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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是少校，那会儿只有二十几岁。

夫人三年前过世后，夏世铎学长就独

自生活在莲花公寓的这套三居室里。借助

社区的服务和钟点工的帮助，他将自己的

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采访的最后，老学

长和我们谈起了自己的养生经。

我每天锻炼，早上床上按摩，按摩肚

子要左右两百下，绕肚脐这儿。另外就是

每天二十个仰卧起坐，还有就是做早操，

我编了一套早操，把过去广播操的第四套、

运动量比较大的西洋拳、中国的武术八段

锦，中西合璧地编了一套健身操。每天大

概做十几分钟，对身体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锻炼几十年如一日。所以我告诉

你们，坚持很重要，你得坚持。再加上合

理饮食，我不挑食的，什么都吃，所以这

方面也有一些好处。

心态方面，不要跟人家攀比，人家怎

么好怎么好，不要这样比，我自己能够为

国家多做点事情就行了，我就高兴了。所

以我的格言就是这样：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不要衡量他的地位和金钱，要衡量他对国

家对人民对社会的贡献。

这是一位始终坚持理想和信念的老人，

这是为国家和民族默默奉献、值得后人尊

敬的学长。他的人生，与时代同步；他的

精神，如苍松屹立。

感谢上海校友会 IT 财经委员会《清

缘·人物》编辑部的协助

抗战时期牺牲的清华英烈
○王向田

沈崇诲（1911.6—1937.8.19） ，江苏

江宁人。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

学系。后投身空军。1937年8月19日，驾机

重创敌舰“出云号”，以身殉国，时年26

岁。

张甲洲（1907.7.1—1937.8.28），黑

龙江巴彦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

系。“九一八”后，赴东北抗日。曾任中

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师长。1937

年8月28日，奉党组织命令撤离富锦去抗日

部队，途中和敌人遭遇，不幸中弹牺牲，

时年30岁。

邓维熙（1914—1938），江西南城

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后

转到外国语文系。1938年日军犯江西，南

城陷落，邓维熙奋起反抗日军暴行，惨遭

杀害，时年24岁。

何懋勋（1917.7.6—1938.8.28），江苏

扬州人。抗战全面爆发后，进入长沙临时

大学读书。后投笔从戎，赴鲁西北抗日根

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8月28日

凌晨，在山东齐河与日伪军血战中英勇牺

牲，时年21岁。

孙世实（1918—1938.10.23），江苏

吴江人。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

“七七事变”后，任湖北省青委书记，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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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民先队队长。1938年10月23日，在

从武汉撤往鄂西的轮船上遇日军空袭，为

救同志壮烈牺牲，时年20岁。

陶守文（1915—1939.1），女，北

京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

“七七事变”后，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

下，在北平进行秘密的抗战宣传、募捐等

活动。1938年11月初，身份暴露，不幸被

捕入狱。1939年1月与世长辞，时年24岁。

岳岱（1917—1939.5），河北静海

人。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系。

“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1939年5月，

在日军围攻山西长治的战斗中身负重伤，

不幸牺牲，时年22岁。

熊大缜（1913—1939.7），原籍江西南

昌，生于上海。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

学系。1938年4月到冀中吕正操部队，他组

建人员，用土办法研制成功炸药；又筹建

总供给部兵工厂，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武装

部队；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冀中根据地输

送了大批军需物资。1939年7月，在根据地

除奸运动中不幸被错杀，时年26岁。1986

年，中共河北省委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王鉴览（1917—1939.9.15），山东金乡

人。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七七事

变”后，回家乡参加抗日，发动群众建立抗

日自卫武装。1939年9月15日，在湖西“肃

托”事件中牺牲，时年22岁。1941年春，中

共湖西地委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纪毓秀（1917—1939.10.6），女，江苏

宿迁人。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

系，后转入外国语文系。1937年春，到太原

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在极端艰

危的环境下，她不计个人得失，坚持不懈，

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被誉为“山

西三大妇女领袖”之一。后积劳成疾。在重

病中仍以顽强的毅力拼命工作，1939 年10月

6日，不幸逝世，时年22岁。

祁延霈（1910—1939.11），满族，

山东济南人。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地理学

系。1937年冬奔赴延安,1938年春被党组织

派往新疆工作，为团结各族人民抗日救国

作出了贡献。1939年11月在组织销毁新疆

旧币时因受寒而患伤寒病，医治无效不幸

以身殉职，时年29岁。

袁时若（1910—1939.12.10），山东临

沂人。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任中共胶东特委机关报《大众报》社社长

和总编。1939年12月10日，日寇扫荡胶东

南掖根据地，为掩护同志们突围，他不幸

胸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9岁。

彭国珩（1915—1940），江西吉安人。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1938年到山

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出生入死转战于

山西各地。1940年春，奉命由临县去延安

学习行军路上不幸牺牲，时年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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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懿（1911—1940.4），原籍贵州

修文，生于北京。1933年转入清华大学历

史学系，1935年毕业。“七七事变”后投

笔从戎。组建了山东滕县历史上第一支共

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抗日义勇队”。

1940年4月在山东沂南县，在“肃托”事件

中被错杀，时年29岁。1985年1月，中共山

东省委组织部为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张凤阁（1909—1940.6.6），河北获鹿

人。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36

年初到山西，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的

工作。1939年底，在 “十二月事变”中被

捕，1940年6月6日，在山西阳城县秋川河

附近牺牲，时年31岁。

齐振铎（1916.2.20—1940.7.20），蒙

古族，北京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地理

学系地质学组。“七七事变”后，在平津

从事地下抗日斗争，后到冀东游击区参加

抗日游击队。1940年7月20日遭遇日寇袭击

中弹牺牲，时年24岁。

陈定达（1902.8—1940.10.2），字三

才，江苏昆山人。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

1920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4年回国。他

出于激愤和爱国忠忱，参与策划刺杀汪精

卫，不幸机密泄漏被捕，1940年10月2日，

在南京雨花台从容就义，时年38岁。

凌松如（1913—1940.12.22），四川

屏山人。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

后转入社会学系。1940年12月22日，在太

行山与日军浴血奋战中不幸中弹，壮烈牺

牲，时年27岁。

解树魁（1913—1941），山东堂邑

人。1935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

“七七事变”后，到鲁西北开展救亡活

动。1941年，在战斗中被敌包围，单身与

敌英勇搏斗，至最后一粒子弹时自尽，壮

烈牺牲，时年28岁。

吴新之（1913—1942.1.24）， 山东栖霞

人。1934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系。

1942年1月24日，在河北曲周吕洞崮反日军

“扫荡”作战中，中弹牺牲，时年29岁。

杨光泩（1900.7.14—1942.4.17），原

籍浙江吴兴，生于上海。1916年考入清华

学校。1938年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

领事。他积极宣传抗日，募集捐款。1942

年4月17日，被日军秘密杀害于马尼拉华侨

义山，时年42岁。

黄诚（1914.5.16—1942.4.23），河北

安次人。1934年夏，考取北平清华大学地

学系。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1941年

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1942年4月23

日，在被押解去福建途中，被特务杀害，

时年28岁。

阎裕昌（1896—1942.5.8），北京人。

1919年来清华学校当工友。1938年8月，到

冀中抗日根据地，改名门本中，从事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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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1942年春，不幸被日军俘虏，

5月8日，在河北安平县武莫营村惨遭

杀害，时年46岁。

李冠英（1911—1942.5），河北

武邑人。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

程学系。1942年5月，在反击日寇大扫

荡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于太行山下，

时年31岁。

姚 名 达 （ 1 9 0 5 . 3 . 2 3 —

1942.7.7），江西兴国人。1925年考

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

1942年6月，他组织国立中正大学

“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7月7日

夜，于江西新干县与敌遭遇，奋力搏斗，

中弹殉国，时年37岁。

李忍涛（1904—1943.10.28），云南

鹤庆人。1926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

学。中国防化兵种的创始人。1943年，以

化学兵总队中将总队长兼军事委员会外事

局高级参谋身份，赴印度视察出国参战部

队，配合史迪威打通中印公路。10月28日

乘机返国复命，飞至缅北上空，突遭日机

伏击，不幸壮烈殉国，时年39岁。

杨学诚（1915.8.8—1944.3.7），湖北

黄陂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

鄂中领导创立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

区，后又组建了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参

与领导建设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1944年3

月7日，随军转移途中在大悟山病逝，时年

29岁。

戴荣钜（1918.7.10—1944.6.17），江

苏镇江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

气象学系。1944年6月17日，长衡会战中驾

机与敌激战，飞机在战斗中受创，他爱惜

飞机，驾机返航，不幸坠落于长沙以西丛

山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齐学启（1900—1945.3.13），湖南宁

乡人。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任第66军新

编38师少将副师长，入缅作战，1942年4月

中旬取得入缅远征的第一次大捷——仁安

羌大捷。5月，遭遇日寇身负重伤后被俘，

囚于仰光。1945年3月8日被变节者刺杀，

伤及内脏，于13日逝世。时年45岁。

缪弘（1926.12—1945.8），江苏无锡

人。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

1945年4月从军。8月3日，在收复广西平南

县境内丹竹机场的战斗中，被敌弹击中，

不幸牺牲。时年尚不足19周岁。

2014 年 9月 30 日，清华大学师生在“烈士纪念日”
集体缅怀英烈，图为校长陈吉宁、校党委书记陈旭向英
烈碑敬献白菊

上期更正

第 82 页，左栏，第 3 行，应为“女青

年会
4

吴壬林先生”

第 144 页，右栏，最后一段第 2 行，

应为“办公室主任是李荻
4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