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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为何人才辈出
———对话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院士
□本报记者 吴绍芬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在那段峥嵘岁月，有一所大学被世人传颂。虽只有几间由茅草盖顶、纸格子糊成的房子作教室，但8年里大师云集、人才辈出。是哪些因素造就了优秀人才的不断
涌现？又有哪些大师留下了精彩瞬间，让人们至今念念不忘？

西南联大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一直被世人传颂，人才济济，名流如云。 培
养优秀人才的秘诀到底在哪里，有哪些成
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院士。

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自主办学
的优良传统

中国教师报：在遥远的边陲城市昆明，
西南联大能成功培养一批优秀人才，您认
为主要的秘诀是什么？

潘际銮：我认为，西南联大成功的首要
因素是：学校的大政方针是由教授会和教授
常委会作决定的。 这样的好处在于，大学能
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不受过多的行政干扰。

当时，学校名师荟萃、学术自由，教师可
以讲自己的观点，讲不同的学派。 如政治课，
教师既可以讲三民主义， 又可以讲马列主
义。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上
不同教师的课，自由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向。

而且，哪里有教师讲课，只要学生感兴
趣，都可以去听。 遇到座位不够的时候，学
生就站在教室外面听。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西南联大的自主
办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潘际銮：学校的办学，主要由教授会、
教授常委会和校长决定。 举个例子，当时
教育部给西南联大发了课程设置诸问题
的训令（1940 年 6 月 10 日），对大学应设
课程与学生成绩考核办法都有详细规定，
并要求各科课程必须呈给教育部请示核
准。 针对此事，西南联大经研究写了回呈，
对教育部的做法提出以下观点：“教育部重
视高等教育，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
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的一
个科，同仁不敏，窃有未喻。 ”

如果大学内部直至某一课程的兴废都
要听从教育部的命令，必然会受到当局者
进退的影响，朝令夕改，何以策研究之进
行，肃学生之视听，这样怎么能让学生们坚
守其心志呢？

以上例子说明，西南联大是根据教育
规律和自己的经验自主办学，这是西南联
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严格的教学要求与宽松的教育制度

中国教师报：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您
认为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后能取得成绩，
还有哪些制度因素有助于学生成长？

潘际銮：现在，有些人认为，学生需要

严格管教；有些人认为，学生应该放任自
流。 其实，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对培养创
新人才只会起到束缚、消极作用。 以西南
联大的经验，人才培养需要宽严结合。

西南联大当时教学要求很严格。 学生
参加考试，学期末学校会在张贴墙上公布
每个学生的成绩，上边会记载课程科目、学
号、分数等内容。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数学、
物理不及格的学生每年有 1/3。 但是当时
考试题目很灵活，考学生掌握知识的真正
能力和水平，所以没有能在西南联大“混”
毕业的学生。

中国教师报：这种制度给您带来了什
么影响？

潘际銮：我没想到的是，在西南联大第
一年，就接受了一个最大的教训。 我在中学
时一直是物理尖子，大学会考时又是云南省
状元，没料到的是，到西南联大以后，第一学
期的期中考试竟然不及格。 不是我学习不努
力， 而是考试时不仅要考教师讲过的知识，
还要考核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也
直接促成我后来更加努力地学习。

当时的学习注重循序渐进的方式。 我
所学的是工科，如果数学、物理不及格，就
不能学电工、力学等课程。 电工、力学课程
没学，就不能学后边的机械设计课。 西南
联大实行的是学分制，明确规定每个系要
修多少学分，必修、选修各为哪些课程，要
按这个要求去做。 在我的印象中，每学期
最低要修 16 个学分， 最高不超过 32 个学
分。 修满学分才能毕业，没修满的不能毕
业。 万一不及格，可以重修；并且不限于一
次重修，今年不及格，再修一年，再不及格，
可再修一年。 我们同学中 5 年毕业的非常
多，6 年、7 年毕业的也有。

尽管学生的学习非常紧张，但也有弹
性，比较灵活。 除了学分制之外，学校允许
转系，只要系主任批准就可以。 因此，有些
同学转两三次系不足为怪，最多的转过四
次系。 学校制度有紧有松，中途遇到学习
困难或者生活困难，可以选择休学，出去赚
钱打零工。 所以，在西南联大招了 8000 名学

生的情况下， 毕业时只剩 3800 多人。 还有
4000 人去了哪里？ 有八九百人参军了，有一
部分人参加革命了， 有的中途直接工作了，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学不下来， 主动放弃了。
人才培养实现了自动淘汰，学校没有费任何
力气，这样既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也让人
心服口服。 在那个年代，你文科不行，可以学
理科；理科不行，可以学文科，给每个人发挥
特长的空间。

中国教师报：您觉得这种人才培养的
规律对现在的教育有哪些启示？

潘际銮：现在 ，学生似乎不入清华北
大、 没考上博士就不是人才。 这其实是一
种误导，也是一种错误观念，导致的结果是
有特色的人才并不显见。

我们的高考制度在改，但我觉得改的
步子还可以更大一些。 独木桥、千篇一律
的选人方式肯定是不行的。我记得 1977 年
恢复高考时，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座谈会我
参加了。 因为当时工农兵学员多，生源参
差不齐。 我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给他们讲
课时许多人听不懂。 所以，我建议应恢复
高考。 但是发展到现在，让人感觉高考成
了“独木桥”，这样不仅不利于人才培养 ，
而且会埋没人才。

大师涵养与茶馆文化的熏陶

中国教师报：大学者，贵在有大师。 谈
起西南联大，大师的艰苦卓绝和诲人不倦
的精神绵延至今。 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大
师风采吗？

潘际銮：记得我在上大学三年级时，孟
广喆老师教我们。 一上课，他就会命一道
题，要学生在 10 分钟内做完，然后判分，主
要是为了考核我们对学过的内容掌握了没
有。 学生们对他很害怕，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孟老二”。 因为还有一个更严的老师，
叫刘仙洲，学生们称之为“刘老大”。

我们学工科的学生，计算尺要拉得非
常快。 但计算尺是不定位的，小数点要靠
自己定位。如果你把 1860 写成了 186.0，只

能得零分；如果把 186 写成了 185，可能只
得一半的分数。教师对我们的训练非常严，
确实对我现在的治学有很大帮助。 我现在
88 岁了，依然还天天到办公室工作，指导
博士生学习。

还有两位教师让我印象深刻。 一个是
机械工程学家李辑祥教授，从美国密歇根
大学毕业，全英文授课，每一句讲得十分清
楚。 讲课时，说到第几章第几节的具体内
容，只要学生记完笔记，一学期下来整理完
就可以出本书。李辑祥思维清晰，逻辑性强，
上课基本没有什么废话。 还有一位讲热工学
的教师庄前鼎教授， 讲课时全部说英语，但
是带有很浓的江苏口音， 我们无法完全听
懂，只好自己课后找外文书看。 那个年代，不
少教师是从美国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学
府留学回来的，水平很高，我们受益许多。

中国教师报：听说当时有许多学生一
听有大师的课，都慕名而来。 那是一种怎
样的场景？

潘际銮： 当时教室里的椅子都是扶手
椅， 一般能容纳 30 来把， 有些课选的人太
多，教室里满满当当全是学生，还有些想听
的，只能站到教室外旁听了。 只要有学生选
课，教师就开课。 所以，有时会形成鲜明的对
比：有的教室根本坐不下，有的系一门课只
有一个人选，但教师也开课，这很正常。

中国教师报：当时的教师很厉害，学生
们学习又是一种什么状态？

潘际銮：除了教师上课讲到的内容，学
生必须有很强的自学能力。 以我所在的学
科为例。 当时除了需要弄懂物理课上所学
的内容之外，还得把美国物理、中国物理教
材共十几本一起拿过来学，分析研究各种
教材中不同的观点和内容，归纳总结，把这
个领域搞得融会贯通。 学生仅听教师讲还
不够，还要加强研究、总结、自学，这就养成
了认真的治学精神。

学生们在学习中还专门营造了一种 “茶
馆文化”。 云南老百姓根据市场需求，在学校
附近的铺子开茶馆，摆上四方桌子。大的房间

可以摆 4-5张桌子，小的可以摆 2张桌子。一
杯茶也就几分钱，学生上完课后，就跑到茶馆
去看书。 久而久之，茶馆成了西南联大的“图
书馆”。 学生进去后，安静地学习，互不干扰，
晚上茶馆老板会点着很亮的汽油灯供学生读
书，学生基本都会学到晚上十一二点。

所以，西南联大优秀人才辈出，不是单
一因素的结果，而是综合因素包括学风、制
度、大师和学生等在起作用。 作为校友会
的会长，我经常听有些校友说：要不要重新
组建一个西南联大，比如，从清华、北大、南
开再挑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到昆明再去
办新西南联大。 但我觉得，即使是这样，培
养优秀人才的目标未必能达到，因为时代
背景不一样。 但是，我认为，西南联大的办
学理念、精神和制度是非常值得学习与传
承的，应该大力宣传。

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的今天，再次
回望西南联大，我感慨万千：在民族危亡的
时刻，那一代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种悲壮？

从 1931 年起 ，日寇的铁蹄一步步践
踏着中国的版图 。 到 1937 年 “卢沟桥事
变 ”，一座座城市被攻占 ，一个个村庄遭
沦陷，千万家庭流离失所，无数同胞失去
生命……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亡国
灭种危机。 “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有了
全民抗战。

这个 “抗战 ”，挽救的不仅仅是我们
的国土，还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血
脉。 所以，中国最著名的高校被迫南迁 。
近 80 年前 ，“南迁 ” 两字浸透了教育家
们 、大师们 、教授们 、学生们的血泪———
风餐露宿 ，颠沛流离 ，从华北到西南 ，从
北平到长沙……其艰难程度非今人所能
想象。

南渡前夕的一件小事，今天看来颇为
震撼人心。 已经逃出北平的清华大学物理
系教授赵忠尧，想到有约 50 克放射性镭还
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这是自己从英
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时，卢瑟福博士出于
对中国的好意而特别赠予的。 为了这一份
全世界都禁运的极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
料，赵忠尧历尽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将它带
回祖国。 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进入清华
园，如果东西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
想。 于是，他突然潜回北京，请梁思成开着
一辆小轿车，冒着危险一同进入清华园，在
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将盛装镭的铅筒找出，
又借着朦胧的夜色，躲过日军的盘查，驱车
返回城中。

赵忠尧在一个偏僻的胡同下车后，携

带这份珍宝悄然隐入夜幕， 开始了一个人
的“长征”。 他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
菜坛子里， 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
发。 我们今天实在无法想象赵忠尧是怎样
历尽艰辛、跋山涉水，将这宝贵的放射性元
素从“北中国”带到“南中国”的。

“爱国”这两个字，现在经常被我们挂
在嘴边，或写在文中，但它的分量，只有在
赵忠尧手捧装着 50 克镭的咸菜坛子时，才

显得格外有分量。
不知赵忠尧在千里跋涉的路途中，是

否想过抗战胜利后， 他本人将对中国的核
事业产生巨大的影响？说到中国的核事业，
我们往往会想到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
王大珩等人， 其实这个名单上还应有赵忠
尧。 而且，赵忠尧本来应是第一个获诺贝
尔奖的中国人。 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
主任爱克斯朋在 1997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

中坦诚地写道：“书中有一处令人不安的遗
漏，在谈到有关在重靶上高能 (2.65 兆伏 )
伽马射线的反常吸收和辐射这个研究成果
时，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
尽管他是最早发现硬伽马射线反常吸收者
之一， 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
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

当年 35 岁的赵忠尧只身抱着咸菜坛
子在战火纷飞的土地上颠沛流离的时候，
可能没有想到，他将迎来抗战的胜利，迎来
新中国的诞生， 迎来中国核物理事业的辉
煌……更没有想到， 最后他将作为中国杰
出的核物理科学家，一直活到 96 岁。

这是后话。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当年
的流亡途中。

刚刚在长沙驻足， 教授们以为千里奔
波终于有了一个暂时的喘息，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
然而战局继续恶化，长沙也岌岌可危，前线
传来的消息已到了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捶胸
顿足、揪心裂肺的程度。于是，“长沙临时大
学”又面临一次艰难的抉择：迁往昆明。

惊魂未定的人们又开始了长征。 从长
沙到昆明，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兵分三路，一
路坐汽车走陆路，一路从越南绕行走水路，
一路徒步千里走到昆明。 闻一多等人正是

凭着自己的双脚，翻山越岭，硬是从长沙走
到了昆明。

这是一种怎样的信念， 支撑着那一代
知识分子的精神？

从长沙坐汽车的梁思成夫妇， 翻山越
岭，经历了 40 余天的颠簸动荡，刚刚到达
昆明便接到梅贻琦的邀请———充当西南联
大校舍的设计师。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领任务后，花费
半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
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校舍跃然纸上。 然
而， 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 原因很简单：没
钱！ 梁思成夫妇的设计方案被迫修改。 经费
难以如数到位，教职员工的薪水都无法按时
发出，要建高楼大厦无疑是痴人说梦。 于是，
梁氏夫妇再改，将原计划中的三层砖木结构
楼房改成二层。但比照经费，还是不行。只好
再改———矮楼又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
墙。 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掉一次泪。

1939 年 4 月，新校舍在一片荒山野地
里建起来了， 其景观是： 所有校舍均为平
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个食堂是瓦屋外，只
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
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盖顶。

那时候 ，校舍简陋 ，教授清贫 ，却很
少有考试作弊、学术腐败 、职称造假之类
的丑闻。 相反，一所茅草盖顶的大学 ，却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 ， 为中国的未来培养
出一大批堪称栋梁的人才 。 现在依然健
在的为数不多的各领域大师 ，追根溯源 ，
都可以从茅草盖顶的西南联大找到其教
育谱脉。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
原校长）

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忆西南联大

潘际銮，1927 年生，祖籍江
西。1944-1946 年就读于西南联
大机械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
昌大学原校长，西南联大北京校
友会会长，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机械工程系教授。

精彩观点：
誗没有人能在西南联大

“混”到毕业。
誗有的教室根本坐不下；

有的系一门课只有一个人选
课，但只要有学生选课，教师就
得开课。

誗学生文科不行，可以学
理科；理科不行，可以学文科，
给每个人发挥特长的空间。

西南联大的精神谱脉
□李镇西

抗战 8年，
烽火连天。在西
南联大，是一种
怎样的信念，支
撑着那一代知识
分子的精神？

回
望
岁
月

精
神
追
溯

西南联大学生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