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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隽彦，大学泱泱

—寻访北国与南疆的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

○马庆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八十周年之际

（联大校庆日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日计

算），笔者终有机会亲赴昆明，拜谒“联

大”旧址。徘徊于前辈学人生活过的这片

土地，驻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下，

品味冯友兰先生所撰碑文，不禁心有所

感，并联想到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中的

另外几方纪念碑。它们虽然星散在北国与

南疆，相隔遥远，但其象征意义，以及所

彰显的精神，却毫无二致。重温这几方碑

的来龙去脉，抑或还有一丝超越考据学的

意义。

一、昆明联大旧址上的联大碑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结束；联

大校歌中期盼的“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

燕碣”的理想，即将成为现实。数日后，

联大即设置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筹

划三校迁返平津。但由于交通等方面的

困扰，回迁事宜一拖再拖，直至1946年5
月，联大才正式宣告结束。北返前夕，三

校在原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今云南师范

大学老校区)内立碑以为纪念，这便有了

“联大碑”（右图）。

即将作别生活了八年之久的昆明，留

点东西以为纪念，是联大实际掌门人梅贻

琦的动议；而做一个传统形式的纪念碑，

则出于冯友兰的谋划。冯先生回忆道：

“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

归的事，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

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待了七八年，临走的

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会上我就提

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大家

都说好，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我就筹备

立一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严格

地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

决议建立的，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

纪念联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

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

稿二用。”（《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

社，2008年4月）

此碑的设计与制作，联大几位与其事

者颇费过一番心思，梅贻琦、朱自清等人

日记中都有相关记录。1946年2月26日下

午，朱自清“参加校志委员会茶会，讨论

纪念碑问题”。（《朱自清全集》，第十

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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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载，

1945年10月30日，“聘请冯友兰、雷海

宗、姚从吾、罗庸、闻一多诸先生为西南

联合大学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委员。并请冯

友兰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11月21日，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改名为西南联合大

学校志，并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编辑

委员会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编辑委员会。

加聘冯文潜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编辑

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据此可知，朱先生所言“校志委员

会”，是联大为编辑校史而成的临时性组

织，其委员有冯（友兰）、雷、姚、罗、

闻、冯（文潜）六位。1946年3月2日，梅

贻琦“晚约冯、雷、姚、罗、闻、唐、

刘、潘、汤、朱（闻未来），便饭，商写

刻纪念碑事。余酒食未多进，陪坐而已。

十点客散。”（《梅贻琦日记 1941—

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自

清也记下了当日梅贻琦晚宴的情形：“参

加梅先生晚宴，主客为唐、罗、刘三人，

他们都是纪念碑之设计者。”（《朱自清

全集》，第十卷）

1946年5月4日，“联大碑”落成，梅

贻琦记录下了当天的情形：“午前有雨。

上午九点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余报告

后请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

蔡（维藩）相继致辞，来宾请马伯安、

严燮成、熊迪之，最后由冯芝生读纪念碑

文。会后至后山为纪念碑揭幕，然后在图

书馆前拍照，时已有小雨。拍照方毕雨势

忽大，在办公室坐约半小时，待雨稍小

始出。此或为到此室之最后一次矣。”

（《梅贻琦日记 1941—1946》）

“联大碑”整体呈圆拱形，通高一丈

五尺（约5米），宽八尺（约2.7米），立

于坡底不算平缓的山坡之上，有台阶可

登。碑外围前后两面均有檐，前后面两侧

各有两层内壁，外檐和内壁从两侧往中间

渐次内收，碑身镶嵌于墙体之中。碑之式

样采用中国传统款式，正面南向，上书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

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

丹”。碑文系楷体，阴刻，共19行，1178
字。因三教授在学术及书法方面的造诣，

此碑被誉为“三绝碑”。

冯友兰所撰碑文，简要回顾了联大的

历程，高屋建瓴地总结了联大可兹纪念之

处：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三

校历史不同，学风各异，然八年之久，合

作无间，终和且平；联合大学以其兼容

并包之精神，内树学术自由，外争政治民

主，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抗战军兴，被

迫南渡，然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此

为历史所未有。这几点，也为后人了解联

大历史、感悟联大精神提供了一把钥匙。

联大毕业生、后来蜚声国际的学者何炳棣

就认为：“最能表彰联大社团精神及其特

殊历史意义的莫过冯师所撰‘国立西南联

合大学纪念碑’文。”（何炳棣：《读史

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联大碑”背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

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由中国文

学系唐兰教授篆额，数学系教授刘晋年书

丹。碑阴所记，虽仅为834位从军同学之

名录，但彰显的却是联大学子投笔从戎

的整部历史。据统计，抗战期间，联大

学生（含长沙临时大学）从军人数达1129
人，约占总人数的14％，其中还有牺牲的

烈士。联大学生不顾安危、保家卫国的举

动，虽然出于战时需要，但他们所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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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完全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家

国情怀。他们愿意用自己还有些稚嫩的臂

膀，去肩负民族兴亡的责任，而不是躲进

书斋，任凭家国风雨飘摇！

“联大碑”堪称一部浓缩的西南联

大历史（《联大八年》首篇即为冯先生

所撰碑文，径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

史》），也是中国人存亡继绝努力之见

证。在彩云之南昆明西北角的一隅，“联

大碑”静静地矗立了四十多年，似乎被人

遗忘。然而，时间并没有磨灭其光芒，她

终又重放异彩，一生二，二生三，在清

华、北大、南开的校园里有了自己的化

身。从此，远在西南边陲镌刻着联大精神

的这方石碑，不再孤独，而移步于北国上

庠之中，润物无声。

二、清华园里的两方“联大碑”

北京西北一隅的清华园，在皇家园林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水清木华，疏朗而清

幽。漫步园中，细心的人们可以找到两方

“联大碑”。他们树立的时间，前后正好

相隔二十年。

1988年4月24日，作为清华77周年校

庆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南联合

大学纪念碑”落成典礼在清华举行，陈岱

孙、周培源、施嘉炀、赵访熊、朱德熙五

位先生为之揭幕。该碑立于清华园核心区

域、丙所西南的开阔地带。正面刻有“西

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

泱”十六字，字头藏“西南联大”。背阴

刻《碑记》，《碑记》额题“西南联合大

学纪念碑”九字，袭用了原碑上闻一多先

生的篆字，但省去了“国立”二字。

这方碑的碑文说明及阳面所刻十六个

字，均为清华大学时任党委书记李传信所

拟。清华校友总会总干事承宪康回忆说：

“他（李传信）参与了学校多个雕塑像、

纪念碑的建立，……在甲所与丙所之间

开阔地矗立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底地上

嵌石为云南省地图，中为联大校徽，这是

他同楼庆西、郑宗和、叶茂煦三位同志共

同商议出的方案。”（承宪康：《良师益

友—怀念传信同志》，载《李传信纪

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

传信本人也曾谈到此碑，说：“立石北面

刻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南面刻‘西山

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

十六个字，不久想用‘联合济济，大学泱

泱’，似乎更好一点，但石已刻完，只能

算作遗憾了。”（李传信：《西南联合大

学50周年感言·附言》，载李传信著《清

华往事纪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这方碑虽然不是复制的原碑，但却是

三校中最早为纪念联大而立的标志，有其

不可替代的意义。1988年10月28日，清华

发给“西南联合大学暨云南师范大学建校

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贺信》中，也特

1988年4月，陈岱孙（右2）、周培源（中）、

施嘉炀（右 1）、赵访熊（左 2）、朱德熙（左

1）五位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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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提到此碑：“清华大学从来都十分珍惜

西南联大的历史经验……‘西山苍苍，南

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象征着

西南联大的精神与水木清华同在！西南联

大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激励着清华大

学不断前进。”（据档案资料）

2006年3月，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致

信清华大学校方，转达冯友兰先生之女宗

璞关于建议清华复制和建立西南联大纪念

碑的建议，并详加申明其意义（据档案文

件）。清华对此建议十分重视，迅即组织

各部门研究落实。2007年10月27日，时值

联大建校70周年，复制“联大碑”在清华

落成揭幕。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原清华

大学党委书记、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贺美

英，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西南联大校友会

会长沈克琦，原南昌大学校长、清华大学

机械系主任、联大校友潘际銮院士，原北

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共同为纪念牌揭

幕。“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

院士、专程从香港赶来的江国采学长等联

大老校友，以及来自清华、北大、南开三

校的师生代表百余人出席了揭幕仪式。

该碑安放在校团委办公地北侧的绿地

上。碑体面向西南，意味着朝昆明方向。

校方的报道称：“整个场地的设计表现了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越过重重险阻、百折不

挠、矢志民族复兴的精神。设计师依据

地形条件，设置了层层跌落的台地，每层

台地皆为不规则的折线，隐喻了中国知识

分子宁折不弯的刚毅性格，富有力度。”

（清华新闻网，2007年10月28日）

清华复制的“联大碑”，碑身形制完

全沿用昆明原碑，但碑身外檐的形状，改

为了方方正正的箱形，而非原碑的圆拱

形。碑体两侧增加了新内容：西北一侧上

刻：“西南联大校训 刚毅坚卓”；东南

一侧，刻有清华中文系徐葆耕教授所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志》。

三、北大校园的“联大碑”

自古色古香的北大西门走进燕园，跨

过三孔圆券石拱桥（称“校友桥”），右

转前行数十米，池塘边草地中有石碑兀然

而立，此即为北大复制的“联大碑”（下

页左上图）。

北大“联大碑”的揭幕时间，在1989
年5月4日校庆日。此碑仅复制了“联大

碑”的碑身，而没有外面的保护层。该碑

坐落在一个有三级台阶的石砌平台之上，

正面向西，背面底座上刻有“庆祝西南联

大建校五十周年复制西南联大纪念碑”字

2007 年 10 月 27 日，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牌

落成揭幕仪式上部分嘉宾合影。左起：潘际銮、

沈克琦、顾秉林、贺美英、王学珍、胡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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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28年过去了，在成年人手可以触摸的

地方，石碑上有几处已被擦得锃亮，足见

来此凭吊者之多。

去碑西南数米有卧石，上刻相关的介

绍文字称：“1988年，为纪念西南联合大

学的业绩，北京大学决定复制该碑立于校

园内，即派专人赴滇采相同石质的碑体运

京，制作后于1989年5月4日举行了此碑的

揭幕仪式。”

北大复制的“联大碑”十分朴素，没

有过多的设计元素，说明文字中也只言

事，而未及其他。不知学校档案中，对复

制此碑的来龙去脉可有完整的记录？其

实，在笔者看来，有无记录并不重要，我

们知晓的是，复制此碑时，执掌北大的是

丁石孙校长。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季羡

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

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

孙。（见《丁石孙：北大往事》，载《中

国新闻周刊》总第746期）

四、南开校园中的“联大碑”

今日天津八里台的南开校园，是浴火

重生的产物。1937年7月29日凌晨，侵华

日军丧心病狂，将这所成绩卓著的私立大

学夷为平地。但有中国就有南开，八年流

离之后，南开重返津门，并完成了由私立

到公立的蜕变。作为西南联大三校中的一

员，南开也牢记着那段岁月，并立碑以志

永恒。

1988年10月17日，南开曾在马蹄湖

西岸立过一方“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

碑”。据云，该碑由主碑、三校校徽碑及

纪年的基石三部分组成。主碑碑文由黄钰

生先生撰文并书写。主碑是由三个石块黏

合而成的“山”字形大石，碑身正面镌刻

着黄钰生先生撰文并书写的碑文。校徽碑

由三块条石连成一体，三面分别镶嵌南

开、北大、清华三校校徽，石碑连接处上

方镶有西南联大校徽。日前，笔者专程前

往寻访此碑，然遍问路人，竟无一知者。

后据老照片比对，笔者认定一处人工整修

过的地基就是原碑所在，并在东南角草丛

中找到了说明碑石。何以要拆除此碑，笔

者不免困惑。回京后，经多方咨询，才知

晓答案：2007年南开复制“联大碑”后，

即将此拆除，主碑移至津南新校区内西南

联大纪念园中，校徽碑则告消失。

2007年9月13日，南开复制的“联大

碑”在校内揭幕。该碑位于大中路西首南

侧，完全复制了原碑的样式（下图）。

碑的正面朝北，正面下方有八级台阶，台

阶中间镶嵌有一块石牌，上刻南开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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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范曾题写的碑记。碑之西北、西南石板

上，镶嵌有9个高约30厘米的方形石柱，

每个石柱上分别刻有1937—1945各年份的

数字，意指西南联大存续的年代。

和平的环境，充足的物质保障，是办

好一所大学乃至任何事情的基础。“大

师”固然重要，“大楼”亦不可或缺。西

南联大的成立，是战争状态下的不得已。

没有人会留恋战时的苦难，西南联大让我

们不断回味的，是她沉淀下来的那些可以

勒之贞珉、烛之后世的精神。困扰中国的

“大学之问”有很多，但从“联大碑”中

庶几可以找到不少的启示。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

17日。此次转载，限于版面，作了较大

压缩）

走近“零零阁”，追寻历史的踪迹

○孙　哲（1970 届工物）

清华园是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

的14个“全球最美大学校园”之一，而近

春园又是清华园内最美的风景点之一。近

春园荷塘环绕，是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

《荷塘月色》所描写的地方。近春园内亭

台楼阁，荷塘月色亭，晗亭，吴晗塑像，

临漪榭，还有假山和石桥以及校友捐赠纪

念碑石……星罗棋布，交相辉映，美不胜

收。近春园西南有一座小山，山顶一座典

雅的仿古观景亭，名曰“零零阁”。“零

零阁”于1996年校庆落成，是00字班校友

捐赠给母校的纪念建筑物。

“零零阁”为中国古典式双层重檐观

景阁，地基座为160多平方米的花岗岩砌

石，石基有护栏围绕，座柱上刻有全校00
字班27个专业的名称。零零阁柱立八面、

顶分双圆、红木起架、白玉砌栏，造型

古朴典雅、气势宏伟壮观，彰显00字班学

子深厚而执着眷恋母校之情。匾额“零零

阁”由清华大学著名书法家金德年先生 
题写。

00 字班校友庆祝毕业 30周年在“零零阁”

前留影

一、母校呼唤，00 字班校友请缨

1995年是母校建校84周年。5月4日，

校庆刚过，“零零阁”筹建组向00字班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