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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清华人教育兴国的实践
〇李靖森

从两张老照片说起

这两张老照片快有70年了，是抗战时

期开办在云南省昆明市与呈贡县间、跑马

山脚下“桃源新村”的建国中学集体照。

第一张是1942年建校一周年，部分师生

在校舍前留影，上有名誉校长胡淑贞女

士（二排右7，1939外文，现97岁侨居美

国）题字；二排右8是学校创办人之一、

校董李吟秋教授（1922）；二排右9是对

建村、建校给以大力支持的李沛阶先生

（桃源新村地主）；二排右10是建国中学

校长王家璋（1939教育）；二排右起第一

位是历史老师，第二位是语文蔡老师，第

三位是英语崔老师……

第二张照片，拍摄时间是在抗战胜利

前夕的1945年7月，该校初中结业典礼后

部分师生和来宾的合影。照片前排坐者

中，左起第6人、第5人，是闻一多先生与

吴晗先生；左起第7人是盟军在当地的美

国驻军最高指挥官，第8人即李吟秋；右1

即名誉校长胡淑贞，左4即校长王家璋。

后两排站立的，是即将踏上人生新台阶、

被老师们寄予厚望的毕业生们。 

第二张照片背景中，右侧突显出的建

筑——简陋的茅舍，是与建国中学近邻的

“恩光小学”的校舍；在照片左上方有些

不甚清晰的帐篷，那正是盟军通讯营的营

房，他们以此为基地，曾开赴滇西、缅甸

八莫等地执行军务，为将日寇逐出云南、

解放缅甸做出

了牺牲。透风

的军营帐篷与

简陋的校舍，

正是那个岁月

战争与和平这

对矛盾统一的

写照。

两张内涵

丰富的照片，

更是中国社会

的缩影。它记

载着在抗战的

第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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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岁月“清华人”教育兴国的追求与实

践，留下了与中国命运相关的两位知名人

士社会活动的身影；更有默默无闻为教育

奉献的清贫教师们，也记载了盟军助学以

及与中国人民的情谊。

“桃源新村”的兴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内地的企

业、机关、学校……大批疏散至西南地区

和云南昆明。昆明的城市人口剧增，一些

企事业单位职工家属纷纷疏散到昆明郊

县。有的零散租住农村民房，而较为先

进、完善的疏散模式，就是择地建立新兴

的村落。“桃源新村”就是这样的一座新

兴文化村落。

“桃源新村”地处昆明市与呈贡县城

之间的跑马山下 ，距昆明约15公里、距

呈贡约10公里。这块理想的地段，深得筹

建者的青睐。当时由原北洋大学教授、铁

路工程师李吟秋邀集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

等清华老同学酝酿建新村之事，他们得到

了地主李沛阶先生的热心支持，慷慨拨

出几百亩土

地供新村使

用，至于土

地之补偿，

他 表 示 ：

“好说，好

说，当此国

难之际，本

应 共 赴 国

难，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

么！”

新 村 由

李吟秋作了规划设计。自1939年始，一座

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新村，在跑马山下随

着战局的扩大一天天发展起来。筑有道

路、火车站、居民区、水井、菜场、公

厕、学校、绿化带、发展区等，错落有

序。为图个吉利，取名“桃源新村”。房

屋都是一排排坐北朝南的茅草屋顶、土坯

墙或干打垒墙的简易房，由自北方迁来的

营造公司“大兴公司”等承建。

新村以“合作社”的形式，建房资金

由各家或各单位自筹，交少量地租，若迁

走，则房屋归地主所有。在那个年代，因

物价飞涨，而地租直到抗战胜利也没调整

过，实为象征性的。

到1940年底新村已初具规模，邮政总

局、农民银行、石佛铁路办事处、西南联

大部分职工、大兴公司、酒厂等都聚居于

此。居民以文化界人士为主，如西南联

大教授沈从文、许祯阳等，北洋大学李吟

秋教授、云南大学马耀先教授，名医赵明

德、薛子谦，著名教育家吴允文，滇缅公

路、中印公路、石佛铁路的著名工程师吴

第二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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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清、贾荣轩，房建工程师吴芝普等。

新村逐渐成为文化界活动的平台，西

南联大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教授，以

及在呈贡县古城乡搞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吴

文藻、费孝通亦常来探亲访友、切磋学问

或评论时局。

“清华人”办学

老一代“清华人”不仅国学功底深

厚，大都受过西方科学文化的熏陶，那种

科教兴国的紧迫感，较之一般人更为强

烈。抗敌名将孙立人将军，四处征战，走

到哪就办学校到哪儿，创办过贵阳的“清

华中学”，在缅甸，为华侨创办过多所

“华夏学校”；在战后内战兴起局势尚

且不稳时，他委托西南联大毕业生王伯

惠（1944土木）在鞍山创办了“清华中

学”。

桃源新村的清华人，同样抗战不忘教

育。早期，请了位女教师，在一个空院子

暂时办起临时教学班，由她一人担任高、

中、低年级课程；接着与地主李沛阶商

议，请西南联大教授许祯阳的夫人吴允文

女士前来，拨地皮建起了校舍、礼堂兼教

堂等设施，将其创办的名声颇佳的教会学

校“恩光小学”于1941年上半年由昆明市

内迁来，从此有了正规、完善且师资雄厚

的小学。除了本村居民子女，新村附近西

南联大子弟也前来就读，潘光旦教授的两

个女儿都在此读书。从此“金马碧鸡，一

东一西，山色翠微，湖水涟漪……我们明

日是栋梁！”催人奋进向上的恩光小学校

歌在桃源新村飘荡开来。

接着，他们又筹建起了中学。先是借

用在“小塔密珠”的“护国中学”分校之

名开办，后因原“护国中学”在“小塔密

珠”经营不善等原因，师生流离失所而

解散，随后李吟秋与李沛阶、滇军名将甘

芳（字济苍）等筹建起正规的“建国中

学”，聘请王家璋任校长，省主席龙云的

儿媳胡淑贞女士任名誉校长兼董事，吴融

清工程师、李吟秋教授等均为校董事，甘

芳任董事长。为支持该校建立，沈从文夫

妇一家从呈贡县迁来，沈夫人张兆和教英

语，沈从文则义务教授高中作文课，联大

文学院萧涤非教授亦来任教。其他教师也

多是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教师和学子。

为弥补教学设备的欠缺，也常请西南联大

的教师携带仪器设备来做试验演示。

昆明市教育局为防日机空袭，曾将一

批图书存放该校供应用，真是雪中送炭。

虽然环境艰苦、校舍简陋，但从师资力量

和教学水平来说，在当时的昆明应列入一

流。外县慕名而来的学生就不少。照片中

的初中毕业生李靖炎、胡鼎昌、杨焕文两年

后都是由高中二年级跳级考取大学的，李靖

炎还同时考取南开和云南大学两所学校。

建国中学的经费，除了收取少量学费

外，校董事甘芳等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李

吟秋教授为学校的筹建付出了心血。他吁

请各方有识之士赞助办学，以减轻师生经

济负担；为开拓学生的视野和思路，教学

多样化，除了利用西南联大的师资和设备

外，还利用机会请社会名流作报告，向学

子传播思想、文化，开阔眼界。

李吟秋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紧迫

的使命感，他常说，这些年轻人，十年、

二十年后就是国家的栋梁；作为教育工作

者，应该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

使命。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当今

联大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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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问题——如何解决青年思想之徘徨与

学术之空疏》一文中，明确提出办学的主

导思想：“一、以孔孟之民本主义作现代

政治经济思想之准绳；二、以颜李之实践

主义，作现代学术与道德之圭臬。”且不

论其阐述是否正确，但体现了一位普通教

育工作者的心声和良知。为了民族全面的

振兴，他有自己的原则和抱负。他的办学

方针和指导思想，以及对莘莘学子的殷切

期望，都概括、精练地表达在他所作的建

国中学校歌歌词中：

西山苍苍，昆海茫茫，吾校建国，蔚

起南疆，莘莘学子来四方，发奋为雄图自

强；孔孟是吾师，禹墨事迹扬，颜李实

践，后学津梁，荜路蓝缕为国光。

钟鼓堂堂，国旗飘扬，尊师重道，学

术发皇，春风化雨乐未央，正德厚生教自

强；三育智仁勇，服务社会良，农工为

本，科学是昌，取精用宏为国光。

彩云飞扬，海水汪洋，师生荟萃，桃

李成行，生存演进义方长，致知力行法自

强；古训修齐治，六艺作典常，勿忘勿

助，无怠无荒。希贤希圣为国光。

第二张照片记录的是李吟秋邀请闻一

多、吴晗教授出席1945年7月建国中学初

三班的毕业典礼那天的情景。据当时的班

长胡兴芬回忆：

典礼在高一班教室举行。把课桌在黑

板前拉成一排作为讲台；下面前排坐的是

来宾，后面坐的是我们初三班的毕业生和

一些没有离校的其他班同学。

大会首先是王家璋校长讲话、李吟秋

董事讲话。接着请闻一多先生讲话，他讲

的大意是：桃源新村是一个美丽的新农

村，住着铁路工人和职工家属，西南联

大、云南大学的教师和家属……在这所中

学培养了一批批好学生、好青年，他们将

来都是建设中国的栋梁！我们要建设一个

民主自由的国家！什么是民主？就是人民

有发言权、选举权，人民做主，是大家有

说话的自由，不是一人说了算，不是独

裁……他还谈到中国落后的农村问题。吴

晗先生也讲了话。他说：“中国就需要

一批学习好、能吃苦耐劳的好青年来建

设……你们要努力学习，为建设中国做贡

献……” 

会上，我代表毕业的同学讲话，感谢

学校师长的栽培，感谢闻一多先生和吴晗

先生的指教。最后，王校长宣布毕业考试

成绩，由胡淑贞名誉校长为毕业考的前三

名胡兴芬、杨焕文、胡茗昌发奖。典礼在

大家掌声中结束，校长请来宾和毕业同学

到后面操场上拍了毕业照以示留念。

据现已97岁高龄的胡淑贞女士回忆：

“记得那次陪母亲（张静娴，前排右3）

和二姨（胡允文，右2）去，见到了闻一

联大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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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大九年的历史中，叙永分校存在

时间不到一年，教职员为数不多，学生

也仅是大学一年级的600多人。叙永的办

学条件比昆明更差，生活条件比昆明更艰

苦。但全体师生依旧满怀报国热情，教师

坚持传道授业，学

生勤奋学习发扬着

联大“刚毅坚卓”

的精神。

1940年父亲袁

复礼受命至四川叙

永分校任教，全

家随行。叙永之行

是我家抗战时期生

活最艰苦，最动荡

的时期，也是得到

亲友、同事和学生

帮助照顾最多的时

期，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同赴国难共度时

艰的不屈精神。当年我虽只有7岁，但至

今对这些颠沛流离的日子仍记忆犹新。

去四川以前我家住昆明灯华街25号，

这里接近五华山云南省政府驻地，是日本

童年记忆中的叙永之行
〇袁  刚

多和吴晗等人，还同他们共进了晚餐。”

这些看似普通且平凡的回忆，却见证

了抗战时期清华人忧国忧民，为民族的未

来悉心办教育的情景。

在办学过程中，盟军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那个年代，一座边远的村庄，信息和

文化生活是匮乏的，但美军军营的报刊、

杂志、画报等，都敞开向学校提供；特

别是军营播放电影，都允许师生前往观

看，有时还到村民家中领小孩子们去看，

黑夜中又打着手电送回家。那时世界各地

的反法西斯战况，我们都能从他们那里得

到信息。在美军回国前，他们还为“建国

中学”、“恩光小学”提供了大量运动器

材和物资。缅甸战况吃紧时，大批华侨子

女，其中有许多是孤儿，来到新村，被安

置在恩光小学学习、生活。美军提供了部

分生活用品，特别醒目的是，不分大小，

发给他们每人一件羊皮的带白绒毛的飞行

员夹克。

作者李靖森为清华1922级老学长李吟

秋先生五子，北京建工学院教授，已退休

1939年袁复礼先生与子女摄于昆明大观楼

联大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