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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邈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 “彩云之南”，

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远古走到今天，日新月异地展现在祖

国西南边陲。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

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

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宁蒗的泸

沽湖，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丘北的

普者黑，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

陶醉。

七彩云南，蕴含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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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

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

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

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东巴

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

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 “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

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开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

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 “一二·一”运动；这里，曾

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

恩旸、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

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

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

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

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

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温润如玉的云子、独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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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

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

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联起来，呈现于你的眼前，让你

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

篇章，让你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

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

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

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

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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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只存在了

短短９年 （含长沙临时大学）。今天，西南联大早已成

为历史。

然而，西南联大在云南、在国内外却享有越来越高

的知名度。

在云南，学术界的专家把它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并称

为云南近现代历史上一文一武两所最著名的学校。因为

它们以及它们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杰出人才在历史上产生

了重要影响，两所学校在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全国，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合聚三校之力，

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联大师生们在各个领域的成就不断

涌现，联大校友们在 “两弹一星”研制中的奇迹与功勋

逐渐为人们所了解，研究和宣传西南联大的各种成果不

!

① 李子迟编著：《晚清民国大学之旅》，中国致公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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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问世，西南联大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在世界范围，有相当多的西南联大师生在许多国

家，尤其是西方，主要是美国，发挥着杰出的作用；特

别是１９５７年两位联大校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西南

联大更是让人瞩目。费正清主编的 《剑桥中国通史》中

的 《中华民国史》，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

几乎只谈了一所大学，那就是西南联大。① 这是因为西

南联大 “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名校翘楚”②。

结论是：西南联合大学享誉世界。

人们要问：为什么说西南联大享誉世界？西南联大

为何会享誉世界？本书将为你简要回答以上问题。

"

①

②

见 ［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 《剑桥中国通史》 （第二

部），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页。
李子迟编著：《晚清民国大学之旅》，中国致公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第５页。



一、西南联大　享誉世界

１从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谈起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３日至１４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

京召开。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总结了中国教育的过去，指出：经过６０多年

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开辟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

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知道从１９９９年开始了高校扩

大招生，到２０１０年，中国不仅本科生教育规模世界第

一，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育规模也居世界第一。

会议对未来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行了规划和部

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通过并公布了 《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纲要”第七章高等教育指出，到２０２０年的目标之

一是 “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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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

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这里，目标是明确的：世界

一流大学；有两个数字和两个词语值得注意： “一批”

和 “若干所”，“达到”和 “接近”。温家宝总理在会议

上的讲话关于这一目标的表述是这样的：“争取到２０２０

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

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语言更加简练，但增加了一个

修饰词语：“争取”，表明了对目标完成的谨慎。

２“２１１”与 “９８５”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开始，国家先后在高等教育方

面实施了两项重大工程：“２１１工程”和 “９８５工程”。

“２１１工程”是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开始酝酿的。

１９９０年６月，国家教委在制定全国教育事业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时提出，在２至３个五年计划内，有计划

地重点投资建成３０所左右的重点大学。后来考虑到要

形成一批行业带头学校，经过多次研究，确定了到２０００

年前后，重点建设的高校为１００所左右，并要求把此事

当作面向２１世纪的大事来抓。这项发展高等教育的重

$



要措施开始简称为 “２１１计划”，后来确定为 “２１１工

程”。“２１１”中的 “２１”即面向２１世纪，后面的 “１”

即１００所左右的高校。到２００９年初，全国 “２１１工程”

高校共有１１２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为

最早进入的高校，云南仅有云南大学一所。２０１１年初教

育部领导表示，“２１１工程”名单不再扩容。

“９８５工程”，是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

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向全社会宣

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

水平的一流大学。”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

和江泽民总书记的号召，教育部决定在实施 “面向 ２１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

简称 “９８５工程”。 “９８５”源于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０多年

来，先后分两期共３９所大学进入 “９８５工程”。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早在 ７０年前，中国已经有

一所大学被西方称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它就是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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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联
大
新
校
舍
的
大
门
①

３“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①

１９４１年，西南联大建校第四年，清华大学校庆 ３０

周年。当时，该校 “循国外大学先例，曾函达国外较著

称之大学，截至去冬 （１９４１）为止，接获贺函贺电凡四

十余件，其中奖励之词固多，而情意关切多方勉励者亦

不一而足，尤以牛津之来函为最恳挚，美国大学来函中

有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一类语气，盖极言我校

进步之速”。这段话是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会

&

① 全书图片选自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



主席梅贻琦 １９４２年 ４月写在 《抗战期中之清华 （三

续）》一文中的。他还写道：“此项函电，来年俟印刷较

易举办时，当汇印成册，以作纪念。”①

由此可以看出，梅贻琦对 “此项函电”是十分重视

的，因为他知道它沉甸甸的分量。在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

初，中国高等学校很大一部分是西方教会办的，中国人

自己办的大学大多比较差。从２０年代中期起，中国人

自己办的大学逐渐发展起来，一些高校甚至超过了外国

人办的。“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这类评语就是证

明，当然也是很高的评价。梅贻琦自１９３１年担任清华

大学校长，至１９４１年已整整１０年，尽管在抗日战争极

其艰难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

办学，不仅坚持下来，而且还成绩斐然，所以得到了美

国同人的如此评价。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

解梅贻琦何以重视 “此项函电”。

然而，“此项函电”所记载的重要内容长期没有引

起足够的关注。直到２００８年，隆重纪念西南联合大学

在昆建校暨云南师范大学建校７０周年时，全国政协副

'

①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 （上），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
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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