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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

争全面打响。按照当时政府当局的统一安排，清华

大学与北平北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一起，先在长

沙组办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 年 11 月 1 日，长沙

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1 月 1 日，也成为联大校庆日）。

年底，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 年 2 月，长沙临

大西迁云南，4 月抵达昆明。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

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决定合组“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

除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和西迁途中不计外，联大

前后存在 8 年。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民主、科

学精神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传统，加以

名师荟萃，学生又是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优秀青

年，因此人才辈出，成为举世公认的“学术重镇”“人

才摇篮”和“民主堡垒”，有些外国人则称之为“战

时高等教育体制的杰作”。

联大学子中，走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李政道，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

笃正，“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

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以及八十位中国科学院

院士、十二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经济学家刘国

光，历史学家何炳棣，作家马识途、汪曾祺，以及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王汉斌、彭珮云等。联大师

生中，先后有 15 位烈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

献出了生命。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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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开始准备北

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

原址的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

“1946 年 上 半

年，三校忙于分家和

准备北归的事，在一

次 清 华 的 校 务 会 议

上，梅贻琦说，我们

在昆明呆了七八年，

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

一个纪念品吧。”时

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

长的冯友兰，在《三

松堂自序》（人民出

版社， 2008年4月2版）

里记录了“留碑纪念”

缘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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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址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

冯友兰撰写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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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5 月 4 日， 联

大师生在校址上竖立起“国

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纪念碑碑座为圆拱形，高约

5 米，宽约 2.7 米。碑文由

冯友兰撰写、罗庸手书、闻

一多篆刻，享有“三绝碑”

的美誉。碑文回顾了联大的

历程，备述了联大八年来的

历 史 和 成 就。 碑 后 刻 录 了

八百三十四位联大参军同学

的名字。如今，这座纪念碑作为国家重点文物矗立

于昆明。

在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回原址，

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发展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

学。

清华园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1987 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 50 周年之际，

为纪念西南联大取得的辉煌成就、继承西南联大的

精神，清华校友总会集资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纪念

碑。碑址选定在清华园工字厅南苑林木丛中甲所与

丙所之间开阔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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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嘉炀、赵访熊、朱德

熙四位先生为之揭幕。

纪念碑正面刻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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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阴刻碑记如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

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一九三七年又发动

七七卢沟桥事变，侵占华北。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南开大学在战火中南迁长沙，共组临时大学。

由于日寇不断进逼，政府军节节败退，学校继续

捐 赠 人

清华校友总会

集资捐建

落成时间

1987年4月24日

坐落地点

工字厅南侧

往西南迁徙，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昆明成立西南

联合大学，距今已半个世纪。抗日战争胜利后，

1946 年夏，北大、清华、南开北上回原址复校。

联大八年，师长同学为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为教

育与科学的发展，共历艰辛，共志进步，共创业绩，

谱写了抗日战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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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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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此碑。“清华大学从来都十分珍惜西南联

大的历史经验。为了永远纪念西南联大，继承和发

扬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在今年四月末的清华校庆

日，学校隆重举行了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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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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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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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的复制“联大碑”

刚毅坚卓育英才，载薪火传承

铸丰碑。2007 年 10 月 27 日，时值

联大建校 70 周年，由西南联大老校

友捐赠设立的复制“西南联合大学

纪念碑”在清华落成揭幕。该碑坐

落于清华大学校园主干道西侧的青

草坡上，碑体面向昆明所在的西南

方向。

整个场地的设计表现了西南联

大的师生们越过重重险阻而百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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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方的三块台地象征了当时联合起来的三所大学，以

不同的铺地材料指涉了三所学校的性格，在其之上

是一块完整的混凝土地面，象征了团结和凝聚力。

跌落的台地整体呈现发散的动势，寓意联大精神在

此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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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校训刚毅坚卓”；东南一侧，刻有清华大

学中文系教授徐葆耕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

2000 级毕业 20 周年纪念大会，西南联大纪念碑景观更新及绿

化养护项目揭幕

捐 赠 人

西南联大老校友

落成时间

2007年10月27日

坐落地点

清华大学校园主干

道西侧，原校团委

广播站北侧

学纪念碑志》。碑志如下：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陷我平津。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泣血南渡，在长沙组

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再迁昆明，更名“国

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始得北返，凡历九

度春秋。三校师生，一代英才；身处危境，刚毅坚卓；

盖茅筑室，不废弦诵；心忧国运，血荐神州；孕育

于民族屯蹇之际，辉煌于复兴大业之中；既为世界

教育史之奇迹，更为中华民族文化百折不磨之明证。

三校北返前夕，刻碑以为纪念。文为冯友兰先生所

撰，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书丹。碑阴镌入抗

战期间参军学生之姓名。为纪念西南联合大学建立

七十周年，缅怀青史，光大传统，激励后人，特按

原碑复制，矗立校园，以供瞻仰。

2024 年 4 月，校庆 113 周年之际，毕业 20 年

的 2000 级校友集体捐资，支持母校西南联大纪念

碑片区景观更新及周边绿化养护，意在让这座承载

着厚重历史记忆的丰碑，焕发出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