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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金奖，这相当于中国航空工业的‘诺

贝尔奖’。我作为中国第一个世界诺贝尔

奖获得者，对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

高的敬意。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

胜利前进。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下一世

纪初，华人科学家必将领导人类科学新潮

流。祝愿您在航空工业发展上做出新的贡

献，祝愿您在新的科研领域里取得新的成

就。”周尧和院士在其职业生涯中，忠于

职守，成果卓著。2012年，周尧和获得了

首届“中国铸造终身成就奖”。

（转自科学网，2018年7月30日，作者黄辛）

7月8日，父亲张彦离开了我们，到另

一个世界与母亲重聚。悲痛之余我追思与

他相处那一幕幕往事，越发感到西南联大

在他的一生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联大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在民族危

亡的抗战时期走上了革命道路。联大的自

由、民主、科学和不畏强暴的精神奠定了

他一生信仰的基础。在联大他结交了一批

终身好友。在联大他认识了美国飞虎队

员，引出一段中美人民70多年友谊的诗

篇。联大使他结识了我的母亲，这段姻缘

造就了我们一家。

反右运动中，文革风暴里，在父亲挨

整、受屈而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正是母

亲和联大挚友们的信任和精神上的支持帮

助他度过难关。只要父亲谈到联大和校

友，他总是那样深情、激动和自豪。每次

联大校友到我家聚会，欢声笑语的热烈气

氛就会深深地感染我。真羡慕他们这种战

火中结成的真挚友谊。我们一家都为父母

是联大校友而感到无上光荣。

联大不仅培育了我父母一代，也直接

影响了我的人生。
张彦老学长参加校友活动与好友们在一

起。左起：李晓、李储文、张彦、段镇坤

联大精神   代代相传
○张小彦

1969年我15岁那年，父母带弟妹一起

下乡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这在文革

时代是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都经历过

的事。我一个人留在北京上中学，1970年

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朝阳区一家副食

品商店当售货员。这期间父母除了每月给

我寄生活费外，还时常写信要求我自学文

化课。在那“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时代，

自学文化是受到别人鄙视和嘲笑的。在

父母的鼓励下，我顶住压力坚持业余时间

自学。在碰到问题需要帮助时，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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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张彦父子与马识途学长成都欢聚

就按照需求为我找他们的在京好友辅导。

记得当年我拜访过父母朋友中的历史学、

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艺、写作、音

乐等各方面的专家，他们永远都是那样真

诚、热情、循循善诱地启发引导我学习。

1979年，父亲担任了中美恢复邦交后

第一任驻华盛顿记者。他不在家的那一段

时间，我和妈妈一起承担了接待他朋友的

责任，有机会与众多前辈长者接触。每次

谈话都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1980年

我赴美念书后，仍有机会遇见来美访问的

叔叔伯伯们。每次回国探亲办事，只要有

机会我也会专程看望父母的老友。一来二

去，我与他们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和感

情。

2015年我把父亲1980年到2014年之间

三十多年给我的家信电子扫描整理后开始

以家书为引线写一本书，通过一个家庭的

变化折射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写作过程

中找到了一封2010年父亲的来信，信中介

绍了那些当年对我成长有过影响的人。我

惊奇地发现其中很多人都与西南联大有关

而且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下面是父

亲介绍的摘录：

李  定

原名杨邦祺，云南人，是我的西南
联大同学，在校期间即在《云南日报》
工作，进步学运积极分子。解放初期在
天津从事新闻工作，后入天津市委，曾
长期担任市委秘书长，后调中央任中央
统战部副部长。

李  晓

现在名李曦沐，辽宁人。我们上下铺
同窗四年，属莫逆之交，同属历史系。在
走向革命道路上，他对我有过启蒙作用。
解放后他回到东北，担任过省委秘书长，

最后调北京任国家测绘局局长。
李  凌

联大历史系同学，从事部队新闻工作，
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流放到北大荒。平反
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工作，写了不少
激进文章。

李储文

他是我在上联大时认识的好友，他当
时是昆明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干事，在我
们学校旁边办了个“学生服务处”。由于
与美国飞虎队交朋友的事，我们走到一起
来了，并结为莫逆之交。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 1938年就已入党的地下工作者，直
到 80年代出任香港新华社分社副主任以
及后任上海市政府外事顾问才公开。

费孝通

中国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曾经任
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妈妈直接跟他
学习社会学，并建立深厚友谊，在 1948
年学生运动中因受到他和另两位教授的保
护才幸免于难。⋯⋯正是费老的推荐，你
才得以赴美学习社会学。

马识途

应该说，他是我在联大走上革命道路
的引路人。当时，他是联大地下党支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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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有意识培养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
生。我就是在他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一
生都是我的长兄老师。解放后，他曾经任
四川省党政领导职务直至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黎章民

我的联大同学好友，终身从事音乐工
作。任中国音乐出版社社长多年，曾经出
版《论贝多芬》等著作。

许乃迥

我的联大同学，经济学家，从事金融
财政工作多年，也参与我们与美国飞虎队
的友谊工作。他曾经代表中国出任联合国
和世界银行的高级职务。回国后，任中国
建设银行顾问多年。

这些师长们的身上都有神圣高尚的联

大精神。联大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

的精英，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他们都曾忍

辱负重，饱经沧桑，但仍一生无悔，为民

族复兴、国家强盛竭力奉献。父亲曾在信

中这样评价他们这一代人：

我这样的坎坷经历，在中国，可以说
到处都有，数以几十万计，比我更惨的大
有人在。但是，很少有人怨天尤人、斤斤
计较个人得失。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中国
知识分子的这种特点，是许多外国人所无
法理解的。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这种精
神力量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能受到这样

一批知识精英的教诲和熏陶，真是三生有

幸。我为自己是联大的后代而自豪。

联大精神永存！    2018年7月12日

清华航天航空学院徐秉业教授逝世

清华航天航空学院徐秉业教授，因

病于2018年7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6岁。

徐秉业，1951年考入南开大学电机

系。1953年9月经过两年俄语和波兰语培

训后被派往波兰深造。1960年3月在波兰

华沙工业大学工业建筑系完成了本科生及

硕士研究生学业后，5月回国进入清华大

学工程力学数学系任教，同年9月又被派

往波兰科学院基础问题研究所攻读博士学

位。1963年11月获得博士学位，12月返

回清华大学工作。历任教员、副教授并于

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开始担任博士

生导师。1998年10月退休。

徐秉业教授几十年如一日耕耘在教学

第一线。他讲授过的课程有7门、听课学

生累计达2000人，由他主编或参加编写出

版的教材和专著有19部之多。他培养了23

名硕士、32名博士,对27名进修教师和10

名博士后进行过指导。其中多人获得全国

和校级优秀博士论文。他多次获得“清华

大学教学工作优秀奖”，还荣获“北京市

优秀教育工作者”“北京市教学优秀一等

奖”以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奖

励。

撰写论文300余篇，主持和参与的科

研项目数十项，其中十余项通过了部级

鉴定，两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

省部级科技奖九项，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

（高等教育）一等奖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