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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走进联大名人旧居

庐家。吴文藻还经常带“三剑客”郑天挺、

杨振声和罗常培教授来默庐小住。冰心

曾回忆，当年自己和孩子每到周末就会

到城墙边去等候丈夫和客人，只要听到

马蹄声，孩子们就会齐声喊：“来将通

名！”当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

孩子们就会欢呼起来。而时任西南联大

校长的梅贻琦和夫人也多次和吴文藻一

起来默庐过周末。一时间，默庐成了昆

明文化名人的聚集地，包括沈从文、巴

金等作家和众多社会学大家都来默庐雅

聚过。其中，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的一

个孩子也在默庐降生。

住在默庐的两年多时间里，吴文藻

除在联大授课外，还到云南大学社会学

系作讲座和授课。1939 年，吴文藻应云

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为云南大学建

立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主持科研和

教学工作。同年，受燕京大学校务长司

徒雷登委托，他在昆明建立燕大和云大

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并主持工作。

后来一家人移居重庆后，工作站由费孝

通带领和主持。之后，工作站被迁入魁阁，

在费孝通的带领下，魁阁创造了中国社

会学、人类学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术高峰，

培养了张之毅、史国衡、谷苞、田汝康

等一批社会学大家，凝聚起了学术报国

的“魁阁精神”。

讲好“默庐”故事

“我的寓楼，后窗朝西，书案便设

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贡八景，已可见

其三，北望是‘凤岭松峦’，前望是‘海

潮夕照’，南望是‘渔浦星灯’。”“回

溯生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

恐怕是默庐最惬心意。”1940 年 2 月，

冰心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默庐

试笔》，深情赞美呈贡景物风光。后来，

冰心学生为纪念她，在“默庐”前加了

冰心之名，“冰心默庐”雅号由此名扬。

随后，冰心应邀到重庆做妇女工作。

怀着对默庐的深深眷恋，冰心一家离开

呈贡。离开前，冰心还为学生李培伦题

写著名词人卢前的《临江仙·读剑南诗

稿》，以“一发青山愁万种，干戈尚满南东，

几时才见九州同……”抒发忧国忧民的

爱国情怀。

离开呈贡后，冰心还一直关注着呈

贡。1974 年，74 岁的冰心回访默庐。

1990 年，她建议把呈贡中学原校训“谨

信弘毅”改为“任重道远”，并将精心

书写的“任重道远”四字寄来。晚年，

冰心还创作了《忆昆明——寄春城小朋

友》一文，勉励春城小朋友。

为继承和弘扬冰心、吴文藻这一辈

文人的可贵精神，讲好“默庐”故事，

2003 年 5 月，“冰心默庐”被列为昆明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 年，呈贡区文

旅部门特邀费孝通先生题写“冰心默庐”，

经修葺后打造成冰心生平、吴文藻教授

生平及成就等常年专题展，并于当年 10

月向社会开放。如今，默庐已成为呈贡

区重要的人文旅游景点，累计接待专家

学者等万余人。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作为著名

诗人、作家、翻译家和儿童文学家，冰

心留下的温暖名言和她的雕像一起，置

于默庐二楼会客厅，其撰写的《繁星》《寄

小读者》《小桔灯》等经典作品，温暖

了一代代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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