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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故  事

的贡献无需赘言。他为云大题的校训是

‘诚、正、敏、毅’，既是对师生的要求，

也是他的终身行为准则。他在工作和生

活中的勤俭公正、克己奉公，给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熊有瑾说。

担任云南大学校长期间，熊庆来常

挂在嘴边的话是“尊重知识”。他不拘一

格聘请教师、广泛吸纳人才，只注重学

术水平，不问学派政派，楚图南、费孝通、

马曜、郭佩珊等都被他聘为教授。学校

经费紧张，为改善教师的生活，熊庆来

将自己的薪水降得很低，甚至无法养活

带在身边的 2个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要资助从北方转移到云南的学生和

民主人士。

那时，熊有瑾的父亲熊秉信已实现

熊庆来“学矿学报效国家”的夙愿，从

清华大学矿学系毕业后，成为云锡公司

（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得知熊庆来的困难后，熊秉信从自己薪

水中拿出大部分来“接济”父亲，共同

帮助有需要的人士。

熊有瑾记得，小时候，家门前有一

棵樱桃树。有一年四五月间，树上结满了

樱桃，但因为自己和妹妹不会爬树，樱桃

几乎被矿上的男孩摘完。好不容易等到父

亲回来，熊有瑾和妹妹缠着父亲摘樱桃。

熊秉信爬上树，摘下仅剩的 13 颗樱桃，

用 4个人平均分的方式，教她背诵乘法口

诀。又取出小刀，将分剩的最后一颗樱桃

切成两半，分给妻子和小女儿一人一半，

然后对孩子们说道：“爷爷教我们要宽

以待人，所以我们家里没有任何特权，

要是有什么特权的话，就是尊重人——

男人让女人，大人让小孩。”熊有瑾说，

这样的好家风让她一生记忆深刻。

勤俭持家代代传

除了科学救国、报效桑梓的爱国情

怀，尊重知识、尊重他人的崇高品德，

熊家还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爷

爷奶奶一辈子生活清贫。爷爷在清华大

学任教时月薪是 500 块大洋，在云南大学

工资也不低，但家里的孩子经常饿肚子，

还要我父亲资助，因为他的钱几乎都拿去

办学和搞学术研究。于是，我们全家都

要跟着勤俭过日子。”熊有瑾笑着回忆道。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熊有瑾的母亲

带着她和妹妹到北京看望时任全国政协

常委的爷爷熊庆来。三个人风餐露宿，

乘火车、坐渡轮，花了大半个月时间才

到达北京。熊庆来夫妇非常高兴，根据国

家给予的特别待遇，当天就带着家人去

到政协食堂“打牙祭”。吃完饭后，熊庆

来的夫人拿出铝饭盒，将盘子里的剩饭剩

菜和掉在桌上的饭粒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打包带回家。“我们家以后都要这样勤

俭持家。”她笑着对大家说。

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下，熊家的孩子

们都十分懂事。有一次，熊有瑾的妹妹

不小心打翻饭碗，她一边安慰妹妹，一

边学着奶奶的样子，将掉在地上的饭粒

捡起来，用水冲干净后继续吃。熊庆来

看到后非常高兴，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向

不在身边的家人讲述这件事。熊有瑾说，

时至今日，熊家后人依然坚持“光盘行动”

和打包剩菜剩饭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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