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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

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考察

调研。在了解西南联大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的光

荣历史后，习近平深有感触地说，国难危机的时

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

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

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

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深刻启示我

们，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

起来。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束并北返。临

行之时，三位著名的联大文豪受联大师生的委

托，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

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勒石

刻碑。因碑文、篆字、书法皆妙，被后人誉为

“三绝碑”。

碑阳1100余字的碑文，起首揭示日本的侵

华史，承继而下的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

组建西南联大的经过，转而从民族复兴的高度，

深切咏叹了西南联大在昆建校八年的艰苦卓绝和

辉煌成就。

碑体雄伟壮观，气势恢弘，碑文如诗如

歌、如泣如诉，洋溢着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

民族自豪感。碑阴则镌刻有抗战以来西南联大

834位从军学生的姓名。

历经七十多年风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纪念碑仍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角的

“一二·一”纪念馆后园里。

※ 教育救国饱含爱国情怀

西南联大与抗战相始终，正如碑文所言：

“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

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

一也。”

在日寇入侵、风雨飘摇的艰苦环境中，在

国家倾覆、民族危难的紧要历史关头，西南联大

师生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秉承“刚毅坚卓”的

精神，坚持敬畏学问的态度，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冯友兰先生所谓“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

谔”的精神风骨，时刻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抗战初期，校内掀起的战时教育与平时教

育的论争，对此，梅贻琦说：“我们做教师做学

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

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其后，西南

联大的教育方针与课程设置，都切实体现了教育

为抗战和建国服务的特点。

西南联大曾掀起四次“从军热”，头三次

被学校“打压”下去，学校认为，学生是国家的

未来，其作用非普通士兵可比。第四次“从军

热”是抗战到了生死存亡之际，驼峰航线、缅甸

大反攻需要大量的翻译人才和技术人才。为此，

1000多名联大学生先后投笔从戎，现能找到名字

的有834人，他们的英名被永久地铭刻在西南联

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每一个名字背后都彰显出

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继承

并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强烈的爱国主义

构筑了西南联大师生的共同信念和责任，也成为

这所大学最宝贵的精神支柱，铸就了中国高等教

育史上一座永久的精神丰碑。

※ 自由与包容筑就“民主堡垒”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风和传统本各有

异，但八年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

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

平”。在抗日救亡关头，学通东西文化的联大师

生，人人都怀有牺牲个人、坚持合作的思想，他

们互相尊重、互相关怀，所以碑文中写道“联合

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

八年间，西南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

或解聘教授，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

生，更没有因不同政见干涉师生学术研究，因而

被称为“民主堡垒”。师生在表达自己的见解和

情感时，不必有任何的政治羁绊，真正实现了研

究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

西南联大虽已往，但其爱国奉献、追求真

理、刚毅坚卓的精神及价值永远闪耀着光辉，并

昭示着我们不断前进。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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