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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地方接收其他访客。

据温德说，梅博士一个月的工资还不

到 600 元， 而 这 次 宴 会 的 花 销 绝 不 少 于

1000 元。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梅博

士一瓶一英寸高的治疗疟疾的阿的平药片，

这应该可以换回 1000 元了。

通货膨胀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常

现象。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s）香烟

每包售价 10 元，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

6000 元。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成了投机买

卖的抢手货，这种买卖正是为了得到更多

财富的必然产物。对于中国教授来讲，送

其一支钢笔，其价格都超过了他一年的工

资。在昆明，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表现为

混乱的进口商品价格，因此许多有着官方

背景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趁机在市场上大捞

一把。

昆明教职员工的生存状况让我极为震

惊，于是我立即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我写

信给阿尔格·希斯，希望亨培克与柯里也

了解情况，其中陈述的观点我曾多次重

复……

（节选自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中信出版社，2013 年 8 月）

回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往事
○孙　亮（1945 入学联大）

1943 年 9 月，我经过考试，进入联大

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为五年级学生，同时

考入该班的同学还有杜致礼、查玉洁、陈

德元等人。那时，联大附中的校舍位于昆

明市文林街与钱局街交汇处的右侧，校舍

原是一个年久失修的祠堂，名为“岑公祠”；

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先生任主任，魏

泽馨先生任副主任，黄钰生先生是联大附

中的创办人，主持附中的校务，他移植采

用了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的大、中、小、

幼教体系全面发展的理想，创办了联大师

院附校，包括附中、附小以及幼儿园。

在联大附中，黄钰生先生办校的指导

思想是充实学生的素质和学识基础。他对

教学要求十分严格，采取的措施首先是慎

选师资和严格要求教师。附中的教师全是

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生，多数来自联大，

不仅如此，还从西南联大聘请一部分教学

效果优良的教师到附中兼课。学校要求教

师认真备课，讲课清晰明白，作业多数在

课堂内完成，少留家庭作业。我们的班主

任蔡福林先生，是教立体几何学的，冯明

叔老师教语文课，金瑞华老师教化学课，

他们教学认真，讲课清晰明了，还经常对

学生的学习、生活指导和关心。几位教师

感染着我们，我们都自觉而勤奋地学习。

联大附中考试的方式有笔试、口试、

课堂考、月考、学期考、学年考等，曾记得，

1944 年 1 月的一个早上，我们班正进行着

期末学期英语考试，突然间，日本飞机来

袭的空袭警报响了，我交卷后出附中校门，

沿文化巷进入联大新校区，沿校区“中大

路”向北部围墙小门走出去。此时，紧急

警报响了，我出了北小门，便是一片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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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听到南方天空有飞机的轰鸣声，抬头

向天空望去，看到 27 架排成品字形的银灰

色日本轰炸机，周围有数架黄色日本战斗

机护卫着。瞬时间，又看到在日本轰炸机

机群上空，有数架飞虎队的深灰色 P40 式

和双身形（黑寡妇）战斗机，从高空冲入

日本轰炸机群，上、下穿梭地攻击，接着

便看到有三架飞机冒着白烟，向昆明市东

北方向坠落下去。这一天上午，我在联大

校园北围墙外墓地间，仰头清楚地看到了

飞虎队战机勇敢地和日本轰炸机群战斗的

实情。这一次，也是日机到昆明市上空进

行轰炸骚扰的最后一次，几年来天天跑警

报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在联大附中读书时期，通过生动多样

的文体活动，我们增长了许多知识，也增

进了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联络和感情。

因此，在许多年后，我们的同学和老师还

经常联系、互相关心。1997 年，由于我们“火

星班”老班长许效愚同学的联络，和分别

多年的国内外同学取得了联系，康继超同

学自台北到上海工作时，收集了大家的联

系方式，编印了一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九四五级·火星班师

生通讯录》。我们火星班的同学，多人也

同是联大的同学，他们多次携带着家人，

或结伴到联大和附中来访问、探访老师。

1945 年 3 月，我中学毕业，经过考试

于 1945 年 8 月进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

院电讯专修科学习。联大工学院校舍设在

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和全蜀会馆，

这些会馆原来都是古老破损的建筑，整理

修建工程都是由工学院师生自己动手修建

而成；在迤西会馆设置院、系办公室和教

学实验室。

男生宿舍在拓东路路口，原是盐行仓

库，称为盐行宿舍，是旧式的二层楼房，

砖木结构，鸽子笼般的楼房。我曾住过的

一间是约 60 ㎡的敞开间，靠北一面是竹篱

围墙，室内用三架双层木床，品字形地围

成许多小间。我曾住木床上层，夜间醒来，

透过篱窗便可看到闪闪星空。住在木床下

层的舍友是颜道孚同学，他的哥哥颜道岸

是教我们班微积分学的教师。

1945 年 9 月 3 日，联大 1945—1946 学

年度第一学期开始上课。一周后，工学院

院长、各系系主任和学生会的理事，组织

了一次迎新见面会。会上，院长施嘉炀先生、

主任周荫阿先生介绍了学院和各系的教学

情况，学生会的理事致热情洋溢的迎新辞。

特别值得记忆的是教唱了西南联大的校歌，

殷切的勉词，激励联大学子永远奋进。

联大电专一年级课程有：微积分、普

通物理、电磁学、电码练习、制图和体育

课等，我们上课、实验、实习均在江西会馆，

体育课则在拓东体育场，教师是黄中孚先

生，有时马约翰教授也给我们上课。

1945 年 10 月 2 日的夜里，在睡梦中，

我们突然听到枪炮声震耳轰鸣。我惊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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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窗外望见星空中的红色枪弹，流星飞舞，

不知发生了什么，感到十分恐怖。次日，

看见沿拓东路街道两旁都有荷枪实弹的国

民党中央军士兵戒严，原来是第五集团军

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部队包围了云南

省政府，胁迫云南省主席龙云下台。因此，

全市实行戒严，我们的校舍也被封锁，停

止上课三天。

10 月 6 日上午，在盐行宿舍门口，我

们看到装饰着黄底银色五星上将标志的军

车，载着武装人员押送龙云经过拓东路，

驶向巫家坝机场，龙云将被押送到南京。

这一次事件，是蒋介石为了实行独裁统治，

企图镇压爱国民主力量的行动。接着，蒋

介石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在卢汉未到

任前由李宗黄兼代，任命关麟征为云南警

备司令。由此，云南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11 月 25 日，联大、云大、中法、英专

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的“反内战时事晚会”

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我们

联大工学院的教师、同学约百余人，自拓

东路盐行宿舍步行到新校舍大草坪参加晚

会。晚会上，由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

潘大逵四位教授演讲，他们从政治、经济、

内政、外交各方面分析说明不能打内战的

道理，呼吁停止内战。晚会进行中，突然

间有特务进行捣乱，在联大新校舍围墙外

枪声四起，我们所在的草坪的上空，流弹

飞舞，原来是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

士兵在联大新校舍四周架起机枪扫射。这

时，大会继续举行，我们在高唱《我们反

对这个》的歌声中散会，当我们返回拓东

路宿舍时，发现附近城门口都被军队封锁，

我们只得绕道而行，午夜时才回到宿舍。

次日上午，联大工学院学生自治会理

事召开会议，为抗议昨晚军警特务的捣乱，

提出了罢课决议。在罢课期间，组织宣传

队开展街头宣传，出壁报、墙报宣传反对

内战、争民主，揭露国民党军队武力威胁

晚会的事实真相。

12 月 1 日，“一二·一”惨案发生。

上午 11—12 时，国民党武装军警袭击联大

新校舍，在新校舍大门外投掷手榴弹，当

场炸死南箐中学教师于再；在龙翔街联大

师院、昆华工校门口，暴徒投掷手榴弹，

师院专修科学生潘琰被炸成重伤。但是，

在运送潘琰去北门云大医院抢救途中，又

被暴徒刺死，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

昌当场遇难，受伤的学生有缪祥烈等 50 多

人。

联大工学院亦遭暴徒袭扰，一群暴徒

带墨镜，身穿黑色西服，头戴毡帽，持手

枪，在盐行宿舍大门外，将我们为反对内

战、反独裁、争民主、争和平的壁报、墙报、

报栏砸得粉碎，我们自发组织的纠察队，

手执垒球棒准备抗御，幸得院门卫队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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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才免于发生牺牲。但是，在江西会

馆实验室里，正在做实验的袁复礼、马大

猷两位教授却遭到暴徒的殴打。

1946 年 4 月 13 日下午，梅贻琦常委

到联大工学院向学生训话，联大定于 1946

年 5 月 4 日结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

复员平、津，本校学生依志愿分至三校肄

业。本届先修班，经考试后准于免试升学，

师范学院自本年 8 月起在昆明独立设立，

称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国立西南联

大在昆明九年，对发展和提高云南乃至大

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转移社

会风气等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南联大于 1946 年 7 月 31 日结束，

一分为四（3+1），北大、清华、南开，三

校复员平、津，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成立，

校舍用西南联大新校舍，原来西南联大各

院、系的图书仪器均尽量留赠昆明师院。

联大最后一批复原北上的学生于 1946

年 7 月 11 日上午，在昆明市西站乘善后救

济总署卡车离昆，经长沙乘小火车到达上

海后乘船经秦皇岛到天津，转到北平。査

良钊先生和我们留昆的学生到西站送行。

后来，我和先修班肄业的同学李锡龄和电

专同学沈汝玖约定参加本批复员北上，但

是我因家庭的经济困难需留昆明照顾。李

锡龄同学到达北平后，进入北大外语系学

习，于 1951 年毕业后被派到中国驻罗马尼

亚大使馆工作，1978—1983 年期间，又担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

2008 年，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

际，被中国外交部评选为功勋外交人物。

李锡龄于 2009 年寄给我一册《纪念中国改

革开放 30 周年共和国功勋人物个性化专题

邮票》，赠送云南师范大学联大博物馆。

1946 年 8 月 1 日，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成立，査良钊先生任院长，胡毅教授任教

务长，学院设国文、史地、英语、教育、

理化、博物、体育等系；同时还继续设附中、

附小、幼儿园等。北大、清华、南开各留

一些教授帮助师院办学，北大留下罗庸、

谭锡畴，清华留下杨武之、胡毅，南开留

下蔡维藩、蒋硕民、杜增瑞等教授。四校

还制定了昆明师范学院与国立北大、清华、

南开三所大学的合作办法。

我经过考试后转入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理化系物理本科学习，继续完成学业。理

化系系主任是许浈阳先生，他讲授的课程

有普通物理学、理论力学等，他重视对物

理实验操作的培养，在四年的时间里，我

选修了胡毅、罗庸、杨武之、蔡维藩等教

授开设的课程，获得优良的学习成绩。

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继承联大校训“刚

毅坚卓”为校训，要求师生在学习、生活、

工作各方面体现出刚强、果敢、坚忍不拔

和卓然不群的精神。1984 年昆明师范学院

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它秉承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的传统，不断发展壮大，云南

人民把云南师大视为不走的西南联大。

清华园内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丝网版画 何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