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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精神地标

本报记者 杨文轶

62 个站点、464 公里、172 个隧
道、186座桥，这是如今滇越铁路的刻
度，也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
生唐倩用脚步测绘的轨迹。

今年，她以两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
滇越铁路沿线，追寻80多年前那批特
殊乘客的踪迹：1938年，部分北大师
生正是经由这条“抗战输血管”辗转入
滇，汇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血脉。

烽火之中，这所临时组建的大学守
护着华夏学术的星火，在茅屋铁皮之
下，以刚毅坚卓的精神铸就中国教育史
上不朽的丰碑。

八十余载光阴流转，为什么我们还
在追寻西南联大的脉络？又该如何将其
精神注入当代求索的步伐？

行中悟

站在滇越铁路碧色寨站的铁轨旁，
唐倩仿佛看见了当年北大师生入滇的画
面。

“七七事变”后，地处北平城内的
北大最早被日军占领，北大红楼一度成
了敌寇的宪兵队队部，地下室变为囚禁
爱国志士的地牢。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在云南昆明组
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投笔从戎，还是治学报国，对当时
的师生而言，是一个艰难的问题。

在西南联大校史中，有过3次较大
规模的参军活动。面对争先恐后要求参
军的学子，西南联大支持学生的爱国热
情，但更认为日后中国建设需要专业人
才。最终，820名学生决定随学校分三
路入滇，其中约300人组成湘黔滇旅行
团，历时68天，步行1300余公里，栉
风沐雨抵达昆明。

他们一路上瞻仰古迹、浏览名胜，

观赏山川、访问村寨，采集标本、收集
民歌。这一壮举，既让学生经受了体力
和意志的双重磨炼，也取得了地质考
察、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80年来，北大始终赓续西南联大精
神。学校开设相关展览，让观众通过电
子屏幕体验西南联大生活；组织西南联
大校友口述历史，再现影像记忆。众多
师生、实践团先后前往西南联大旧址，
重温峥嵘岁月。

求学志

去年暑假，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
“行走的人”调研团队前往云南开展社
会实践。20余名师生通过重访西南联大
旧址、重走滇越铁路，深入触摸并重新
挖掘历史。

西南联大的校史，是3所顶尖高校
以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合作办学的
传奇史。

承袭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兼
容并包”精神，在西南联大，不同学术
主张的专家均无向隅的寂寞，同一门课
往往由多位教授共同讲授。许渊冲校友
回忆，光是大一必修的英文课，就同时
由钱锺书、潘家洵、柳无忌等诸多名家

任教。
开学之初，各学系的课程表就公布

在土墙上。西南联大继承战前北大的传
统，也向社会开放，社会青年来校听课
者不少。

原本的“北大旁听生”沈从文，在
此时受聘担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副教
授。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把仔细批改
过的习作和特意寻来的书籍交给学生。
汪曾祺校友回忆，多数同学手里都有一
两本沈先生的书，而“谁借了什么书，什
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

尽管西南联大处在强敌入侵、风雨
如晦的艰苦环境中，但它仍以上下求索
的学风，为国家锻造出大批建设人才与
科研中坚。

“山河沦落处，群星闪耀时。”当年
热映的纪录电影《九零后》用这样一句
话凝练主旨。影片中，杨振宁、许渊
冲、潘际銮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
的国宝级大师出镜亮相，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西南联大学子。导演徐
蓓动情地说：“影片想要回答一个问
题：如此残酷的战乱背景下，这样的教
育奇迹，是怎么发生在西南联大的？”

80年来，三校的心手依然紧紧相
连。今年5月20日，上海大学博物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校史
馆、南开大学博物馆共同承办的“斯文
在兹：西南联大学人墨迹展”开幕，带
领观众一窥西南联大学人的精神风骨。

爱国情

行走在西南联大旧址，“西南联大
存在于天地之间”这句话，引起了北大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的思考：

“我们研究西南联大的‘道说’，这一路
上发生的故事都会成为调研团成员的文
化养分。”

1938 年 5月 4日，西南联大在昆
明正式开课。仅4个月后，昆明发布
第一次空袭警报。此后，敌机频繁出
动，“跑空袭”成了师生学习生活中的
常事。

一次轰炸中，生物学系办公室和实
验室被炸塌两幢，系主任张景钺率领师
生蹲在地上，从一片瓦砾废墟中捡回一
片片盖玻片和其他设备用品。“这情景
虽已过去50年，仍历历如同昨日。”西
南联大校友、后来成为北大生物学系教
授的曹宗巽在回忆时写道。

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对国
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支撑
着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

80年来，西南联大精神历久弥坚。
这所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大学，以
简陋的物质条件承载了丰饶的精神财
富——文明的韧性，无关钟鸣鼎食，唯
系真理永存；民族的脊梁，不在广厦万
间，而在精神不灭。

“这种‘在绝境中重构教育空间’
的奉献令人震撼。”高中时，唐倩就读
于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其前身正是
西南联大附中。她希望自己能以西南联
大师生“扎根云南又放眼天下”的姿
态，让历史精神成为自己前行的路标。

（参考资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
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
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西南联大》，中共
云南省委宣传部编，云南出版集团、云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天，我们在北大回望西南联大——

“山河沦落处，群星闪耀时”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蒋媛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
月换新天！”讲台上，郭英东时
而激昂慷慨，时而低回婉转。讲
台下，学生屏气凝神，目光紧随
着他的身影，仿佛回到那个风雨
如晦的年代。

近日，在武汉职业技术大学
逸思北楼302教室，一场特殊的
思政“故事会”正在上演。这是
郭英东老师的课堂一幕。

金融24303班学生宗欣妍坐
在前排，她攥紧笔记本，笔尖在
纸上沙沙作响。她说：“郭老师
讲课就像看电影，画面感特别
强。他会模仿不同人物的语气，
讲到毛主席就沉稳厚重，说到周
总理音调就升高，节奏也会变
快。”

郭英东的思政课是一场生动
的“故事会”。在讲授社会主义
改造“一化三改”知识点时，他
组织学生编排即兴剧，生动再现
当年互助组入社场景，把三尺讲
台变成了“历史小剧场”。

郭英东说，演绎能帮助学生
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人
们思想的转变过程，从而深刻理
解改造对提升人们对社会主义认
同感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实现知
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融合。

为了让历史人物“活”起
来，郭英东在课堂上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讲到四渡赤水
时，他请学生分组扮演红军指挥部、各军团等角色，以教
室模拟战场，标注赤水河、遵义等关键地点，发放作战指
令，各小组根据角色任务开展模拟。讲到秋收起义时，他
会引导学生绘制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让学生理解体
会“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讲到
三湾改编时，他又在课件中展示三湾村旧照，语重心长地
讲述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帮助学生理解“将支部建
在连上”的重要意义……

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晓莲说：“郭老师总能把
理论转化为可触摸的故事。”在郭英东的影响下，越来越
多的学生主动参与到党史学习中。

郭英东的“说书”功力并非天成。为了讲好每一个革
命故事，他会反复揣摩练习，琢磨语言表达上的抑扬顿
挫。“要让学生入戏，首先自己得‘疯魔’。”郭英东笑着
说，他的教案会比其他教师多一份标注——语气、节奏和
情感层次。

这份“刻意”还体现在细节打磨上。他会通过互动快
速吸引学生注意力，如“大家有没有想过红军为什么要上
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他会通过细节刻画描述人物内
心引发学生情感共鸣，如“咱们想想，打仗的时候什么最
重要”；他还会使用具体语言构建场景并结合数字、比喻
等手法营造视觉联想，如“原有5000多人的部队仅剩下
不足1000人。在微弱的油灯下，讨论持续到天亮……”

郭英东说：“历史本身就是最精彩的剧本。我们要做
的，是用文化的钥匙打开学生的心扉。”他将评书的“扣
子艺术”融入教学，设置悬念时配合独特的嗓音和肢体语
言，“欲知西路军如何绝境求生，请听下回分解”；他借鉴
戏曲的“唱念做打”，在讲解“抗日游击战”时，现场表
演八路军战士拼刺刀的动作要领。

“教育的本质是点燃火焰，而不是填满容器。”郭英东
说，当他看到学生们眼中有光时，他就知道，那是对他讲
授的实时反馈。

暮色中，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教学楼的灯光次第亮起。
302教室的投影屏上，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作的画面渐渐
隐去，郭英东的声音依然回荡在走廊：“历史的接力棒正
在传递，你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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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利军 通讯员 王玲玲）豫北医学
院临床学院的师生们近日来到河南省新乡市高铁东站，开
展“医路护航”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通过“沉浸式课堂”
向铁路一线工作人员、旅客普及急救知识，提升公众在紧
急情况下的自救互救能力。

活动现场，新乡市高铁东站候车大厅变身“流动急救课
堂”，让心肺复苏、AED（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方法及海姆
立克急救法等专业知识，化作公众触手可及的“生命锦囊”。

在心肺复苏及AED使用演示环节，毋乃朴、刘涛老
师利用模拟人，详细展示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
吸、AED使用等关键步骤，强调按压位置、频率和深度
的重要性，演示如何正确开启AED设备、粘贴电极片以
及根据语音提示进行操作。同时，他们还邀请铁路工作人
员亲自上手体验，耐心纠正不规范动作，让每位体验者获
得精准指导。“原来按压力度要像打鼓一样有节奏！”刚完
成模拟操作的工作人员王伟潇感慨道。

针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冯超、王炳先、王峥、王宇老
师设计了“黄金4分钟”情景短剧，通过生动演绎儿童误
吞果冻、老人进餐噎食等常见场景，直观展示不同人群的
施救要点。

“我们希望通过‘流动急救课堂’的形式，让急救知
识从书本走向生活。”豫北医学院临床学院党总支书记许
红芝介绍，未来，学院将继续组织类似活动，让更多人受
益于急救知识的普及，为构筑社会生命安全防线注入专业
力量。

急救课堂暑期“开”进高铁站

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内，收藏着一
本“理论力学”课程讲义。这门课程
的讲授人，是时任西南联大教授、后
来的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

在西南联大物理学系任教期间，
周培源因空袭移居郊区。为了学生
能有更好的学习效果，一门3学分的
课程，他必按每周3次来校授课，不
辞数小时辛苦跋涉，并视为当然。
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深受学
生的敬重。

当时，西南联大物理学系可谓大
师云集、俊采星驰。教授中有对我国
物理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饶毓泰、
叶企孙、吴有训，有学术造诣很深的
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任之恭，
还有在抗战开始前后学成归国的孟昭
英、余瑞璜、范绪筠等，他们中的许多
人任教授时还不足30岁。校友中有不少
人后来成为国内外杰出物理学家，其中
最为著名的有杨振宁、李政道、黄昆
等。据统计，西南联大物理学系师生
中，“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有5
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29 人，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人。

据不完全统计，西南联大物理学
系师生，包括清华两个研究所在内，
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于国内外学术期
刊上的论文共108篇。

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学系的杨振
宁回忆校园生活时曾说：“西南联大是
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
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是在那里
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

本报记者 杨文轶 采访整理

一部讲义与治学报国

西南联大校门。 资料图片

西南联大教授周培源所授“理论
力学”课程讲义。 资料图片

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南侧，矗立着一
座石碑。碑镌千字之文，记述着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的创建历史和校风校典。

宗璞先生曾在《燕园碑寻》一文
中评价说，这是“一座极有意义的
碑，它不评风花雪月，不记君恩臣
功，而是概括了一段历史”。

1946年5月4日上午，西南联大
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和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

纪念碑原件保存于现云南师范大
学。碑体雄壮，集篆刻、书法、文学于一
体，三者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阳
面刻有1100余字的碑文，由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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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地叙述了西南联大组建历程、
南迁经过及历史意义，具有极高的历史
价值，被人们称为现代“三绝碑”。阴面
刻有“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
名”，书录了抗战以来西南联大从军学
生名字，共计834人（实为832人，有2
人重复出现）。历经岁月洗礼，纪念碑
依旧熠熠生辉，散发着西南联大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精神光芒。

1988年，北大为重现西南联大精
神，决定复制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纪念碑”，派专人赴云南采集相同石质
的碑体运至北京，制作此碑后于1989
年5月4日举行了揭幕仪式。

如今，北大、清华、南开均在校
园里立起西南联大纪念碑。4座纪念
碑共同见证历史，共同传承刚毅坚卓
的西南联大精神。

本报记者 杨文轶 采访整理

一碑四校见证“刚毅坚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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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弦歌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行走的人行走的人””调研团队在滇越铁路标志性路段白寨大桥上调研团队在滇越铁路标志性路段白寨大桥上。。 张祺祺张祺祺 邱佳阳邱佳阳 摄摄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教育报从今天起推出
“弦歌·回望抗战烽火中的大学”系列报道，通过回访、追忆、再现的方式，重温抗战期间高校师生
波澜壮阔的感人事迹，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伟大抗战精神，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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