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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一生，是奋斗拼搏的一生。他用实际

行动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体现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思想

境界。他的逝世，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重

大损失，也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现代化

事业的重大损失。

（转自《南京日报》，作者申赋渔）

王伯惠，1923年5月1日出生于四川盐

亭县，西南联大1944级土木系毕业生，曾

参与新一军缅甸反攻战，担任翻译官，是

清华老学长孙立人将军的部下。他的业师

是孙立人的清华同学施嘉炀，可以说王伯

惠在联大里，在战场上受到两位清华1923

级学长在学问和人格上的熏陶。王伯惠跨

越了两个世纪，见证和亲历了国家在深重

的苦难中挣扎和重重波折，以及改革开放

后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在这个国家命

运动荡的过程中，他秉持联大“刚毅坚

卓”“多难殷忧兴国运”的无我精神。日

寇侵凌时他投笔从戎远赴缅甸的异域丛林

抗日；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清华中学校长

之职，春风化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桥梁

道路工程专业上，为建设现代化的祖国付

出了全部心血；在人生的晚年，为弘扬新

一军义勇忠诚的精神，他献出生命的最后

一分力，编纂新一军战史书籍。他是老

兵、教育家、桥梁工程专家、抗战历史研

究者。他的多元身份展现出近代中国知识

分子的优良品质：安贫乐道，关怀人民，

重视文化承传；在乱世时挺身卫国，维护

国家主权；在和平时发挥专才，建设现代

化国家。毋庸置疑，王伯惠先生一生的事

功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

王伯惠自幼聪颖，3岁识字，6岁入小

学最高班级，12岁初中毕业，考入省立成

都中学，16岁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

系，本是1943级。1940年暑假，因母丧回

重庆老家，又因患隔日虐，请假休学一

年，复学后与联大叙永一年级生(1944级)

同级。时受业于土木系系主任陶葆楷老

师，学习市政工程和给排水工程学，获益

尤多。又从院长施嘉炀老师学习水文学，

有助日后公路桥梁工作。

八百学子齐上阵，还我河山情弥切

去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国家颁发抗

西南联大精神的实践者
——深切悼念王伯惠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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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利纪念章予王伯惠，他获此荣誉实

至名归。70多年前他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

一名小兵。1944年初，他与14名联大工学

院的同学乘坐美军运输机飞越驼峰到达印

度，在中国驻印军担任美军翻译官。中国

驻印军是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援助英国

抵抗日军失败后，在英属印度小镇蓝伽成

立的一支由美军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美联

军。驻印军中以孙立人将军的新38师为骨

干，由中国补充兵源、英军提供装备和美

军派人训练，扩编而成新一军。经过一年

的训练，在1943年10月从印度北部小镇利

多反攻缅甸。由于美军派出联络官到中国

军队的各个单位，包括技术单位，所以需

要一批懂得工程技术的大学生担任美军联

络官的翻译员和技术员。于是孙立人在

1944年初写信给担任联大工学院院长的清

华同学施嘉炀，请他派15名不同工科专业

的学生到驻印军出任翻译官。施嘉炀将孙

立人的征求信息贴在告示栏上，王伯惠和

同学看了后十分雀跃，因为早闻孙立人

的事迹，他在仁安羌战役中救出了7000英

兵，重振国威。当时同学报名踊跃，都

是仰慕孙立人名声，一个星期内便填满

名额，最后土木4人、电机6人和机械5人

共15名学生，远赴印缅，王伯惠是其中一

员，因而与孙立人结下终生之缘。

王伯惠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到军中不

久，孙立人便召见他们，告诉他们当翻译

官时，不要讨好美国人，要维护中国人的

尊严，如果他们不尊重你们，尽管来找他

报告，他会跟美军交涉。同学们都从心里

佩服这位学长身份的长官，对外国人不卑

不亢。反攻缅甸时，美军沿着进攻路线修

筑一条中印公路，王伯惠被派至工兵营担

任美军联络官翻译官。这条公路在缅甸热

带丛林中修建，技术难度很大。美军派出

专家和技术人员，指导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尤以攻占南坎以后，在瑞丽江架设悬索式

贝雷桥（Bailey Bridge）最富挑战。此种桥

梁是二战时军事上的重大发明，王伯惠参

与其中，并获贝雷助手卡瑞赠送《悬索式

贝雷吊桥军用技术规范》，开拓了他对修

建桥梁公路的视野，对他后来参加新中国

公路、桥梁建设有很大的影响。此桥现时

仍在使用，可见当年造工之坚实。工兵营

随中美联军的战线前进，在瓦鲁班战役中

攻破日军王牌 18 师团的指挥部，师团长

樱井省三落荒而逃，留下师团的关防（官

印）。王伯惠保藏了关防的拓本（正本收

藏于台湾“国防部”），2014 年 8 月，他

托我在参加长沙举行的齐学启将军纪念活

动时将拓本转交给清华大学校史馆老师，

保留这一段中国军人的光辉历史。

兴教清华誉东北

王伯惠是一位教育家，他曾经担任东

北清华中学的代理校长，现在这所学校改

称为鞍山市第一中学，是全国有名的学

校，校训沿用东北清华中学的“礼健智

抗战老兵王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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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1946年4月，王伯惠随军从香港到

东北，6月退伍。8月和一批联大从军退伍

同学到鞍山，协助孙立人创办东北清华中

学。这所中学由孙立人在1946年10月发起

创办，他当时与另外6位清华同学，包括

夏彦儒(23级)、谭广德(23级)、贾幼慧(25

级)、何永洁(24级)、李惟果(27级)、高惜

冰（20级)共同组成董事会，孙立人任董

事长。孙立人委任王伯惠为代理校长，一

则以他在军中表现优秀，后来修建新一军

公墓时，协助过元熙建筑师（26级）建造

地基，做事诚实尽责；二则王伯惠身材高

大，有威严之貌，说话逻辑性强，能管理

下属，所以是担任代理校长的不二人选。

上任之后，王伯惠即到北平招聘联大

文史科校友，并回清华谒见校长梅贻琦报

告学校筹备经过，经费来源等情形。翌年

暑假再赴北平增聘教师，并再向梅校长汇

报办学进展，并请准学校毕业学生成绩特

优者三名，可保送入清华大学。当时东北

清华中学共有13位联大毕业生担任教师，

阵容鼎盛，包括关品枢（政治系）、周明

道（经济系）、王德硕（土木系）、张世

珷（土木系）、戴祖德（土木系）、康倪

（国文系）、王大刚（历史系）、杨德新

（物理系）、李文彦（历史系）、关德操

（国文系）、杜精南（地质地理气象学

系）、熊湉（社会系）。东北清华中学虽

然历时一年多，但培育出不少人才。王伯

惠80大寿时，校友赵文光(前解放军总参

炮兵部少将副部长)特献寿联:“巴蜀精英

志弥坚，苦读联大寄西南。投笔从戎征印

缅，抗日救国冒烽烟。兴教清华誉东北，

运筹筑路壮岭南。泰松华柏春常在，敢与

彭铿战一场。”学生们祝愿老校长寿比彭

祖，其受学生爱戴敬重之情，溢于言表。

运筹筑路壮岭南

王伯惠校长是公路桥梁专家，长期在

辽宁省交通厅公路局工作，对发展东北的

交通建设贡献很大。建国初期王伯惠在辽

宁省交通系统工作，曾写信给陶葆楷老师

希望回清华从事研究工作。后因抗美援朝

军兴，征调公路工程而未果。战后因东北

开始大规模建设，工作繁忙，单位不放未

成。在交通厅时，他领导研究组设计了中

国第一条高等级公路。2012 年他荣获茅

以升科学技术奖——桥梁大奖，这是国家

在桥梁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早在十年前，

广东要兴建虎门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型

悬索式大桥，王伯惠应广州市政府和广东

虎门咨询公司之邀任专家委员会专家，审

查当时广东新建几座斜拉桥设计，并参与

珠海－香港跨海（伶仃洋）工程方案优选

等工作。当时在专家会议上，王伯惠坚持

自行设计大桥方案，他认为我国造桥的技

术和理论水平足可胜任，不用聘请外国顾

问专家。这是关乎国家的尊严，令他想起

1944 年初到印度时孙立人对他们说的一

番话，中国人要有尊严，不要让外国人小

看。这时香港也正在赶造第一条斜拉索式

大桥——青马大桥，当时负责建桥工程的

总工程师刘正光很佩服这位前辈，常向他

请教，王伯惠也乐于奖掖后进。刘正光后

来知道王伯惠是一位远征缅甸的抗日老战

士，心里倍增敬佩之意。刘正光后来升任

土木工程署署长，退休后一直带领学生回

大陆交流，这都出于王伯惠的启导。王伯

惠及后将他建桥的研究成果写成《斜拉桥

结桥发展和中国经验》一书，在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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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王伯惠为建设国家的公路桥梁付出

无限的心血，因为他如孙立人那一辈的清

华学子一样，希望有朝一日中华民族能够

复兴，国家能够富强，中国人在外国人面

前有尊严。今天横跨珠江的虎门大桥，宏

伟壮观，曾被誉为“世界第一跨”，这里

面包含着王伯惠对国家民族尊严的寄托。

义勇忠诚传千秋

王伯惠晚年致力研究新一军战史，发

扬爱国精神。由于时局关系，王伯惠与昔

日军中袍泽互无音讯，自 80 年代改革开放

起，始与联大从军同学书信联系，大家都

希望能将联大学子从军的历史纪录下来，

于是发起撰写回忆文章计划，在 2003 年

11 月由西南联合大学 1944 级出版《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2004

年 4 月 25 日清华校庆日，相约共赴印缅抗

日的同学参加，王伯惠代表同学发言，概

述印缅战场歼敌的辉煌胜利。后来他又与

新一军的袍泽四川的徐文、湖南的丁涤勋

等联络上，大家都认为要发掘和宣扬新一

军光辉战史以及呼吁有关当局恢复已经破

坏的广州新一军公墓。在人生的最后十年

里，王伯惠联合海内外老兵、将士后人等

编辑多部新一军战史书籍：《中国驻印军

印缅抗战》三册、《二战名将孙立人将军

诞辰 110 周年纪念文集》，以及 2015 年出

版的《抗战胜利 70 周年暨孙立人将军诞辰

115 周年纪念文集》。不过，最令王伯惠

遗憾的是他和同袍薛庆煜（新一军军医处

长）、丁涤勋、梁振奋、姚辉等一直多方

奔走呼吁，要求广州市政府恢复新一军公

墓的愿望没能实现，自愧于老长官孙立人。

这座公墓的地基当年由王伯惠负责指导建

造，公墓代表了中国军人不计牺牲、保家

卫国的爱国精神，是民族的灵魂。他曾亲

笔写下愿望：要重建一座幽静、庄严、肃穆，

能够提供老兵、后代和世人千秋百代都能

瞻仰、祭奠，而且政府能够有效保护的、

完整的、真正的公墓。现在愿望已变成遗愿，

海内外新一军老兵凋零，这座国魂所寄的

公墓不知何时才能恢复？

王伯惠工于文学，善于古诗，曾颂西

南联大兼贺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而作

《辛卯杂诗十首》。其中《印缅战场大胜

凯旋》云：“雄师踏破鬼门关，哀兵直下

野人山。歼灭寇仇逾七万，打通中印路

三千。”其述何其壮哉！

我们敬爱的王伯惠校长于 2016 年 9

月 8 日离世，享年 93 岁，有子女四人，

皆卓有成就。                             

  2016年9月18日

王伯惠学长（左 1）在 2013 年 10 月到
广州新一军公墓纪念塔前拜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