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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曾锡珪，1914年考入清华学

校。走进清华园的那一年，“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诞生了。从此，父

亲深深铭刻脑际，并用了半个多世纪来诠

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真谛——忠诚与担

当，责任与使命。

自强不息  徜徉知识的海洋

我家祖籍是湖北省沔阳县（现为仙桃

市），一百多年前那里常是水灾连年，十

年九不收。祖父曾兆龙投奔武昌讲武堂，

是辛亥革命首义志士，武昌起义时任炮兵

营管带。父亲曾锡珪于1899年12月30日出

生，幼年在桑梓读私塾，10岁入武昌青年

会小学读书。

1914年，清华在全国招生，湖北省分

配到五个名额，在众多应考学子中，曾锡

珪脱颖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在

清华八年，他得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

展，数理成绩骄人，更是酷爱体育运动，

曾任清华足球队左边锋。父亲少时即仰慕

古代英雄人物，认为学习军事更可直接效

忠祖国，立下“强军救国、国防兴国”之

志，决定毕业后留学美国学习军事。但这

遭到军人祖父的反对，祖父认为祖国河山

百废待举，曾锡珪数理成绩优良，理应

学习建筑土木工程专业，报效祖国建设家

园。经过父子对峙，最后达成君子协定，

自强不息铸军魂  厚德载物育桃李
——追忆父亲曾锡 将军

○曾武英

曾锡珪去美国学习军事之际，必须再取得

其他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

1922年清华学校毕业，父亲就读哈佛

大学。入校后他发觉哈佛难圆他的从军

梦，随即转入诺维基大学修读土木工程兼

修骑兵科。这还是不能满足他急于强军

救国之理想，次年9月他又考入弗吉尼亚

军事学院骑兵科，历经新生入门之残虐军

训，持之以恒的品学兼优，其毕业论文

《论中国之国防问题》获“安德鲁”奖

章，颁文学学士学位。

1925年暑假，他又去美国长岛学习飞

机驾驶技术，获美国飞行初级驾驶证书。

同年秋，考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主修近

代战争史，提前一年获硕士学位。

毕业后，父亲去了欧洲，在比利时、

法国考察国防、部队编制、武器装备和两

国政治历史等。他在巴黎一古城下结识陈

毅，同胞在异国他乡邂逅，感到特别亲

切。两人一同参观考察，互相探讨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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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只相处几天，却成为相互欣赏的好友。

1927年底，父亲取道西伯利亚铁路迫

不及待返回祖国报效桑梓。

学成回国  追寻强军救国之路 

回国伊始，经母校清华唐悦良教授推

荐，父亲入冯玉祥将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

仼少校训练参谋。从训练冯玉祥的卫队营

开始，他将军校学到的知识学以致用，亲

自示范行走有序、待人有礼，进行班、

排攻守，负重行军，实弹打靶，所有项目

皆列全集团军第一。继后，经李济琛先生

引荐，在陈济棠粤军第八军任中校训练参

谋。不久又应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之

邀，任该校军训主任。上任后，他借鉴美

国后备军官训练制度，可使大学生卒业后

任中下级军官。

1929年秋，朱家骅调掌浙江民政，邀

曾锡珪任浙江省警士教练所所长。父亲当职

事无巨细，悉自管理，财务公开，故以廉能

知名。1931年，被蒋光鼐、蔡廷楷的十九

路军聘为上校参谋处长，参加过威震世界

的“淞沪战役”，经历血与火的实战锻炼。

1933年5月，承宋子文先生力邀，父

亲任盐务税警总团参谋长，后调任两淮

税警局局长，所辖警员训练勤严，风纪整

肃，为一时之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一三”事

变中日双方又在上海交战，税警总团奉命

调到上海参战，两淮税警部队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八军游击队，约有一万余人，曾

锡珪任总司令兼任连云港城防司令。

1938年5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三个

联队、海军陆战队一个联队，外加重炮及

辎一联部队近万人，在飞机与舰炮的掩护

下由连云港外海登陆，随即向连云港发起

攻击。历经两月余的血战连云港，日寇始

终不得入雷池一步。1939年春，因连云港

保卫战的胜利，父亲获军事委员会颁云麾

勋章一枚和财政部功勋勋章一枚。为纪念

连云港保卫战，父亲在宿迁县城万寿山镌

刻“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等共八块摩崖

石刻，目前该地已成为连云港纪念抗战之

旅游景点供游客瞻仰。

1939年6月，中共中央电令陈毅率新

四军一部东进苏中，牵制沪宁一带的蒋

军。蒋介石却下令国民党部队封锁长江，

使新四军面临蒋军重兵阻挠，情况十分危

急。此时，陈毅想起了在欧洲邂逅的旧友

曾锡珪，于是书一密函送给曾锡珪，恳请

顾全抗日大局，给新四军东进纵队让路。

曾锡珪为精忠报国抗日救亡大计，不仅毅

然接受了陈毅的请求，而且还给新四军东

进纵队赠送枪支弹药。由于曾锡珪这一举

措，使蒋介石猜忌在心，立即将曾锡珪调

回重庆，降职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第一处

处长。

印缅前线再立新功 

1939年，机会再次来临，曾锡珪出任

1944年初，曾锡珪（左1）与史迪威将军（右1）

等在云南昆明巫家坝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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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他的弗吉尼亚

军事学院校友兼学长麦格鲁德之首席联络

官。继后，又任美国史迪威将军之少将

联络参谋官兼军务秘书，并参加中国远

征军。

在印缅战争中，曾锡珪随A B C D 
（American、British、Chinese、Dutch）
盟军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督战前方，还不

遗余力在云南昆明、腾冲各地建立训练基

地，因地制宜训练中国军队。

盟军失守缅甸后向印度大撤退，曾锡

珪跟随史迪威将军及其他军士随员、记者

等跋涉于蛮烟瘴雨中。尤其是在徒步翻越

史无前例的印缅野人山时，荒无人烟的原

始丛林，又时逢缅甸雨季，衣物湿霉，

蠹虫侵袭，巨蟒当道，弹尽粮绝，野果充

饥；天空是敌机狂轰滥炸，后面日寇追击

堵截。正是凭借坚定的信念、必胜的信

心，以及训练有素的体魄、勇往直前的精

神，他们最终冲出野人山取得胜利。

1942年4月1日，美国《纽约世界电讯

报》和《纽约太阳报》，刊登了有关中国

将军曾锡珪的报道，介绍他的英勇事迹，

引起世界瞩目。1942年7月，经美国国会

批准，由总统签署授于曾锡珪将军“美国

荣誉军团功勋章”和“功勋荣誉状”，此

为美国军队最高荣誉勋章。是年，授勋

仪式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这是美国政府

第一次向中国将军授勋，同时获此勋章者

还有壮烈牺牲的戴安澜将军。荣誉状上写

着：“曾将军以他的才智胆识和不懈的努

力，增进了中美两国间的互相了解，以他

的真知灼见和忠诚履行共同作战方针，对

这场正义战争有着非凡的功绩。”

1944年初，缅甸反攻作战开始，曾锡

珪根据敌我势态，向史迪威将军提出有效

的战术措施，并为史迪威将军所采纳实

施。史迪威将军对曾锡珪说，你是我的半

个参谋长！曾锡珪几次提出的迂回战术，

分兵打敌侧后，皆能起到实际效果。史迪

威将军戏虐地说：你可以称迂回专家了。 
1944年10月，史迪威将军卸职被美国

招回后，曾锡珪任驻印军司令官苏尔顿将

军的主任联络官。1945年春，庆祝缅北反

攻的胜利，美国国会为表彰曾锡珪在缅北

反攻中的功迹，再次颁发一枚美国军团功

勋勋章。在“二战”期间，两次荣获美国

颁发最高荣誉勋章者，中国仅曾锡珪将军

一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拟派曾锡珪出任

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曾锡珪将军铁血军

魂，拒绝叩拜军统头目戴笠，以“弱国无

外交”拒绝了任命。蒋介石闻讯，加上累

积的宿怨，他勃然大怒即开手谕，谓国

民政府军各大军区、各兵种部队，对曾锡

珪“永不录用”！事后虽经孔祥熙、冯玉

祥、何应钦、李宗仁等人回旋均未果。

不久，接替史迪威职务的美国魏德迈

将军从中斡旋，保荐曾锡珪去美国沃特里

纹沃思军事参谋大学进修。他在美学习

时，以他在抗日战争中的经验和实例向同

学们开讲座，讲述《日军的战术研究》

《迂回战术应用的条件和效果》《军队的

训练和士气鼓舞》等报告，反响热烈，并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深刻的民族使命感、

时代的紧迫感，促使他放弃了美方的器重

和安排，毅然坚持立即回国。

回国后，父亲任盐务总局盐警处处

长，到各地巡视整饬和扩充盐警队伍，

以美械装备武装和严格训练，使之成为一

支能攻善守的部队。内战期间，其所率两

万余人的部队宗旨是“中国人不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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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未与解放军有过正面冲突，但此

行为不容于国民政府当局。南京一友人沈

某题七绝一首赠曾锡珪将军：

绝域从军擅远谋，休惭李广不封侯。
海东弹压鱼盐薮，剑气犹堪射斗牛！
1948年秋，因盐务总局迁粤办公，一

再来电催逼父亲到广州，他愤而辞职，闲

居上海江苏路275弄31号。1948年底，国

民党有关上司已买好我们全家飞往广州的机

票，伺机辗转赴台湾，但被父亲断然拒绝。

黄炎培之子黄竞武系父亲在清华的同

窗好友，黄时为中央银行襄理，在上海外

滩办公。一天，黄请父亲到他办公室，欲

策划上海和平解放事宜，后因黄不慎暴

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黄被捕时，

父亲刚刚从他的办公室离开。

之后，父亲在上海跟原来的部下联

系，并起草了《劝告全国盐务税警官兵

书》，秘密通过盐务系统内部电台向全国

通电，促使驻浙江盐警部队一万多人和平

解放，也导致了驻广东、广西、四川的盐

警部队和平解放，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朝鲜战争中鲜为人知的经历 

1949年，他先是辗转去了香港，在英

皇道办了一所清华中学，自任校长，传承

清华办学宗旨。朝鲜战争爆发后，应美国

军事委员会总部之邀，他出任美国军事顾

问团高级技术顾问，赴东京参加对韩战军

事工程若干问题研讨、布局及武器配备。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联合国军经

过五次战役连败，狂妄的联合国军司令麦

克阿瑟将军恼怒而无奈，他想起日本投降

后陆续遣返日本有几十万旧军人，因此他

欲重新武装日本旧军人八个师，冒充韩国

军队，开赴韩国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较量。

他与日本首相吉田茂商量，一拍即合。

此事被日本媒体披露，曾锡珪得悉后

义愤填膺，竭力反对日本军人到朝鲜参

战，他与日本侵略军交战八年，深知其劣

根性，奋笔疾书一封英文万言书，从政

治、军事上分析论证日本旧军人参与韩战

的十项不利理由，力陈派日本兵出战的弊

端。他将此万言书递交美国参谋总长、他

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校友布莱德雷将军，

布莱德雷将军十分重视，将万言书呈报美

国总统杜鲁门。

1951年初夏，在东京联合国军总部，

曾锡珪在布莱德雷将军的陪同下，面对麦

克阿瑟将军，他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冷

静地陈述日本旧军人出兵朝鲜的五大危

害，恳请麦克阿瑟将军权衡利弊。在多

方特别是美国的亚洲盟友的反对下，联合

国军总部最终放弃了派日本旧军人赴朝

鲜参战的计划，致使朝鲜战争发生“质”

的变化。据说，为照顾麦克阿瑟将军的颜

面，后来招募了300位日军的医务人员赴韩

参战。

转战新马杏坛  演绎清华精神

朝鲜战争结束后，曾锡珪应爱国侨领

陈嘉庚先生力荐，应南洋企业家、慈善家

陈六使理事长之聘，赴新加坡南洋大学任

历史系教授、历史地理系主任。

1958年，已逾天命之年的曾锡珪，再

一次选择了更严峻的挑战——应聘马来西

亚柔佛州的小山城昔加末，出任只有初中

部的华侨中学昔华中学校长。该校地处虎

岗山峦，校舍陈旧，山坡倾斜，没有操

场，教学条件简陋。

曾锡珪校长善用战友情谊，上任伊始

便投书致昔日中缅印战区盟军并肩作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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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英军36师师长费斯汀将军，告知

自己已解甲归田，从事青年学生的教育工

作，希望得到支持。二战结束后，费斯汀

将军已荣升英国皇家陆军总参谋长。承蒙

费斯汀将军鼎力相助，调遣驻扎马来西

亚芙蓉地区的英军某工兵团，辎重机械开

往昔加末，爆破占地5英亩、倾斜达45度
的虎岗山峦，历时数月，为昔华中学无偿

开辟出一座雄伟壮观、达标的奥林匹克运

动场。期间，军士们的食宿饮水以及厕所

都由英军自备，不增加当地政府及百姓负

担。高效的建设工程莫不为当地人争相颂

扬，惊为天成。据说当年大马国家运动会

亦曾借用此国际标准运动场。之后，学校

很快成立高中部，成为六年制完全中学；

建教职员工宿舍，制度规范，管理有序，

聘请资深教师，教学质量直线上升，使昔

华名震一方。

曾锡珪年少时有八年在清华园长大，

对清华的受教过程心存感激，因此，他将

水木清华端庄秀丽的景致、校徽、校训也

移植到昔华中学。他将“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八字校训，黑底浮字刻印在校门口

石墩上面，让每天进出校门的莘莘学子时

刻铭记。他也以儒家的“尊师重道”“忠

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古训以大字

号刻印于校园显眼的牌匾，以期昔华学子

们被传统美德潜移默化。他藉体育竞技方

式，以期栽培文武全才的毕业生。中西文

化交融，儒风配以洋墨水，是曾校长施教

的独创法门。“昔华，昔华！”“昔日”

在“清华”的青春年华，令他在异国他乡

激情燃烧。

自1961年起，每一年初中、高中部的

应届毕业生，都响应曾锡珪校长的号召，

捐献给母校一座设计典雅、有中国特色

的建筑物。几载下来，完成的建筑工程

有喷水池、凉亭、台阁、钟楼等。这些

来自学生馈赠的建筑，经曾校长慎思熟

虑后，分别被冠上寓意深长的名字，如

“进修”“崇文”“精武”“博学”“中

和”“慎思”“惜阴”“虎丘”等，昔华

学子铭刻于心，永志难忘。建筑不足之

款，都由曾校长自掏腰包补缺。巍峨校

舍，仿佛复制清华园的亭台楼阁，相映争

辉。现在昔华中学已是马来西亚排名前列

的国民型中学。

马来西亚是亚热带气候，山城更是潮

湿闷热。校友们记得曾校长每天一条“祝

君早安”白毛巾被汗水浸透，坚持艰苦创

业，呕心沥血，自己却默默忍受身处异乡

与家人远隔重洋、骨肉分离之苦。天命之

年，仅维持最简朴的独居生活，没有亲人

关心，乏人照料，还要应对马来西亚当局

打压母语教育、排华的歧视政策。

父亲一生不屈不挠、清廉自律，自强

不息忠铮报国，厚德载物桃李芬芳。1966
年5月，曾锡珪校长在宿舍突发脑溢血，

发现时已回天乏术。人们发现，堂堂校长

竟然身无分文，连装殓的费用都不足。葬

礼后事等均由中华公会及学校出资安排，
昔华校友为怀念曾锡珪校长，在校园内

竖立起他的半身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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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边只留下藏书千余册以及两部手稿，

遗嘱悉数捐赠昔华中学图书馆。

他去世后，友人留下挽联曰：

前半辈，金戈铁马，扫荡倭寇，立威
域内外，建立殊勋； 
后余生，诲人不倦，培育英才，惠及

星马国，再树功绩。
横批：一代完人。

荣获殊荣  永载史册

曾锡珪将军荣获的军团功勋章、荣誉

状以及云麾勋章等存放上海家中，但于

“文革”时被抄家失落。1986年，作为女

儿我致函美国里根总统要求补发，遂由美

国纽约清华校友会理事长黄中孚先生，协

同美国陆军总部查找档案证实，立即铸制

勋章复制品，请美国驻中国大使护送至北

京，再由上海总领事馆鲁植总领事前往北

京荣领回沪。1987年在上海总领事馆举行

了授勋仪式，鲁植总领事将勋章复制品授

予曾锡珪将军夫人何定方、儿子曾武成、

女儿曾武英。此枚勋章后由中国历史博物

馆借用，现仍陈列于该馆。

2000年8月24日，美国发行史迪威将

军的首日封，其中有一枚画面是史迪威将

军与曾锡珪将军在印缅战区前沿阵地席地

中国（2015 年）、美国（1943 年）、中国台湾（2015 年）

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

2017 年 9 月，清华大学校史馆举行“清

华学校时期留美军事学人历史展”，曾武英

（右）、李瑞康夫妇在曾锡珪展板前留影

而坐，共商韬略。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颁发给曾锡珪将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枚；2015年底，台

湾当局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一枚，另

由马英九先生签发给曾锡珪将军“中华民

国抗战胜利纪念章证明书”一桢。

环视众多抗日爱国将领，同时荣获中

国、中国台湾、美国三方认可，分别颁发

勋章的，全中国只有三位，清华学子占两

位：清华1922届毕业生曾锡珪将军、1923
届毕业生孙立人将军，还有壮烈牺牲的黄

埔学子戴安澜将军。

一寸山河一寸血。数以

百计的将军、数以亿万计

的黎民百姓，在为民族独

立的战争中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斗争和牺牲。父亲腿

上黑褐的凹陷伤疤，是留

存女儿心头永远的伤痛。

今天的我们，唯有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2022年10月18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