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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用周末的两天时间读完刘兴育老师送来的 《云大拾英》文稿，

欣喜地看到，这是一部弥足珍贵的云大校史资料。

《云大拾英》的内容，有些是第一次发表，有些是对他文的匡正和

完善。其中有对周总理视察云大的准确时间的考证，有对董泽校长、华

秀升校长、何瑶校长、熊庆来校长和李广田校长的治校方略的介绍，有

对刘文典等大师和部分著名教授的治学之道和为人行事的描述，有对云

大政治活动和民主运动史实的回顾，有对校史上若干故人、故事、故物

的考察和叙述。文本有很强的史实性和可读性。翻阅此书，不同的人会

从不同的角度得到启示。刘兴育老师以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缜密

的工作方法，通过艰苦细致的调研、采访和分析论证，成就了一项具有

较高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教育价值的校史研究成果。

云南大学建校 88 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优良的传统，留下了许多可书、可讲的故事。今天的云南大学，

正在全力建设区域性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挺进全国高校 50 强，新

的奋斗目标需要我们在把握今天和面向未来的同时，经常回过头去，从

历史中寻找智慧，借鉴经验，在继承与创新中推动云大实现新的发展，

从而使我们的思路更清晰，方法更可行，心力更一致，毅力更顽强，也

使我们少走弯路，顺利发展。衷心感谢我校的校史工作者和所有为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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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过力的人们，他们为云大人记住过去和弘扬传统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希望我们的老师、同学和校友能抽时间看看校史和相关资料，相信你会

从中得到知识、经验、智慧和力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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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视察云南大学

1955 年 4 月 10 日是周总理视察云南大学的日子。岁月催人，当年

见到过周总理的学生如今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然而提及此事仍是兴奋

不已。中国香港《当代诗》编委、香港散文诗学会副会长林子，是当

年见过周总理的学生之一。她深情地回忆到: 那是星期天中午一两点

钟，她正在球场上打篮球，忽见许多同学都涌向学校的北门城墙缺口

处，挤得水泄不通，后面还有人在呼喊: “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 ”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她兴奋不已，抱着球就冲了过去。她看见周总理穿

着一件黑色的中山服，络腮胡好像刚刮过，右手弯曲在腰际，就像在照

片里看到的周总理一样。他精神抖擞，非常健康，同行的还有陈毅副总

理等人。同学们不断高呼: “周总理好，周总理好!”总理微笑着向大

家挥手致意: “祝同学们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

周总理走进映秋院学生宿舍，在进楼右边一间大宿舍看了一下，转

出来又看了楼梯边一间较小的宿舍。周总理一边看一边说: “你们住得

挤了点，房里的光线也不太好。”同学们说: “总理，别看了，这座宿

舍楼太旧了，空气也不大好，还是到外边校园看看吧。”总理微笑着说:

“好吧，我们到外面走走。”总理边走边询问尾随在后的同学: “每月伙

食费是多少? 身体状况如何? 学生每周有多少学习时间?”周总理视察

了学校的教室、宿舍和食堂，看望师生后乘车从校园的北后门离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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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开亮日记中记录下周总理来云大

见到总理的同学兴奋了好几天，未见到的同学十分懊悔。邻近院

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络绎不绝地到云大询问: “总理穿什么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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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衣服? 他乘坐的汽车是什么颜色? 什么型号? 车号是多少?”等等。

周总理出席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的亚非会议前，途径昆明并做短

暂停留时亲临云大视察。几十年来有不少同志撰写文章缅怀总理，叙述

当时的情景，但对周总理到云大的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说是 4 月某日，

有的则说是 5 月的某日，就是一些正式出版发行的书刊也各说不一。

为何在周总理视察云大时间上说法不一? 原因有三，当时新中国诞

生不久，帝国主义及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不甘心失败，时常进行

颠覆破坏活动。4 月 6 日，周总理在国务院第八次全体会议上，作出我

国政府将派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的决定。在公布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

后，我国政府就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正积极部署，对我国代表团

将要乘坐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暗杀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人员

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4 月 11 日，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部分人

员的座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为此，我国政府对这次代表团其

余人员的出访时间、路线等对外更加注意保密。周总理到云大是出于私

人原因，想拜访住在云大八家村的张若茗、杨堃夫妇。不凑巧，张若茗

夫妇不在家。事前学校未接到任何通知，当天学校领导只有值班的刘绍

文副教务长，是他陪同周总理视察。当时学校对此事未留下任何文字记

录，这给后来考证周总理视察云大的时间带来了许多困难。

云大从事党史校史研究的人员，在考证周总理何时到云大的问题上

态度十分严肃、认真，他们不是仅凭某几个人的回忆就得出结论。撰写

《云南大学志·大事记》的陶李为此查阅了大量资料，整理出周总理

1955 年 4 月份每天活动的情况一览表，寻访当年见过总理的一些校友，

搜集他们的回忆。朱惠荣教授在一些公开的档案部门找不到当年记录周

总理视察云大的文字资料，就到省公安厅去寻找，以为公安厅负责所有

中央首长到云南的警卫工作，也会对总理来云大的时间有记录，但在省

公安厅查阅档案资料后，也未完全解决问题。

1997 年 10 月，云大校友总会派人到天津召开校友座谈会。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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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总会秘书长、党史校史办主任张文逸了解到，到会校友中有的是见

过周总理视察云大的学生，就向他们做调查。中文系 1957 届毕业生、

现为天津市四十四中退休教师的胡开亮说道: “我不仅是周总理视察云

大的见证人，而且还对此做了日记，这本日记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

胡开亮的日记引起了张文逸的重视，他认为这是目前为止最有说服力的

一份证实周总理何时视察云大的原始材料，于是向胡开亮征集。张文逸

等返昆不久，就收到胡开亮从天津寄来的日记复印件。日记清楚地记着

周总理来云大视察的时间是 1955 年 4 月 10 日 ( 星期天) 。张文逸立即

将日记交给《云南大学志》主编吴道源，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才停息。

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大学是所有云大人深深缅怀，并感到十分骄傲

和荣幸的一件大事。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周总理那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的风貌却深深地刻在云大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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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给云南高校师生作的一场报告

1957 年 3 月底，周总理陪同缅甸吴努总理到昆明访问。虽然周总

理的外事活动安排得很紧凑，但他始终惦记着云南高校师生，决定结合

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给师生作报告。报告安排在 4 月 1 日上午，地点是志

舟馆 ( 即现在的昆都商场) 。消息传到云大，师生们非常兴奋，为了听

好这场报告，学校专门作了动员，对参加开会的师生提出了具体要求。

原定 8:30 在学校集合，结果师生 8: 00 就整队待发了。老师走在队伍前

面，之后是学生队伍，学生是按系排队，先是中文系，后是历史系……

带队的是当时学校党委书记李书成。参加听报告的学校有云大、昆工、

师院等，共有 5 000 余名师生及部分省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志舟馆场

地不大，容不下所有的师生，组织报告会的同志见场内坐满了人，就让

后到的师生坐在会场外。场外的师生看不到周总理，心里很着急，有的

就想往里挤。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总理看出大家的心情，就拿起话筒讲

到: “同学们，你们不要再往里面挤，就坐在外面听报告，报告完后我

会和大家见面的。”总理的话使场外的师生顿时安静下来。

周总理报告题目是“目前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报告中总

理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讲了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国际形势四个方面的问题。总理说:

“社会主义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困难的事，现在看来建设很困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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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懂得这一点，才能在克服困难中前进。”总理号召 “团结国内外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水平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

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任务，他希望青年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说

“住在城市，眼睛应该面向农村，学知识是为了社会主义劳动”，“要教

育下一代比我们更会过日子，我们不是培养一批社会主义少爷”。总理

十分关心知识分子，在报告中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 “由于生长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帝、反封建思想容易形成; 中国知识分子

过去的包袱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大，西方由于早已形成资本主义，使

许多观点已经固定化; 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

思想，绝大多数都愿接受社会主义制度，愿意学习马列主义，这是有利

于进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而高级知识分子仅十万左右，数量

少，这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不利的一面。”

周总理接见云南省委机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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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情况，周总理特别强调民族问题。

他说: “还须加强民族团结，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

报告从上午的 10:20 持续到下午 1: 00，中间没有休息。在近 3 个小

时的报告中，周总理始终站在主席台上，没有坐过一次。站累了，他就

把两手叉在腰间，手掌顶住背部。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主席台是用几张

桌子临时拼凑起来的。因场内没有座位，师生们就席地而坐。主席台的

桌子上，放着一瓶鲜花。总理作报告前是坐着的，那束鲜花恰好挡住了

坐在下面一些同学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主席台上的总理，就不时站起

来往前看。坐在总理旁边的陈毅副总理见此情况，就把这瓶花拿到主席

台的一边。报告结束后，总理走下主席台，走到师生中间，走出志舟馆

的大门绕场一周，与场外的师生亲切会见。

总理给云南高校师生做的这场报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听

过报告的师生依然对这次报告记忆犹新。云大教授朱惠荣是当年聆听过

报告的学生之一，他对那场报告作了详细的记录，并且把这个记录保留

至今。每当到总理去世的日子，他都要翻翻看看，重温总理的教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