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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迁之路

1935 年 7 月，穆旦从天津南开中学考

入清华大学地质系。不久后，转入外文系，

并开始创作诗歌，相继在《清华周刊》《文

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那时的穆旦风华

正茂，激扬文字，是北方诗坛一颗冉冉升

起的新星。

全面抗战爆发后，穆旦随清华师生长

途跋涉到湖南，在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继续

就读。1938 年 2 月，临大迁滇，并于 4 月

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穆旦加入了由闻

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

团”，开始“世界教育史上艰辛而具有伟

大意义的长征”，一路翻山越岭，夜宿晓行，

徒步横跨湘黔滇三省，历时 68 天，行程

3500 里。

在这支队伍中，穆旦的一些行为引人

注目。一是开饭的时候经常迟到；二是背

诵英文词典。据当年长沙临时大学经济系

学生蔡孝敏回忆，穆旦“于参加旅行团

之前，购买英文小词典一册，步行途中，

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

字典已全部撕光”（蔡孝敏《旧来行处

好追寻》）。

然而，在 3500 里的行程中，穆旦记

住的远不止那本英文词典，作为一个对社

会现实有着深切关怀的诗人，如此近距离

地接触底层人民，无疑是一次深刻的人生

体验。为此，他创作了《出发》《原野上

走路》《三千里步行》等系列组诗。

  读书救国

1938 年 4 月底，三路师生先后抵达昆

明。因西南联大师生员工人数众多，校舍

不够分配，文法学院被设置在云南蒙自，

称为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在蒙自，穆旦选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出生于天津。穆旦

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也是西南联大“八百

从军学子”中的一员。他将西方现代派诗歌和中国传统诗歌

相结合，诗风富有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是“九叶诗派”

的代表诗人，其代表作有《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

1945）》《旗》等。因其诗歌饱含对祖国的真挚热爱，为中

国现代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穆旦被许多专家学

者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穆 旦：联大学子  诗人战士

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
对日作战前在昆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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