不清，致使这段经

历无法确认。因此，编辑部根据三位学长

的情况，先后从学校档案馆找到他们当年

的学籍卡片，上面有他们被征调从军的纪

录；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从军学子名录

上，也刻有他们的名字。另外，经仔细搜

索编辑部或各年代校友出版物，还找到了

一些校友的战地回忆录。将这些资料提供

之后，编辑部还不断与他们的单位沟通、

问询、督促，终于使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三位90多岁高龄的老学长在获颁纪念

章后均十分激动。傅又信学长发来佩戴纪

念章的照片，陈畅吾学长的儿子特意发信

来表示感谢，经历坎坷的张文仲学长说，

获得这枚纪念章算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一

件事。                                            （山石）

编辑部协助 3 位联大老学长获颁抗战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