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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貽琦先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有责任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他认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他非常重视教师在
大学教育中的作用。清华大学对师资人才的遴选和聘请是严格的。当年清华学生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
难、出校门难，学生没有补考机会，学校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是严格的。梅貽琦先生这几句名言，值得我们铭记
和沉思。

20 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日本军队占领东北以后，1937 年挑起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进攻。北
京、南京、武汉相继失守。为战火所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师生在梅貽琦、蒋梦麟、张伯岑 3 位
校长的率领下，经过艰难跋涉，南迁昆明，临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神州遍洒黎元血”，“绝檄移裁桢干
质”，谱写了中国大学历史上一曲悲壮之歌。

从 1938 年 6 月到 1946 年 6 月，西南联大在云南整整 8�年。学校以昆明城外 124 亩荒地为校址，修建学
生宿舍 36 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雨天漏水。教室、办公室、实验室 56 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大雨敲打铁
皮顶，声响干扰学生听课。学生们夜间分散到各街道茶馆自学。只有食堂 2 栋，图书馆 1 栋，为砖木结构。

“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西南联大荟集教授 300 余人，他们是：陈寅恪、赵元任、吴有训、梁思成、王力、朱
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周培源、费孝通、朱光亚、华罗庚等人。他们是各学科的顶级学
者，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的爱国者。西南联大实行“校长负责制”。梅貽琦、蒋梦麟、张伯岑 3 位校长组成校务
委员会，由梅貽琦校长主政。西南联大校长和教授是在苦难中挺起的民族脊梁。

西南联大历史短暂，却造就了一批国家建设需要的优秀人才。出身于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中，1949 年
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27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154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2 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 8 人，
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4 人。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共 834�人，有的牺性战场。学生中有杨振宁、李政道 2 人
获得诺贝尔奖。“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要有高水平的师资，保证高质量的教学。

“西南联大肇始于国破家亡之秋，在危难中成长，其寿命不过 8 年而已，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西南联大
成就了一段历史，实现了一个梦想，奠定了大学之道。”西南联大的历史代表着一种精神，展示了正确的办大
学之道。在日军大举进犯、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和培养人才，教育没有中断，大学没有停

办。这是西南联大告诉我们一条深刻的启示，是一份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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