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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时期的龙云与蒋介石

号称“云南王”的龙云 1927 年兵变上

台，次年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主政云南

17 年。西南联大在昆明的 8 年中，除最后

7 个月外，都在龙云的治理之下，自然得

到龙云的多方面关照。这里介绍的，不过

是龙云支持和扶助西南联大的一麟半爪。

欢迎联大迁滇

1937 年 10 月 8 日，古城长沙城第一

次响起空袭警报，虽然这天日军飞机没有

降临，但11月24日便遭到日军轰炸。此后，

警报声时时拉响，战火一天天朝着这座重

镇逼近。面对这种形势，从北平、天津南

迁到这里不足一个学期的国立长沙临时大

学，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

哪里才是安全之地呢，曾随担任云南

学台的父亲在昆明居住的经济系教授秦瓒，

认为云南地处大后方，不仅群山叠嶂，日

军难以进犯，而且有滇越、滇缅两条国际

铁路，对外联络也十分便利，主张迁往昆明。

学校当局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 1938 年 1

月派秦瓒、杨石先、王明之三人赴昆明探

勘。秦瓒到昆明后，父亲的人脉关系发挥

了不小作用，教育厅长龚自知也甚为支持，

当然最终拍板敲定的还是龙云。龙云是如

何表示欢迎的，目前没见到直接史料，但

西南联大得已迁至昆明，无疑龙云的态度

是关键。

1938 年初，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开始陆

续向昆明搬迁。2 月 19 日，由体检合格男

同学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告别长沙，向彩

云之南开拔。湘黔滇旅行团出发前，湖南

省政府以公函形式告知云南省政府，2 月

21日，龙云在湘黔滇旅行团出发的第三天，

便以云南省政府主席名义发出训令，指示

“沿途经过各该县县长妥为护送”。

4 月 5 日，湘黔滇旅行团即将结束贵

州境内的行程，团长黄师岳电呈云南省政

府，云该团“顷已由长沙进抵贵州境内，

不日将循京滇公路入滇，为避免沿途发生

意外计，拟请通令沿途各县，派团予以保

龙云与西南联大

○闻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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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云南省政府接电当天，即向湘黔滇

旅行团将要经过的曲靖等县转发了这封电

报，通令遵照办理。4 月 19 日，湘黔滇旅

行团跨过黔滇交界的胜境关，进入云南省

界，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接待，这完全

是地方官员秉承了龙云的旨意。

为球赛开球

1938 年 4 月下旬，开往抗战前线的滇

军六十军奉命参加第二阶段的徐州会战。

在台儿庄附近的禹王山阵地上，滇军将士

奋勇阻击日军坂垣、矶谷师团，为稳定鲁

南战局做出重要贡献。

消息传来，西南联大师生和云南人民

一样，感到无比振奋。5 月 6 日，西南联

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致电龙云，对滇军

重挫日寇气焰表示祝贺。这个电报，不知

什么原因没有载入档案，是笔者在旧报纸

中查阅到的。该电有可能是西南联大抵昆

后致龙云的第一份贺电，很有史料价值。

电文云：“志舟先生主席有道：倭焰凶残，

破我金汤。滇中健儿，奋师挞伐。旌旂所至，

讴歌载道。鲁南鏖战，敌锋为挫。雄谋伟略，

且更动员。行见扫荡夷氛。再接再厉，光

复河山，胜利可必。感奋钦忻，莫可言喻。

谨致微忱，伏维鉴照。专此奉肃，祇颂道

祺不一。弟蒋梦麟、梅贻琦敬启。”

滇军出征时，全部装备和大部给养都

由地方自筹，在台儿庄会战中付出极大牺

牲的滇军急需补充，阵亡家属也需要抚恤。

为此，云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在 1938 年 5

月 9 日召开会议，议决为慰劳前线抗战将

士、追悼抗战阵亡官兵，及欢送第二次出

征将士，组织大规模募捐。筹备期间，云

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致函西南联大、云南

大学和已迁到昆明的中央航校，提出大学

生可以用球类比赛的形式进行募捐。西南

联大体育组主任马约翰教授接到信后，马

上与云南大学体育组主任杨元坤、中央航

校体育组主任徐汝康连续召开会议，研究

开展办法。5 月 24 日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

他们还做出一个大胆决定：足球比赛“恭

请龙主席开球”。

6 月 4 日，天气不作美，清晨就阴霾

四布，中午竟还风雨大作起来。不过，这

并不影响联合募捐球赛，昆明民众呼朋结

友来到云南大学东门外的运动场。下午 2

时许，身穿灰色夹袍青马褂的龙云，由云

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等人陪同，在中央航校

军乐队演奏中，冒雨莅临赛场。这次对阵，

一方是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混合队，一方

是中央航校队。开赛前，队员们在领队带

领下跑步入场，排队相向而立，裁判员侯

洛荀（西南联大体育教员）略加说明，球

员各认疆土，然后就恭请省政府主席龙云

开球。

2 时 40 分，龙云在欢呼声中步入球场，

亲自操刀，举足开球。龙云这一脚，拉开

了西南联大参加云南地方募捐的帷幕，也

在西南联大史册上写下了浓重一笔。

急联大之所急

长沙临时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迁到昆明后改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样一所庞大的战时

高等学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教舍严重不

足。为了让西南联大尽快恢复正常，龙云

除指示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外，还带头为学

校排忧解难。

迁昆初期，西南联大总办公处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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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剧艺社在昆明龙云公馆演出话剧后合影

是崇仁街46号，这个院落原本就比较狭小，

随着大批师生相继抵昆，小院就显得拥挤

不堪了。龙云知道后，就慷慨地把自己位

于威远街中段的公馆东院借给西南联大。

龙云在昆明有三处公馆，另两处一是位于

今天北京路的震庄新公馆，一是西郊海源

寺附近的灵源别墅，但他住的最多的还是

威远街老公馆，因为这里原是清末藩台衙

门所在地，不仅商业繁华，而且距五华山

省政府很近。龙云把自己常住的公馆划出

一半，足见对西南联大的偏爱和器重。

1940 年，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总办

公处迁到新校舍，龙云并没有索回他的房

子，于是那里又成了北京大学的办事处。

威远街的这处院子，就是师生们著述中常

常提到的才盛巷2号。才盛巷据说原名“财

盛巷”，由于战时这里教授云集，方渐渐

被人写成“才盛巷”并延用至今。

龙云不仅把公馆借给西南联大，还为

西南联大解决代步工具。学校常委、北大

校长蒋梦麟出入乘坐的深蓝色福特牌轿车，

即是龙云赠送的。

必须使用实验仪器的理工科教室，也

是在龙云支持下得到解决的。位于西站附

近的昆华农校，抗战爆发前不久才建成启

用，是春城最现化代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当时就全部让给了西南联大工学院。太平

洋战争爆发前后，这座宏伟大楼成为译员

训练班所在地，西南联大从军当翻译的同

学，大多都是在这里培训后再走上不同抗

日岗位。今天，这幢大楼已整修一新，成

为纪念抗日战争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人

们走进这座堂皇大楼，都会想到西南联大，

想到龙云。

西南联大是所战时学府，不少学生来

自沦陷区，他们只身来到边疆求学，生活

很是清苦。龙云非常体谅这些同学的处

境，1939 年 2 月饬令秘书处筹划资金，由

富滇银行拿出 5 万新滇币，财政厅拨足新

滇币 5 千元，统交省政府委员缪云台转送

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高校，作为救济基

金。1940 年 5 月，龙云又设立了奖励清寒

大学生的龙氏奖学金，入选

者每年奖励 120 元。首期获

奖 500 名，西南联大就占了

210 人，为全数五分之二。

抗战时期，需要支出之

处颇多，第二、三期龙氏奖

学金奖励金额改为每名每年

30 元，但不论数目多少，

都体现了龙云重视教育、关

爱大学生的精神。

诚挚的祝福

作为身负重任的封疆大

吏，龙云除了在一些全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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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会抛头露面外，很少参加部门组织的

活动。但是，对于西南联大却是例外。

1941 年 4 月 27 日下午，清华大学在

拓东路迤西会馆联大工学院举行建校 30 周

年纪念大会。在昆明，西南联大参加过多

种地方建设，清华大学因在师资、人数、

学科分类、教学设施等方面都具有优势，

故贡献尤多，深得云南人民和龙云的赞佩。

出于对清华大学的推重，龙云接到邀请后，

不仅莅临到会，还发表了演说。

龙云的演说，既表达了对清华大学的

衷心祝愿，也体现了对西南联大的深切期

盼。次日《云南日报》刊登的龙云讲词，

为我们保存了龙云与西南联大深厚关系的

珍贵资料。报道写到：龙云“略谓：清华

成立于今已三十年，适当人生壮年之时。

清华过去三十来造就专门人才之成绩，对

国家之贡献，实已至大，前途更属无限光明。

联大迁滇，跋涉千里，此种坚苦卓绝之精

神至可钦佩。三年以来，贵校师生生活之

艰苦，本人固已深知，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

深引为憾。贵校迁滇迄今，为时虽仅三年，

而与地方民众，极为融洽，对此点，本人

深感愉快。目下本省在国防地位，益见重

要，时局如何变化，虽不敢断言，但无论

在何种情况下，地方当局，均已充分准备

应付，对省外迁来学校，当局必□其明瞭

时局实况，而予以充分之协助。各大学迁滇，

原应非常时期之要求，诸大学与本省之关

系，将为历史上之事实。抗战至现阶段，

最后胜利，业已在望，本人深望明年今日，

贵校在北平清华园举行三十一周年纪念大

会。”

龙云的这次演说，很可能是他在西南

联大的唯一讲话。这则由记者撰写的报道，

对了解龙云与西南联大的关系，具有特别

价值。

支持民主力量

西南联大享有抗战大后方“民主堡垒”

的光荣称号，赢得这个称号的因素很多，

其中也包括云南民盟的作用。

1941 年 11 月，民盟的前身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成立时，政治纲领中强调“实践

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和“确立国权统一，

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

当之划分”。这些，与龙云抵制中央势力

进入云南、维护云南自治的治滇思想是相

通的。因而，对民盟在云南开展的一系列

活动，龙云始终暗中给予支持援助，并且

自己也秘密加入了民盟。

龙云不只自己加入民盟，还要他的儿

子龙绳祖也参加民盟。龙绳祖是滇军第

二十四师师长，是手握兵权的实力派人物，

云南民盟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旧军人，应当

让他认识到入盟不是件随意的事，得给他

留下深刻印象，于是特别为龙绳祖举行了

入民盟宣誓。宣誓地点，在西郊聚仙山下

海源寺旁的灵源别墅大厅，西南联大教授

闻一多是监誓人之一，另两个监誓人是云

南大学教授楚图南、冯素陶，他们都是云

南民盟的核心领导人。

龙云倚重的一些要员，也秘密加入了

民盟，跃龙电力公司总经理金龙章，省宪

兵司令部副官长刘达夫等。前两人是省政

府委员，后者身负全省治安之责，他们入

盟前，都得到龙云默许甚至明示。

昆明有张很有影响的报纸《扫荡报》，

它本是国民党第五军出资所办，但中共地

下党员高紫瑜（即高天，民盟中央第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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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副主席）乘报纸创建急需延揽编辑之

机，利用关系出任了总编辑。高紫瑜掌握

报社后，先后聘请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

人士担任编辑，他们运用各种隐蔽形式和

合法手段开展宣传，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好

评。一份内部材料中说，国民党军事委员

会将昆明《扫荡报》视作《新华日报》昆

明版，对于这样一份报纸，国民党当然不

能接受。1945 年 8 月 7 日，副刊编辑吕剑

被迫辞职。9 月 3 日，高紫瑜在政治陷害

下秘密离昆。12 日，编辑杨人鸿遭到拘捕，

张兆麟（刘乐扬）被特务跟踪。

云南民盟本来与《扫荡报》没有多少

往来，但闻一多、周新民（曾任民盟中央

副秘书长）听了张兆麟介绍这些情况后，

意识到这是一次反动派向民主力量进攻的

信号。他们分析，此事肯定是军统所为，

但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可以暂时不理军

统，只向龙云要人，争取把龙云也请进来

一起行动。同时，应让龙云知道，军统特

务这样做不仅是蹂躏人权，也包含着嫁祸

云南地方政府的险恶用心。闻一多、周新民、

萨空了、张光年等人几经研究，决定以昆

明文化界知名人士名义，写信给龙云陈诉

利害关系。信是张光年起草的，闻一多认

真修订后，由萨空了誊录呈上。该信签名

的领衔者是西南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他当

时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云南民盟负责人

之一，并且是云南宪政研究会成员，与上

层人士来往较多。

这封信，首先指出“最近中央特务人

员又在昆市从事非法活动，文化界人士之被

捕与失踪者时有所闻，影响社会治安至巨且

深”。接下叙述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渝谈判之

际，吕剑、高紫瑜、杨人鸿、张兆麟四记者

却遭到迫害。信末写到：“窃以保障身体自

由，政府早有明令，我公平时训诫部属及公

开发表谈话，对特务之非法行动亦屡次表示

深恶痛绝，悬为厉禁。乃最近尚有此项‘中

央’特务人员假冒地方军警机关名义非法逮

捕与拘讯文化界人士，违犯法纪，扰乱治安，

莫此为甚，倘不严行查究，听令彼辈横行无

忌，凡我市民必至人人自危。用敢专函具报，

并代表我文化界同人恳祈迅饬所属，严密查

究并设法驱逐此类特务人员出境，以绝乱源

而维人权。”

在向龙云呈递这封信时，闻一多强调：

昆明是在龙主席统治之下，但军统特务竟

如此横行不法，此风绝不可长。龙云听了

勃然大怒，命令部下搜索，并严令军统放人。

龙云的政治态度令蒋介石不能容忍，

1945 年 10 月 3 日凌晨，昆明防守司令杜聿

明奉蒋介石之令发动政变，迫使龙云交出

政权。龙云虽然离开昆明去重庆担任有职

无权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但云南人民对他

却充满了同情。1946 年，龙云想继续维持

在云南的影响，要缪云台想办法办份报纸。

缪向龙云的长子龙绳武转达了这个意思，

龙绳武为了避免重新登记的麻烦，把三弟

龙绳曾办的《观察报》买了下来。报纸复刊，

要重写报头，副刊编辑范启新征得龙绳武

同意，找到闻一多。于是，闻一多题写的“观

察报”三个字，就出现在 6 月 26 日复刊的

龙氏家族办的这张报上。复刊后的《观察报》

颇受读者欢迎，外国记者海伦在一篇介绍

昆明的时评中说：“《观察报》看来是独

立且颇自由的，尤其它的社论好似刺入腐

败者要害的一把尖刀，读者得到满足了，

赞扬阵雨似的落在这张报上。销数之快速

增加，直到超过八千份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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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春秋

龙云公馆的强音

龙云有三处公馆，而且它们都与西南

联大发生过关系。前面已经说到，威远街

的公馆划出一半借给了西南联大，西郊灵

源别墅则是龙绳祖履行入盟宣誓之处。龙

云还有一处私宅，即大东门外临江里 172

号的震庄公馆，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友发出

时代强音的场所。

震庄公馆位于今天昆明东风广场北面

盘龙江畔，现已改为昆明市震庄迎宾馆。

它有内外两院，外院有 7 栋中式小楼及水

上餐厅、亭榭，内院则是一组保持着当年

法式风貌的建筑，核心建筑是曾经做过德

国驻昆明领事馆的乾楼。1919 年中德两国

断交，领事馆关闭，后来龙云修建私家花园，

把这里买了下来。1946 年 4 月，西南联大

昆明校友会为了欢送母校师长，筹划举行

话别会，可在昆校友很多，到哪儿找这么

大的地方呢？考虑到震庄公馆地方宽大，

地点适合，尤其是龙云的大儿媳就是西南

联大毕业生，于是话别会会场就选在了这

里。

4 月 14 日是星期天，下午 1 时，西南

联大 60 多位教授和 200 多学生来到震庄公

馆，举行了离昆前的最后一次校友大聚会。

在不少联大校友回忆中，都写到了这次话

别会，这倒不仅是会上备有茶点、组织了

游艺，也不仅是联大剧艺社演出了精彩的

文艺节目，和师生互相赠言、畅述感情，

而是由于大家严肃地回顾了学校的八年历

程，利用这个场合批评教育制度，抨击现

实政治，甚至公开指名道姓大骂蒋介石。

龙云公馆回响的这些声音，为龙云与

西南联大的关系，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文转自近代中国研究网）

家无升斗，欲吃卯粮不能；邻亦箪瓢，

叹呼庚之何益？典尽春衣，非关独酌；瘦

松腰带，不是相思！食肉敢云可鄙，其如

尘甑愁人；乞墦岂曰堪羞，争奈儒冠误我！

这段谐谑意味十足的骈文，出自语言

学家王力 1944 年的小品文《领薪水》。说

的是哪一群人的惨状？昆明的“公教人员”。

联大教员正是战时“公教人员”的典型。

王力身列其中，感同身受，短短几句，教

授群体生活困顿、斯文扫地之窘态跃然纸

上。其中典实，几乎句句都可以在昆明教

授们的现实生活中找到注脚。

联大教授的“第二职业”

○徐　强

西南联大时期挂牌治印的闻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