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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坚卓 抗战老兵
——95 岁学长夏世铎访谈

王   飚      袁   帆

夏世铎，1920 年生于北
京。中学时代曾参加“一二·九”
学生运动。1939 年，西南联大
肄业。1940 年投笔从戎，参加
抗日战争。1956 年入民进上海
市委工作，曾任民进中央副主

席吴若安秘书，民进上海市委
宣传部负责人。现任西南联大
上海校友会理事。

访谈九十五周岁的联大老学长，乃人生一

大幸事，并收获良多人生启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存在虽仅八年（1938年

至 1946年），却在国难中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

奇迹：创造出大量空前绝后的科研成果，培养

出邓稼先、杨振宁等一批大师级人才，也走出

了八百多位投笔从戎的抗日将士。夏世铎学长，

当年就是从西南联大进入黄埔军校参加抗日的。

八十年代至今，他从事黄埔同学会工作三十年，

并长期担任西南联大上海同学会会长。独特的

双重学历，联系了海内外众多的黄埔同学和联

大同学，在统一祖国的大业中发挥了难以替代

的作用！如今，老人年届九五，在忙什么呢？

夏雨绵绵，居民小区没有电梯，一边爬楼

梯一边想：老人怎么上下楼呢？拄拐杖还是让

人搀扶着？来到三楼，夏世铎学长已经站在门

口，笑眯眯地等着我们，身板挺直，颇有军人

气概。老人热情招呼着，腿脚灵便地把我们让

到简朴的客厅，然后麻利地走进厨房，亲手倒

开水沏茶。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问道：“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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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世铎

就一个人住啊？”学长带着老北京味儿说：“对，

一人儿住。有个钟点儿工，一天来一个小时，

帮我做做家务”。说着，老人在客厅沙发上稳

稳地坐下，慈眉善目，面颊红润而细腻光泽，

真是鹤发童颜！我们不由赞叹：“您老身体真好，

十分罕见。”老寿星谦和地笑说：“徒增马齿啊，

哈哈哈哈”。两个小时交谈中，九五学长思维

敏捷、幽默达观，人名、数字信手拈来，身体

状况之好十分罕见，人生阅历则更是罕见。

良好的教育

夏学长祖籍安徽巢县，1920 年生在北京

一个书香之家。小学时有一次看默片《冤狱》

（一个无辜青年蒙冤入狱的悲剧故事），触动

很大，使他萌发了学法律、主持公道的早期志

向。1935 年随父母南迁无锡，就读辅仁中学。

辅仁校名取自论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那时辅仁中学毕业生可以直升上海圣约翰大

学。1937 年七七事变后，辗转逃难到武汉，看

到两次大空战。武汉空战规模空前、惨烈空前，

是中国空军首次痛击日寇飞机，一次打下 21 架，

一次打下 13 架。青年夏世铎冒险爬到房顶上，

看飞机空中格斗，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后来

又吃尽了苦头转到湘西，就读于国立第八中学。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 22 所国立中学，

力图在国难中保存“读书的种子”。正因为这

样，国立第八中学后来走出了包括共和国总理

朱镕基在内的一批知名人士。

1939 年，他考入国立西南联大法律系。系

主任燕树棠（1891-1984）创立了“崇尚公正、

廉明和以法治国”的学风，熏陶着青年学子。

那时昆明没有防空力量，日寇肆意野蛮轰炸，

一天到晚警报常常响起，师生们经常在郊外的

草地上课。铁皮覆盖着的简陋平房，就是图书馆、

教室和宿舍。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靠卖烤饼补贴

家用，闻一多教授靠晚上篆刻印章、换钱养家

糊口。无法想象的困苦环境下，联大师生一心

教育救国，学风非常好。学子们吃过晚饭马上

去图书馆抢位子、排队借书。国难中刚毅坚卓，

联大出了许多人才和学术成就，邓稼先等学生

后来成了“两弹一星”功臣，杨振宁、李政道

后来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联大学生大都倾向民

夏世铎 夏世铎（二排左四）与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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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由，进步组织很多，西南联大被誉为“民

主堡垒”。

 

投笔从戎

夏学长那时血气方刚，武汉空战大捷和昆

明挨炸屈辱，使他渴望能够亲手驾驶飞机击落

日寇飞机。1940 年他放下做律师的梦想，考取

了位于巫家坝的空军军官学校，按该学校规定，

须先到黄埔军校入伍。

那时黄埔军校辗转迁到成都，而黄埔精神

始终不变。黄埔崇尚英雄主义精神，提倡“爱

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升官发

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不入此门”。课上说陆

军很多英雄将领都是炮兵出身，比如拿破仑、

蒋介石、陈诚。青年崇拜英雄，于是他改到黄

埔十七期炮科学习。1942 年毕业后，他坚决

要求去抗日前线。黄埔十分爱惜这位来自西南

联大的高材生，让他留校做了黄埔军校教员。

1944 年去陆军大学参谋班继续深造，学习师战

术、军战术和统帅学，考试经常名列前茅。结

业后，热血青年又一次强烈要求上前线打鬼子，

却被上级出于惜才之心而留在战时统帅部（当

时战场一线的牺牲率较高）。那时他很不甘心，

向后勤部部长求诉，结果部长训话：军人以服

从为天职，优秀人才要留部里。他只能服从命

令，负责第六、第八两个战区的作战补给业务。

有时日本空军来袭，便在后勤部防空洞里办公。

那时已经没有前线、后方之分，重庆经常遭到

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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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机轰炸，伤亡惨重，直到日寇投降。

一个人的起义

抗日战争终于结束。大家都盼着和平建国，

过上太平日子。没想到“内战”紧接着开打，

民怨沸腾。夏世铎上尉奉调国防部第五厅。他

从内心里赞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发表进

步言论，结交进步军官，结果被戴上“红帽子”，

屡遭训斥，在巨大的矛盾中煎熬着。1945 年中

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并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

一，于是中国政府派遣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

参谋团参与管理世界军事事务，需要选拔培训

派驻纽约联合国参谋团的团员。他想到参与军

事外交、不用去打内战，于是抓住这个机会，

以优异成绩考上培训班

（国防部国外服务军官

储训班）。大学外交系

四年课目规定两年读

完。

培 训 班 结 束， 他

奉命经台湾去美国，机

票都拿到了。有位同为

黄埔十七期的同学胡念

恭，劝他留在大陆。胡

念恭是他炮兵团战友，

常看苏联书籍，人品很

好，话不多，佩服他的

学问人品，向他学英文

和书法，因而成为相互

信赖的朋友。夏学长面

临万难的选择！他回忆

到：抗战时百姓拼死支

持国军，而内战时根本

找不到百姓，好不容易

找到了，却把国民党军

引到解放军布下的口袋

里歼灭。官场、军队腐

败横行，相互倾轧，过

河拆桥，军心涣散。联

合作战会议上，美军一个少校就可以指手画脚，

国军将军低头挨训。俱乐部打台球时，听国民

党军飞行员说炸弹随便一扔就飞回来了。就连

刚刚上任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也在留美军官

班发牢骚说“让我死马当活马医啊！”夏学长

秉承独立精神，反复独立思考，他最终选择了

留在大陆。

那时夏学长很精细。他猜到胡念恭是中共

地下党，还把炮兵编制表原件借给胡念恭一个

礼拜。他们商议在南京起义时，胡念恭说你父

母都在上海，万一起义失败就害了老人了。夏

学长权衡再三，只好继续“留下”。

后来两次要奉命去台湾，原有人介绍他

担任黄埔学长蒋纬国属下的装甲炮兵团的团副

（参谋长），他都找借口躲过去。“父母在不

远游”，他不想去台湾，更不想打内战。时局

巨变之际，个人随波逐流易，急流勇退难，追

求独立自由难上加难！煎熬之中，良好的教育

发生作用：他选择了“中立的和平道路”。他

属于黄埔系国军嫡系，到台湾他可以升官发财。

但他坚守底线，无论如何都绝不能后撤。

1949 年初靠黄埔校友介绍，他到京沪杭警

备总司令部炮兵指挥部任职。他完全有机会将

沪杭警备司令部的三位首脑一次性消灭，但他

决心已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后来他设法请

病假脱离部队，结果从家里被抓回去“军法从

事”，幸亏一位担任炮兵指挥官的黄埔同学帮助，

得以“戴罪立功”。好不容易熬到上海解放前夕，

他找到机会脱离部队，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一

个人的起义”！

老人总结道：任何政府，一旦脱离人民，

总是要出事。内战时，国民党军队人员、装备

都占绝对优势，但失去了人心，就一切都没用了。

弃武从文

黄埔校友胡念恭起义后，一直惦记患难之

交，他介绍夏学长参加革命，但学长不愿再穿

军装。恰好“北京外国语学校”要为新中国培

训外交官和翻译，来到上海招募大学已毕业的

夏世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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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学长用西南联大学生证代替大学文凭报

上名，以优异成绩获得录取，回到阔别十多年

的北京，准备走职业外交官的道路。

1952 年， 准 外 交 官 们 毕 业 了， 形 势 却

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他的经历不符合政审

要求，“旧军官”的经历使他不能进入外事

部门，而被分配到“河北省荣军学校”，为

抗美援朝伤残战士提供初级文化教育服务。

丰富卓越的军事、外交学识，没能派上用场。

然而，相比其他有黄埔系国民党军官经历的

人遭到“专政”，这种“被边缘化”还是非

常幸运的。

两年后，他设法调回上海，成为上海民立

女中的语文教师。时任上海民立女中校长的是

著名教育家吴若安 (1890 ～ 1990)，她 1951 年加

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还担任过民进中央第六、

七届副主席和第四、五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

重要职务。夏学长后来也调入民进上海市委工

作，并担任过吴若安的秘书。有此契机，他开

始在更高层面发挥他的平生所学，长期从事统

战工作。

黄埔精神犹在

夏学长至今仍然能够熟背孙中山先生对

黄埔学生的谆谆教导：“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

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

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并且由此总结出 65

年前国民党兵败如山的原因：脱离人民，丧失

民心。作为过来人，夏老对当前的反腐倡廉深

有体会。政协委员有调查社情民意的任务，调

查下来，90% 多的民众对过去这

些年来的反腐倡廉工作局面还不

够满意。他认为执政党必须一切

为民着想，否则就将重蹈亡党亡

国的覆辙！

老人对黄埔精神深有体会：

“孙中山讲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我

说大事就是为人民服务。人各有志，

和 而 不 同。”1984 年 6 月 16 日，

大陆在北京成立黄埔同学总会，随

后成立几个地域性黄埔同学会，共

五万多人，上海就有九百人。老人

三十年来一直服务于上海黄埔同学

会，致力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发扬

黄埔精神。

海 峡 两 岸 高 级 将 领 很 多 都

是黄埔出来的。“我在黄埔军校

当过教官，有人违纪迟到，我奉

命打他们手心。天津黄埔同学会

会长许功锐是西南联大毕业的，

也是我军校十九期的学生，有次

见面笑着对我说：你打过我手心

儿！我说：是啊，不过是轻轻打

呀。他的很多黄埔学生在台湾，夏世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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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中将、海军陆战队参谋长，在台湾见

面时说：请老师训话！ 2007 年我去台湾，

开始我还有顾虑，其实他们还是很欢迎我的，

带着家眷来看我。黄埔情啊，政见不同，人

心相通。”

老人说：“日本战败，日本的军校被关闭。

黄埔军校今天还在，是世界四大军校之一。”

这一点就连侵略者都不得不承认，老人回忆说，

1965 年在日军战败 20 周年之际，日军退役中将

吉田曾发表文章承认：“中日之战，日军之败

是由于统帅部对中国 20 余万受过黄埔教育之军

官的英勇爱国力量，未有足够的估价。”

联大精神不能丢

西南联大存在虽仅仅八年，然而其取得的

成就也许相当于一些名牌大学八十年的历程。

如今六十八年过去了，目前西南联大上海校友

会还是个三无单位——无经费、无地点、无工

作人员。老人花了不少力气协调，几经交涉方

始续办下去。

“西南联大校友大都九十多岁了，都走不

出来了，校友会理事会都难开了。可老校友都说，

西南联大精神不能丢，优良传统不能丢，就还

想坚持活动，想办法组织第二代、三代来继承。”

九十五岁的会长壮心不已。

和平宽容人长寿

老人长寿有基因。她母亲毕业于北京女子

师范，也许受蒋维乔居士（近代著名教育家、

佛学家、养生大家）影响，养生有方，高寿 97

岁去世。

和睦家庭出寿星。他 35 岁时结婚，夫人小

他十岁，是盛宣怀盛家之人。“她家有家谱，

我成了盛家家谱里的女婿，哈哈！过去不敢说，

现在可以了。她‘文革’倒没挨整，但受到影响。

那时我在上海统战系统的民进市委机关，‘文

革’时去奉贤干校劳动，官儿小受的冲击就小。

我的这些照片啊，都是从杭州档案局拿出来的。

那会儿老照片家里不敢保留，都交给组织了。”

平和地说着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往事，老人微笑

着给我们看老照片。他夫人很美、很大气。他

们育有一子，华东理工大学夏守浩副教授，今

年也要退休了。

说到保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

酒、心理平衡，他全都做到了。他一生滴酒不沾，

只有一次为了统战工作而破戒。那是台湾黄埔

校友来大陆访问，欢迎宴会上胡立教（时任上

海市委书记）笑说：“客人都喝你不喝，这不

好吧？”于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喝了杯酒。

老人说“名利心不能太重。我同学中将军、

外交官多了，人各有志，不是说官儿越大越好。

统战工作需要团结一切力量，是统战工作让我

改变了心态。我以前也很有脾气，后来变得平和、

宽容了。”

尾声

老人刚去过青岛，带了很多小吃让我们品

尝。他指着书桌上堆放的书信，笑说：“征稿

信很多，会议邀请也很多，来不及回复。市委

统战部很照顾我，不用每天上班。最近美国华

人协会邀请我和黄埔二代艺术团，九月份去美

国，参加黄埔军校成立 90 周年纪念会。”我们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问“您今年九月要去

美国？”老人笑说：“是啊。从美国回来以后，

还要去东华大学给学生们讲讲联大精神、黄埔

精神。他们约了好几次了。”

说说笑笑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三个晚辈

从三个角度请教了好些问题，老人思维敏捷，

对答如流，毫无倦色。然而晚辈们知道，九五

老人应该休息了，下次再来看望老神仙吧。

老人和我们一一合影，然后把我们送到门

口说：“下次再来啊。”

我们忙说：“好嘞，您老回屋休息吧！”

老人站在门口招手微笑说：“好，我看着

你们走。”

（本文由上海校友会供稿）

夏世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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