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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一兵，女，１９３１年 ５月生，昆明人，汉族，中共党员，
教授。

１９５３年７月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曾任云南大学写作教研
室主任、校语委副主任、云南大学教学督导、云南省语言学会副

会长、云南省社科联委员。１９８１年至 １９９４年担任全国发行的
《语言美》报主编 （该报曾两度被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单位）。

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９年担任云南省高考语文评卷组副大组长。
给本科生、研究生讲过 “写作”“现代汉语”“《红楼梦》研

究”“修辞学” “文字学” “文学鉴赏”等课程。１９９２年退休至
２０００年一直给外国留学生讲授 “高级汉语教程”。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９
年与人合开全校性选修课 “京剧知识与欣赏”。

撰写 《曲靖方言志》，参著和主编 《写作知识》，主编

《１９８８年高考优秀作文评析》，审订 《实用语法修辞》和 《实用

语法修辞自学考试大纲》等书。

在省内外报刊发表 “红学”和语言学论文八十多篇。其中

《论尤三姐》收入 《社会科学战线》丛书 《〈红楼梦〉论丛》。

《〈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红楼梦〉美学思想一瞥》为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山花》２００９年第８
期刊载其文学评论 《情透纸背　感人肺腑》；《贵州日报》５月份
登载其文 《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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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连续三届获云南大学教学优秀奖。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２年分别被评为云南省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１９８８
年被评为云南省语言学会优秀工作者。１９８７年被国家语委授予从
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１９９２年被国家语委评为全国语
言文字先进工作者。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度及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三次被
评为云南大学优秀党员。２００５年荣获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颁发的
“昆明精神大讨论金点子奖”二等奖。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荣获 “喜迎

新中国６０华诞”全国有奖征文二等奖 （《人民日报》 《光明日

报》等报刊主办）。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两心集》。

主要事迹编入 《天祥校友》《学府女英》《云岭巾帼》《中国

高级技术人才辞典》《中国教育专家名典》《中国专家辞典》《中

华人物辞海》等。

地址：云南大学东二院九幢一单元４０１号
邮编：６５００９１
电话：（０８７１）６５０３３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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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怀念朱光亚先生

朱光亚先生虽然驾鹤西去，但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我的

记忆中。

朱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尖端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他还

有不少光辉的头衔：中国工程院院长、两院院士、国防科工委副

主任、中共中央委员。

１９４５年９月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应聘到昆明天祥中学教初
三的物理课兼任班主任。当时我是班长，同他接触较多，对他的

印象也较深。

他教我们时年仅２１岁，但为人老成稳重，身穿一件深色长
衫，皮肤白晰，五官清秀，是个名副其实的 “白面书生”。他讲

课语言简练，重点突出，逻辑性强。他的湖北乡音较重，如将

“密度”念成 “密豆”。有的学生还偷偷在下面学他。他写得一手

好柳体字，板书工整漂亮。他批改作业很认真，颇有些像鲁迅所

描写的藤野先生那样，学生的作业本上都留下了他苍劲的红钢笔

字迹。

朱先生平日不活跃，不苟言笑，上完课就待在狭小的教师宿

舍里钻研学问，但是同学们还是喜欢接近他。有问题请教他，他

总是笑容可掬地耐心辅导，有时还亲切地问长问短，像大哥哥一

样。在那狭窄阴暗的小屋里经常充满孩子们的笑声。

初三下学期，有消息传来，朱先生要跟联大的吴大猷教授赴

美国留学考察。大家既高兴，又依依不舍，班上特意组织一次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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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活动欢送他。师生围坐在金殿后山的草坪上开欢送会。李晓老

师 （地下党员，离休前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致辞说：“你去美

国深造，机会难得。希望你学成归国，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朱

先生致答辞表示： “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这些语重心长的

话，对于当时年仅十五岁的我来说，是很新鲜、意味深长的，至

今言犹在耳。

朱先生的确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新中国成立后，他

便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取得的丰硕成果报

效祖国。六十年来，朱先生在我国的尖端国防科技方面做出卓越

贡献。我国的原子弹爆炸、氢弹发射、卫星上天都凝结着他的一

份心血。

分别后五十多年来我虽然没有见过朱先生，但我时常怀念

他，经常打听他的消息。因他是名人，事迹经常见诸媒体，我感

到非常欣慰。１９９４年７月我到北京办事，同时受校长委托去请朱
先生为天祥中学 ５５周年校庆题词。我打听到他的电话和地址，
想去拜访他。秘书接的电话，问我什么事，我提出题词的请求。

秘书说，朱老很忙，不能相见，要我去信，写上建议题词的词

语。我遵嘱写信问候，并写上 “桃李盈门满庭芳”的字样。离开

北京后，我又去了天津、杭州、广州等地访友探亲，辗转月余。

等我回到昆明一打听，才知朱先生的题词 “桃李盈门满庭芳”早

已寄至天祥中学，校方已放大制成红绒底板、金色大字的立式屏

风，屹立在会议室了。

那次未能会面，很觉遗憾，但朱先生对天祥中学的感情以及

对我这个学生的关爱已可见一斑了。

想不到我见到朱先生的机会来了。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８日他来昆
明主持一个国际交易会，特意到天祥中学看看。校长安排校友会

的几位负责人去作陪。当时我是秘书长，不在家，又没带手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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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多方设法才通知到我。我非常兴奋，急忙回家换了衣裳，坐

上学校来接的小轿车赶到学校，幸而没有误事。

约４时许，一队轿车开进学校，警车开道，后面的车中坐着
省、市的有关领导同志。朱先生下车后亲切地同迎接的校领导和

校友会负责人握手。同我握手时，我提及请他题词之事，他面带

微笑，紧紧握住我的手。接着，大家就到足球场上集体合影留念

（他夫人也在场）。

合影毕，到会议室开座谈会。校长致欢迎辞，朱先生也讲了

一些勉励的话。我代表校友会送给他一本 《天祥校友》。他站起

来双手接过，态度非常谦和。此次活动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引

以为念。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我打电话给他的秘书，探问朱先生的情况。他
说，先生身体不好，已经住院了。２０１０年的一天，我在电视上看
到温家宝总理到医院去看望病床上的朱先生的视频。温总理非常

关切地对他耳语，他似乎没有什么反应。我感到他已病入膏肓

了，非常难过，感叹不已。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日，电视上播放朱先生追悼会的实况，我起立
致哀，十分悲痛。

追悼会极具哀荣，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去

送别。花圈、挽联挂满灵堂。送别的人络绎不绝。天祥中学校长

商家政也代表天祥师生到灵堂吊唁。

朱光亚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光辉业绩照耀千秋，他的光辉

形象和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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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明透亮、情深义重的戴天权

老同学戴天权退休前是昆明理工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系总

支书记。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因病去世。
这是一副挂在追悼会上遗像两旁的对联：

吃喝玩乐样样精通　堪称爽客
经史子集门门沾边　像个杂家

这是一幅自我调侃的自画像：

（上联）乍看玩世不恭，实则生活丰富，心旷神怡

（下联）乍看杂而不专，实则涉猎很广，博学多才

由此，小戴豁达开朗、通明透亮、幽默风趣的性格可见

一斑。

他在天祥中学读高中时比我高一年级。他人缘好，我们班的

很多同学都认识他。他追求我班的一位女同学，还请我帮忙撮合

呢。不知为什么后来没有成功。这段罗曼史他已向妻子一五一十

汇报过。几十年后老同学聚会，他还念念不忘，打听这位女生的

情况，甚至当着妻子的面也不顾忌。

考上云南大学后，他读经济系，我读中文系，很少来往。

１９５３年大学毕业后各奔东西，就没见过面了。不意２０世纪７０年
·５·

往事追述



代的一天，我们在东风西路上相遇了。久别重逢，大家都很惊

喜，就到云南饭店大厅坐下畅叙别情。他告诉我在楚雄工作，

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遭遇坎坷，幸而有个好姑娘小尚不计利害得
失爱上了他，虽然有阻力，但在 “摘帽”后，在 “文革”期间和

他结了婚，夫妻十分恩爱，妻子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上述情节

和电影 《天云山传奇》非常相似。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家搬到云大北院，我经常到隔壁昆明工学
院内散步，不时碰到他，就一块聊天。他请朋友家宴，常到我家

楼下大声叫我的名字，约我到他家吃饭。正是由于他的邀请，我才

得以和几十年未见面的老同学联系上，并开始交往，结成好友。

我去欧洲旅游前，他跟我详细介绍欧洲的概况和他旅游的经

验，还借有关欧洲的书给我看。特别嘱咐我 “红磨坊”不可不去

（“红磨坊”演出的是一群美丽的少女衳露上身的艳舞。他经常讲

笑话，开玩笑，有时带点 “黄味”，也无所谓，不假正经，通明

透亮。

天祥中学４９级老同学龙志毅是小戴的好友。他１９４８年读高
二时在省报 《正义报》副刊上发表了三篇散文 《坝花》 《马不

文》《姑妈》，刊文和底稿都没有保留。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小戴
得知此事，便多次到云南省图书馆，查遍 １９４８年的 《正义报》

副刊，找到这三篇作品，影印后寄给龙，龙十分感动，回信表示

非常感谢，并赞他 “情深义重”。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５日，我打电话到他家，没有人接。我想过两
天再打去，不知道他已病重住院。４月１７日突然接到一位老同学
的电话，告知小戴去世的噩耗，我非常震惊，悔恨不已。为什么

不接着打电话追问他的情况，若知道他住院，一定要去看望的。结

果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只是送上花圈，参加追悼会，实在惭愧！

死者长已民，生者长戚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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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１９５３年８月

１９５３年的大学毕业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由于
当时国家急需建设人才，因此首先满足京津一带的需要，这一批

大学生大多分到北京、天津。１９５３年８月初，几百人浩浩荡荡地
乘车北上。当年从昆明到北京，万里迢迢，只能分段乘火车、汽车

前往，要途经贵州等六个省、若干市县，历时十多天，才能到达。

第一天，乘火车到沾益。上车前，我父母到车站送行，我们

都泪流满面。开车后，我很快调整了情绪，豪情满怀地跟大家一

道高歌前进。

第二天，换乘货车摇摇晃晃、颠颠簸簸地往贵阳进发。途经

威宁、毕节等地。晚上住的是鸡毛小店。蓝土布被子已被汗水浸

得油亮冰冷。虱子、臭虫不时出没，屋里还弥漫着一股辣尿臭，

简直睡不好觉。次早的洗脸水竟是大锅烧的 “黄水汤”，吃的自

然是粗茶淡饭了。如此在路上憋了三天，想到能去北京，也就克

服了。

第五天到了贵阳，毕竟是省会城市，条件较好，又停留了一

天，休整休整，改善生活。

第七、八两天继续乘货车经独山等地到达广西金城江，再转

乘火车。那天很热，在小摊上吃了一碗 “沙河粉” （基本是筋骨

好的卷粉，作料很好，上盖肉末和花生米）。这碗小吃，至今难

忘。理发店屋顶挂着竹编的大风扇，用脚踩着来回扇动。为乘凉

计，我也去理了个发。当晚改乘火车去柳州。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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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到了柳州，第十天在柳州休息。那时柳江的水不满，

从岸边顺坡而下可到水边。岸边摆了很多卖西瓜和零食的小摊。

我第一次见到大江，吃到西瓜，至今印象深刻。我们专程拜访了

柳侯祠，有些破旧。想到一千多年前柳宗元被贬到柳州的遭遇，

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第十一天从柳州乘火车到武汉，当时尚未修建武汉长江大

桥，从南岸到北岸的火车都要轮渡。用轮船将车厢一节一节地渡

过去，如此往返，得好几个小时。

第十一天到了武汉。那里是武昌起义和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

的圣地，也曾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油然而生

景仰之情。江汉大道两旁大多是西式铺面，繁荣大气，令我大开

眼界。我们又忙着去游东湖，瞻仰了屈原的塑像及纪念堂，顿生

发古之幽思。园内树木茂密，蝉鸣不已，凉风徐徐，水波粼粼，

让人流连忘返。

第十三天乘火车驶向北京，途经邯郸、石家庄、保定。

第十四天上午终于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的首都北京。草草吃

了一大碗打卤面 （论斤两称，有筷子粗，拌上卤汁。吃惯了小锅

米线，实在吃不惯这种 “京味”），就马不停蹄地奔向向往已久的

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巍峨雄伟，天安门广场宽阔、浩瀚。我

想象着，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庄
严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想象着，在天安门广场

上，万众欢腾，掌声雷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

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那时的我真是激情澎湃，热泪盈眶。

过了两天，便到北京拖拉机学校报到，成为一名新中国的人

民教师。几十年来，我在教学岗位上辛勤劳动，无愧于祖国和

人民。

２００９年４月９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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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昭通话当年

读了 《夜访昭通城》《昭通三日行》倍感亲切，唤醒了我少

时的回忆。

我父亲是民国时期电话局的工程师。１９４２年７月被派往昭通
地区主持架设电话网的工程。我家也随同疏散到昭通。电话局就

设在西门城楼上 （因是昭通城的最高处），横断陡街和西街。我

们也就住在城楼上，可以饱览全城风景。

１９４２年暑期，我考入昭通女中初一年级。该校是龙云的妹妹
捐资建盖的，全是西式洋楼，当时是很时尚、讲究的。我班的语

文老师由法院段推事兼任，教的全是古文，诸如 《岳阳楼记》

《醉翁亭记》《待漏院记》《兰亭集序》《黄州竹楼记》。学校搞军

训，女生穿童子军衣裙，开会要求很严。记得有一次，省教育厅

厅长龚自知来校训话，全体女生必须立正听训。因时间太长，有

一女生体力不支昏倒，才赶快收场。

那时，我喜欢吃陡街 “月中桂”的绿豆糕，西街摊子上的肉

索粉，顺城街的炖羊肉，女中内卖的凉豌豆粉。冬天很冷，穿皮

大衣、窝子鞋，脚踩火盆木架边上喝烤茶，吃炭灰烤洋芋，很

过瘾！

不久，我家搬到老毛货街 “李瘪狮子”家的前院居住。那里

离怀远街的戏园子很近，我家每周末必定打着灯笼去看京戏。抗

战期间昭通很热闹，那是龙云、卢汉的家乡，又是较安全的疏散

地，名角不少，他们演的重头戏我都看过。此外，我父亲是个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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