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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70

年前，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

赴后继，英勇斗争，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

的全民族的伟大抗战。在这场正义战胜邪

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中，有一批西南

联大的热血青年毅然投笔从戎，投身到伟

大的革命洪流之中。

70 年时光流逝。那些当年风华正茂、

保家卫国的青年，他们今天是否健在？又

有着怎样的历史记忆？

2014 年 10 月的一天，《清华校友通讯》

编辑部的同志走入了夏世铎老学长在上海

莲花公寓的居所，倾听这位 95 岁老人讲述

他的传奇经历。

夏世铎，安徽巢湖人，1920 年出生于

北京。幼年时期目睹列强侵略、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由此产生了

要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思想。

1939 年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

学法律，有一段故事，我在小学的

时候看过一部电影，这个电影的名

字叫《冤狱》。我看了之后非常同

情，片子里面描述了穷苦的人被资

本家、有钱的人污蔑盗窃他家的财

产财物被告到法庭上去了。这个穷

苦的人没有钱聘请律师去辩护，因

此就被冤枉了判刑入狱，叫“冤狱”。

我当时就萌生了这个思想，我将来

一定学法律当律师，专门替老百姓

打官司。就这样我就到联大学法律。

西南联大期间，在系主任燕树棠的主

持下，法律学系形成了一种崇尚公正廉明、

以法治国的良好学风。然而，日寇在昆明

的野蛮轰炸，从早到晚不时响起的警报声，

师生们不得不在郊外的草地上上课……这

一切，使得血气方刚的夏世铎决心要投入

到抗日的前线去。他想要成为一名空军，

为保卫祖国的领空抛洒自己的热血。

日本空军经常空袭昆明，我们联大校

舍也被炸过。当时我看到被炸伤、被炸死

的市民，真是血肉横飞。断肢胳膊挂在树

上了，肚肠流出来了。作为一个年轻人心

里非常愤恨，想到要保卫祖国领空了。特

别是我们经过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很

多英雄事迹也感染了我们。像姚子清一个

抗战老兵夏世铎的传奇经历
○黄文辉

2014 年 10 月，校友总会和上海校友会一起慰问、采
访夏世铎学长。左起：黄文辉、杨潮、孙哲、夏世铎、叶
洪根、许定宝、解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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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在宝山抗战，600 人全部牺牲。这些都

感染了我们。

当时正好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就在昆明

附近的巫家坝。这时候我萌生了考空军的

念头，先到黄埔军校入伍。当时有一个规定，

凡是空军的、海军的都要经过六个月的入

伍训练，经过这种步兵训练，然后再转到

空军或海军。因此我到了黄埔军校。入伍

六个月以后，当时没有转到空军去，就分

科考试。

1940 年 10 月，夏世铎在分科考试中

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黄埔 17 期炮兵科，自

此进入到人生一个新的重要阶段——两年

半的军校生活。毕业后，他留校做了一名

教员，虽然这与他要投身到战场一线的初

衷并不完全相符。

这一点我也是受了西南联大的影响。

军校大学生比较少，我们成绩比较好。毕

业之后留校当助教，教学生。当时我心里

也很矛盾，我写信给张治中，张治中是我

们老乡，也是安徽巢县的。我写信给他，

要求到前线去。我考军校的目的就是到前

线去。结果张治中回信说：军人以服从为

天职，最优秀的人才留校。训练学生很重

要，为前线部队培养干部，优秀、精良的、

好的干部才一定能打仗，才能够勇敢、指

挥得比较好。所以留给你们的任务比前线

还要重要。上级给我做思想工作，教育我，

我只好勉强留下来。

我带了两期学生，一个十八期、一个

十九期。其中有我们清华的，一个叫周荫林，

我们联大校友，1939 年毕业的。他到十八

期也正好是炮兵队，变成我的学生，后来

他到台湾去当海军陆战队的参谋长。他后

来到上海来过，我们接待过他，联大上海

校友会也接待过他。

我是十七期，1949 年黄埔军校到台湾

后从二十四期开始的，大陆上总共二十三

期，而且大陆留下的大部分都是起义的。

所以在大陆，在东北，有很多都是我们

二十三期的，担任很多重要职务的都不

少，抗美援朝也去了很多。到台湾去的从

二十四期开始，到现在八十几期了，现在

还在继续办，在台湾凤山。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呢？就是因为

国家正好需要统战工作。像我们可以做他

们的工作，这是别人不可代替的，因为我

的学生、我的部下、我的长官都在台湾，

我们去工作就比较方便，有说服力。

抗战结束后，夏世铎和全国人民一样，

盼望过上和平的生活。他发表进步言论，

结交进步军官，结果却被戴上“红帽子”，

屡遭训斥。

1945 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及五

大常任理事国之一，需要派遣驻联合国军

事代表参谋团，参与管理世界军事事务。

夏世铎抓住机会，以优异成绩考上培训班，

夏世铎学长非常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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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读完了外交系四年的科目。

本来抗战胜利以后我参加革命，要到

解放区去的。我当时的思想是中国人不打

中国人。我参军主要是打日本人，抗战胜

利了，我的任务就完了。本来想转业，当

时有规定，现役军官不能随便转业。正好

我回来参加革命就可以不当军人了。

后来，因为我和地下党有些联系，他

们要求我不要到台湾去。我飞机票都拿到

了，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大陆参加革命。

尽管曾不止一次需要奉命去往台湾，

夏世铎都找借口婉拒。时局巨变之际，他

为何去何从备受煎熬。最后，良好的教育

经历发挥了作用，他选择了一条“中立的

和平道路”。

后来，有人也跟我说，你到台湾来你地

位很高。我说人各有志。孙中山讲过一句话，

我记着呢，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我就觉

得很对。做大事就是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事情，

这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一样。

西南联大学习生活、黄埔军校教学的

生涯，为夏世铎后来从事统战工作打下很

好的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就读于华

北人民革命大学、北京外国语学校。解放后，

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投身于统一战

线工作，为促进祖国统一做出积极贡献。

通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夏

世铎结识了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也是

周总理的养女孙维世、孙新世姐妹，通过

她们，夏世铎进入了周恩来总理的视野。

总理很重视，就让她（孙维世）跟我讲，

希望我马上工作。我呢，那个时候，对共

产党还不是十分了解。所以我就没出来工

作，我说我要学习，因为对马列主义基本

理论、革命理论，我还是一窍不通。请总

理能够谅解我这样的情况。

周总理说很好，说你要好好学习，将

来也很有前途的。周总理很鼓励我，就这

一点我对他特别钦佩。还有，我觉得搞统

战工作不分前后，革命不分前后，总理蛮

重视我的。

1956 年，夏世铎参加民进上海市委工

作。80 年代后，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常

务理事、副秘书长，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

会长。他还是上海市普陀区政协第八、九、

十、十一届委员。

近年来，虽已 90 多岁高龄，夏世铎学

长仍然十分繁忙——撰写纪念回忆文章，

接受媒体约稿采访，赴海外多个国家及台

湾地区访问演讲，一直活跃在国内外社会

活动的舞台上。

我们刚刚去了美国做文化交流，我们

黄埔同学会家属联谊会二代三代有一个艺

术团，夏威夷邀请我们演出、文化交流，

效果不错。因为那边很多商会华侨，对我

们祖国的文化很渴望。这次交流，夏威夷

的州长都来参加了，洛杉矶的总领事也来

了。台湾来的更多了，我现在联系的就有

5 个上将、8 个中将、31 个少将，是黄埔同学。

夏世铎学长签名的纪念黄埔军校建校 90
周年首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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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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