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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在世的

联大同学已届耄耋之年，随着他们逐渐地

离去，联大的历史不久将成为风中的诗

篇。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传

奇， 1944级地质系的王忠诗先生的一生

也如母校般充满传奇。

王忠诗1920年2月16日出生，福建晋

江人，菲律宾华侨，但心向往祖国，抗战

期间毅然回国考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

历千山万水的跋涉，到了四川偏隅的叙永

分校读了一年级。毕业前夕他响应梅贻琦

常委的呼吁，投身军旅被派遣至印度和缅

甸担任翻译官。在战场上他患过病，受过

伤，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以及中国军人为

维护国家民族的主权和尊严而无畏奋战的

精神。抗战胜利后，王忠诗放弃千金难求

的留学美国的机会，选择留下建设战火蹂

躏后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

应用自己在地质学的专门知识，走遍福建

的大山小川，为勘测和开发福建的矿产作

出极大的贡献。

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他到了香港为

国家引进外资穿针引线，又积极参与中华

全国归侨联合会的工作，为海内外归侨和

华侨建立沟通桥梁。晚年他活跃于学界，

不辞劳苦以高龄之躯向老师、学生宣扬

中国军人在印缅抗战的光荣历史，备受学

他眼巴巴地望着我，殷殷地说，“你

住在这儿好不好？有地方的，二楼我儿子

的房间隔壁有一间空房。”

“把你带来的水饺煮一些，大家都

在这里吃午饭吧？”老人轻声提议，他

随时记得自己应该尽主人之谊招待好客

人。

我们没有留下吃饭。 我和摄影师相

约，过些天再来为老人录像。可万没想

到，那次见面，居然是永别。

黎锦扬先生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一

个人有如此丰富多彩的一生，死又何所

憾？然而，我却为未能帮他出版《黎锦扬

中文全集》而感到遗憾。

黎先生，走好。那天我曾告诉你，这

一天来临时，我会难过，我会怀念你。但

愿你记得那一刻。

（转自公众号中国副刊，2018年12月7日）

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一生
——悼西南联大地质系王忠诗前辈

○刘伟华

与联大老同学黎模慎 (右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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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爱戴和景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为表彰抗战中为国家为民族

不怕流血牺牲至今尚存的官兵，特别颁

发王忠诗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肯定他在国家危难时

候作出的贡献。他的一生屡遭横逆，但

无改他的爱国心，“赶紧学习，赶紧准

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

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

时代”，这句西南联大校歌的勉词，他

从没忘记。他以百岁生命来躬行西南联大

校训“刚毅坚卓”的精神，他是联大的好

学生。

2018年11月25日早上，王忠诗的传奇

一生走到终点了，他安睡在祖国的土地

上，在天国与联大的老师和同学重聚。落

叶始终归根，异乡终究不是家国，王忠诗

的命根是在祖国。他活了一个世纪，见

证了20世纪祖国波澜起伏、动荡不安的历

程。他饱经沧桑的爱与恨，劫后余生的愁

与苦也包含在这曲折里面。他晚年目睹了

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腾飞，慰藉了他那一

代知识分子对祖国复兴的企盼。

我曾经问王忠诗前辈：“您家境富

裕，瞒着家人从菲律宾回祖国读书，参加

抗战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为国

家勘查福建省的矿藏，但政治运动中被打

成反动派，几乎家破人亡，为什么改革开

放后您又为国家引入外资而奔走，您心里

没有怨恨吗？”他跟我说：“我们那一辈

的知识分子见到国家衰弱，受外国欺凌侵

略，人民生活困苦，总是希望能贡献自

己，为国家做事情，使人民生活改善，享

受幸福。我就如一只飞蛾，永远朝着有光

的地方飞去，即使是火也义无反顾，因为

祖国永远是我心里的火光。”王忠诗前辈

热爱国家和人民的心，是忘我和无私的，

就像飞蛾扑火一样，完全忘记了自身的性

命，他为的是国家人民的福祉。

人生必定有很多抉择，而每一个抉择

又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王忠诗每一次的

人生抉择，都改变了他的命运地图。他成

长在中国的动荡时代，“七七事变”后，

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作为菲律宾的侨生，

关心祖国的危难，他参与了抗敌后援会的

活动。1940年他在马尼拉高中毕业后，毅

然放弃在菲律宾的发展，瞒着家人回到

祖国，准备报考大学。他曾自言：“我是

逃走出来的。”王家是小康家庭，没有人

考上功名。王忠诗自小聪颖，家人皆认为

他是家族里的读书种子，最有可能成为第

一个考上大学的王家子弟。王忠诗不负众

望，1940年到昆明考上了国立西南联合大

学。因为他讨厌生意人的势利，也不想从

事教育，心里向往中国地大物博，所以选

了地质系。这一个抉择使他没有沿着家族

从商的路，而走上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

救国和建国之路。

他记得第一天上地质学的课堂，袁复

礼老师走进课室瞟了他和几个同班同学一

眼，跟他们说: “你们这几个小子真够胆

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注册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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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选地质这一门课，你们能喝骆驼尿

吗？”袁复礼老师曾在新疆等地考察，知

道做地质勘察要在大漠里、高山上、湖泽

边、森林中孤独地寻找深藏地下的矿藏，

这需要非常人所能坚持的忍耐。王忠诗没

有畏缩，他啃下了地质学的硬知识，跟袁

复礼老师、苏良赫老师走到云南的高山湖

川、森林原野去做野外考察，天大地博，

他和同学就在联大的艰苦岁月里开拓了胸

怀，锻炼出坚忍不拔的意志。他在自传中

写道：“在那段难忘的艰难岁月里，那难

忘的三年半光阴，是那一批世界一流的恩

师对我们谆谆善导，使我立志从事地质工

作，在人生艰难困苦道路上迎着逆流，坚

持到底！”同时他学会了如何承受巨大的

苦楚，在天与地之间孑然自存；在高山之

上引吭高歌，把心中的思念、抑郁、烦

恼、困难、不平全部倾泻出来。可能由于

有这份忍耐和坚毅，在政治运动的狂风暴

雨的冲击中，他能够坚持活着，坚持以两

腿走遍福建山川河流，考察地质，发现矿

藏；坚持等到暴风雨的终结，

迎来改革开放的光明。

王忠诗在联大读书的日子

生活艰苦，他如很多同学一

样，在课余和周末兼职赚取生

活费。他去了一个上海人开办

的农场做小工，帮忙收割小

红柿；也干过家庭补习。他

是归国华侨，皮肤白皙，五

官端正，平日乐观健谈，因

此很受同学欢迎，他们七个

地质系同学情如兄弟姐妹。

他说很庆幸有那么亲切、那么

关怀他们的袁复礼老师，使他

们几个孤单的小伙子，能有家

庭温暖。他的开朗性格，亦获得了来自明

尼苏达大学的美军上士William Jackson的

终生友谊。

回顾人生，王忠诗对从军当翻译的经

历，刻骨铭心。这原本不是一次志愿从

军，而是梅贻琦常委执行教育部政策，征

调全体 1944级男生到军中各单位当美军

翻译。王忠诗与二百多位联大同学参加了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在昆明举办的第二期译

员训练班，1944年3月他和二十多位同学

被分派到印度利多的美军第48野战医院。

那时美军中的种族歧视严重，出于维护民

族尊严的义愤，他和三位同学陈鑫(地质

系)、欧大澄（经济系）、卢少忱(历史系)

向军部申请到前线当翻译。 6月间，他们

被派到新一军新30师，王忠诗在88团第三

营。那时部队正在打密支那战役，战况激

烈，虽然是当翻译，但战火无情，随时都

会丧命。王忠诗翻译坐标，让美军发重炮

轰击敌人。密支那战役后，新30师继续前

进，打了八莫和南坎战役，王忠诗都参与

联大地质系同学合影。后排左起：吴达文、张咸恭、

陈鑫、涂光炽；前排左起：王忠诗、许冀闽、张咸恭夫人、

涂光炽夫人



怀念师友

清华校友通讯146

其中。他睡过战壕，扛过枪战斗，听过子

弹划过空气的摩擦声，见过敌人尸横遍野

的残酷情境，与战友同生共死，这份经历

使他真正尝到了军人的艰苦和危险。八百

学子齐上阵，还我河山情弥切，王忠诗的

名字就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学

生从军题名碑上，成为1944级同学的集体

回忆印记。

世事难料，在政治运动颠倒黑白的时

候，从军经历却成为王忠诗被打击的罪

证，挂上了反动分子的名牌。这个牌子令

他过了很长一段坎坷、无助，打脱牙齿和

血吞的岁月。抗战光荣的记忆，曾经长

期埋藏在王忠诗心底，只能成为老同学见

面时互吐苦水的话题。幸而香港的中华精

忠慈善基金会找到了他，安排他到大学、

中学、公众场合、电视台访问，向不同人

士分享一个知识分子从军救国的心路历

程，不让青史尽成灰。中华精忠慈善基金

会在2015年通过香港中联办，替王忠诗申

领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

章”，为他苦涩的心灵抚上慰藉。

1979年王忠诗经国家批准来香港定

居，那时正是改革开放揭开序幕。他的家

人也陆续到了香港，一家终于可以团聚。

这是大家经历百劫千难后的重聚，得来不

易，王忠诗还可拥抱几十年来没见的母

亲，真的百感交集。在香港，王忠诗没有

闲下来，他借助家族在生意上的网络，为

福建省引进外资、吸纳人才、输入技术，

在改革开放起动时期建树不少。

不过，他心里始终有遗憾和不平。他

离开福建地质局时是以身体问题而作退职

处理，他自问当时虽年届60岁，身体健

康，怎会是退职呢？他在“文革”时的反

动罪名是子虚乌有，为什么没有给他平反

呢？这些遗憾最后也是他不解的心结，唯

有让它随风而逝。

王忠诗写过一本自传，书名为《云雾

人生》。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就如在五里云

雾之中，看不清，摸不着，自己的人生抉

择究竟是对或错呢？现在，他走完不平凡

的一生了，云雾已然消散，青天已见，他

应无悔今生，因为他对得起自己、对得起

家庭、对得起师友、对得起联大、对得起

国家。

2018年12月4日
1943 年，王忠诗（后右 1）与联大同学和

美国大兵 William Jackson 在学生宿舍前

2015 年王忠诗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左为香港政府民政事

务局副局长许晓晖，右为香港中联办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