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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通識講堂岳南先生「二十世紀知識份子的南渡北歸－以西南聯大為主軸的起

承轉合」演講致詞： 

 

岳南先生、各位貴賓、各位清華師生同仁： 

很感謝現在擔任本校駐校作家的岳南先生今晚演講「二十世紀知識份子的南渡北

歸」。一九九六年遠流出版大陸新銳作家岳南先生「風雪定陵」一書，不僅榮獲

當年中時開卷十大好書獎，並且狂銷超過十七萬冊。岳南先生目前已是大陸作品

銷售達數百萬冊的馳名作家。著作另有《萬世法門》、《復活的軍團》、《日暮

東陵》，及《尋找北京人》等，將歷史與考古新發現融進自己的文學作品中，並

在讀者、考古及歷史學家中引起注目，深受讀者歡迎，是紀實文學大師。其中《復

活的軍團》和《風雪定陵》被譯成日、英、韓、德等國文字出版；勤於筆耕的他，

為讀者在古今交織與中外錯綜的敘事宏構裡，重現古帝國文明。今年六月時報出

版社出版岳南先生《南渡北歸》，是以民初到內戰時期知識份子遭遇為主題的巨

作。時報出版社為本套書所出專刊中，列舉二十八位學術大師，其中至少有十九

位為清華人。從一個清華人的觀點來看本書，感覺處處皆見清華人，遍地皆為清

華事，情節扣人心弦。岳南先生有意以三年時間，撰寫「梅貽琦大傳」，兩岸清

華共同永久校長行誼，在岳南先生史家筆下將得以廣為流傳，是所有清華人所深

切期待的。 

今天演講主題包括「以西南聯大為主軸的起承轉合」。西南聯大是對日抗戰時期，

由國內頂尖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在大後方成立的聯合大學，名師雲

集。有人比喻彷彿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與耶魯大學在美國西南部成立的

聯合大學，是中國史上最強大學。西南聯大成立之初，包括原清華大學、北京大

學、南開大學學生各 631，342，147 人，教授各 73，55，20 人，清華大學均居半，

四大學院院長，理、工、文學院院長來自清華，法商學院院長原在南開，另外三

常委中，唯有梅貽琦校長長駐昆明，為實質校長，所以許多西南聯大人都以清華

人自居。1946 年 10 月，清華在北京復校，依物理系學生志願，繼續到北京與清

華大學就讀的各為 10 人與 53 人，可是清華的主導性。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聯大

教授不滿兩百人，學生最多時不過兩千人左右，在物力極為艱困時期，卻能培育

出如未來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等一流人才。抗戰時期，政府決定大學不

可因處於戰時而廢，戰後建設才有人才可用，實為明智。 

最近傳記文學社出版了由美國教授易社強 (John Israel)所著「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

聯大」(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該書英文原書於 1999

年完成，在大陸卻無人敢翻譯出版，因易社強堅持翻譯本不容刪改。該書有一段

文字大意是說西南聯大許多激進師生強烈抨擊國民政府貪腐、無能、專制，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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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加倍貪腐、無能、專制的共產政權，這些人有許多也遭遇到家破人亡慘劇，歷

史的弔詭，發人深省。同時該書翻譯本去年由西南聯大校友劉紹唐先生創辦的傳

記文學社出版，也是美事一樁。 

剛才看到岳南先生在白板上寫下一串學術大師名字，絕大多數列在清華大學欄

下，但列在北京大學欄下的胡適與曾招掄先生，中國營造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先

生，其實也是清華人。清華百年風華，有大師前賢光耀，發揚光大是現今清華人

的責任與使命，能不凜然？論語泰伯篇有云「任重而道遠」，願與所有清華人共

勉。 

今年清華歡慶百歲，在六月份有幸拜讀《南渡北歸》，震撼不已，適逢岳南先生

於七月十九日，專程到清華拜謁梅貽琦校長墓園，因而結緣。很高興近日岳南先

生已到校擔任駐校作家，展開一連串活動，包括參加今天由人社學士班、中文系

與歷史所合辦「歷史與敘述」研討會。最近幾個月，閱讀了岳南先生好幾部大作，

感想頗多，但我今晚並無意「越俎代庖」，現在讓我們歡迎岳南先生，聆聽他必

然精彩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