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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生活。现在能够一得安静，至少在心神上，

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休养……我在蒙自几

个月，每天早起，至少围绕南湖的半个周

围二次，而下午饭前，往往环绕南湖的整

个周围一次。而且，在我所住的哥老斯（即

哥胪士洋行）的洋楼的楼上，有了阳台，

对着南湖。平居对湖而坐，近看清风徐来、

水波不兴的湖水，远望云烟掠过层叠起伏

的山峰，在享受自然景色之余，有时免不

了生出不少的感想。我常常想，假使在这

个地方，我们能够有了丰富的参考书籍，

我们很可以写点东西出来。然而在这里，

要等丰富的参考的书籍，而始从事于著作，

那是等于缘木求鱼的空想。”这种境况下，

陈序经克服一切困难，在南湖边构建了文

化学的研究系统，并最终付诸于昆明学府

的演讲和著述中。

法商学院迁回昆明后，陈序经一家住

在鸡鸣桥复兴新村南开大学租给其经济研

究所部分职工的房子里。在艰苦的环境中，

除了繁忙的学院行政工作，陈序经对教学

和学术方面的工作更加卖力。他回忆道：

“尽管轰炸得厉害，对我个人的写作工作

影响不大。我每天早上 4 时半左右就起来

写作到 7 时。吃完早餐往往即来警报。每

天约有两个半钟头的写作，积之既久，也

写了不少。我写了一部文化论丛，二百多

万言，共二十本，从第一至第四本于今年

（194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抗

战时期，整理一本《疍民的研究》，十多

万言，《暹罗与中国》约十万言，也均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整理一本《乡村建设

评议》，约六七万言。此外，还写了一本《南

洋与中国、越南问题》及一些文章在各报

章杂志发表。1944 至 1945 年，到美国一年。

也用英文写了二十多万言，计在抗战时期

约写了三百万言。”

盛赞联大合作精神

抗战时期，陈序经在学术方面孜孜以

求的精神非常打动人。联大学生说：“陈

先生的所长，除了文化学（狭义的）之外，

对社会学、政治学（中的主权论）和华侨

问题等等，都有深刻的研究。西装老是穿

得那么整齐，待人接物那么谦和有礼，又

乐 于 助 人， 这 是 大 家 都 知 道 的， 可 是 他

的刻苦好学知道的人却不多。他的藏书

可 以 开 一 个 图 书 馆， 他 虽 然 也 交 际， 可

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书本。天未亮，

就起来写文章，这是陈先生多年来所养

成的习惯了。”

尽 管 并 未 彻 头 彻 尾 地 与 西 南 联 大 相

伴，但陈序经对这所非常时期的联合大学

还是充满了感情。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

学六周年纪念感言——谈联大的精神》中

赞誉道：

“其实，联大不只在名义上是一个联

合大学，而且在事实上是等于一个大学，

然而联大之所以能够这样，不外是因为这

三个大学的当局、同事以至同学，有了真

正的合作的精神……我们回想六年以来，

每当联大遇着困难较多、环境较劣的时候，

如从长沙迁来昆明，如前数年的轰炸，如

去年缅甸失陷之后，外间每每传说联大的

三校就要分家，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因

为在困难愈多、环境愈劣的时候，我们的

合作精神，愈能表现出来……联大本来是

国难的产儿，而在国难的时期里，学校方

面既又有了很多的校难，同人方面又多受

了不少的困苦，可是联大之所以成为联大，

也就是我们能以真正的合作的精神，去征

服我们的困难，去忍受我们的困苦。”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