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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特别是和今天的环境对照，

西南联大这段历史，还有哪些层面

的价值？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价值的，

既有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有精神价

值，表现了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知

识分子担当，对今天的教育发展，

也有很大的启发。

西南联大很多历史事件，其实

和学校的教育没有关系，而是和当

时的国家遭遇，政治问题和社会问

题，民族的存亡有关。因为当时我

们国家抗战时期的最高国策是抗战

建国。我们今天只讲抗战，不讲建国。

实际上这两个字是分不开的，抗战

不过是建国的一个部分。最高目的

是建设新中国。恰恰这一方面，西

南联大在建国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本人是搞政治史研究的，我

比较关注西南联大对中国政治建设

的贡献。我觉得，西南联大那段历

史的研究，其实某种角度进入、探

索了学术教育界推动抗战建国的途

径，这方面有很多实践和摸索。

我有一本书，书名是《西南联

大与现代中国》，五年前就写完了，

后来因为作为国家学术资助项目，

又让我补充了一些东西，全书大概

80 万字。我认为，西南联大不仅仅

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歌可泣的一

页，而且它是中华民族优秀遗产浓

重一笔。能列入优秀遗产的就是我

们要继承的，要发扬要弘扬的精神

文化遗产。

如今，西南联大的历史地位和

巨大作用，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很

可惜，我们中国国内的学者在这方

面的研究，对于西南联大这么一个

特殊时期形成的特殊文化群体，在

那个特殊环境里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对西南联大的认知也要晚于国外。

我们的国内学者晚于日本和美

国的学者。很多人接触西南联大，

都是从美国易社强写的那本《战争

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开始的。其

实那本书写作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

差不多和我同一时期开始。当时我

做闻一多资料收集，他做西南联大

的资料收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

出版的时候，因为有几张照片有敏

感问题，出版社认为要删，易社强

不肯删，一直拖到 1998 年，才由美

国斯坦福大学出版。

比易社强这本书出得还早一年，

是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楠原俊代的

《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

这本书我拿回来以后，给了云南师

大，请他们翻译。因为各种原因，

到今天为止这本书也没有翻译出来，

很可惜。很多人不知道这本书，实

际上这本书是专题研究西南联大的，

日本人做学问是很讲究资料的，全

部都是有史有据，很严谨。

还有一个人，早稻田大学的名

誉教授安藤彦太郎，对西南联大也

非常关注，早稻田大学退休之后，

到日中学院当院长（中国和日本在

日本合办的最高的语言学校，里面

还有会馆，中国好多学校外访团之

后住的就是日中学院，我就在里面

住了好几年）。他当院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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