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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书写了一段中国大学的传奇。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西南联大实际上的主持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如是说。
而教授真正是联大之精魂。
本书是联大师生倾情之作，或描摹同事之神气，或状写师长之风采，在在显出联大上下艰苦卓绝之精
神。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联大教授>>

作者简介

冯友兰、吴大猷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分别是著名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杨振宁、汪曾祺都是西南联
大的学生，分别是知名的物理学家和作家。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
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
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
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吴大猷，广东高要人，毕业于南开大学，1907年9月29日出生。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国科指导会主任委员等职，1931－1933年在
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33－1934年在美国作光谱学、原子和原子核物理学方面的研究，1933年获博士学位。
回国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
1939年获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金。
1943年获教育部第一等科学奖金。
1946年，赴密西根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又至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两年。
1948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县人。
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957年由于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则于70年代发展成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
作用力的基础；此外并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多项卓越的重大
贡献。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
汪曾祺全集》中。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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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学院  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南岳山中的临大文学院  文史大师陈寅恪  汤用彤先生散忆  最完整的人
格  闻一多印象记  纪念唐立庵先生  悼念王力师  罗膺中师逝世三十五周年祭  记天行山鬼《义卖藤印存
》  忆刘叔雅先生数事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忆念姚从吾先生  忆雷海宗师  回忆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
的几位老师  怀念金岳霖先生  吴宓教授剪影法商学院   忆爱国学者陈序经先生  悼念业师潘光旦先生  怀
念尊敬的张奚若老师  “以浅持博，以一持万”  吴泽霖教授二三事理学院  科学的楷模  我在联大的六
年  华罗庚教授在西南联大  我在西南联合大学  我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忆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  回忆
吴大猷先生  忆西南联大物理系  绝徼移栽桢干质  怀念严师杨石先教授  曾昭抡著《东行日记》重刊感
言  忆黄子卿教授  回忆西南联大化学系  我在西南联大学气象  李继侗教授在西南联大  工学院  结构学
权威蔡方荫老师二三事  回忆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  忆德高望重的刘仙洲教授  怀念李辑祥老师  西南联
大机械系回顾  回忆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  回忆联大航空工程系师范学院  回忆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校
 “为人服务何所愁？
”  吾爱吾校  当年师长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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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雷先生着重由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作出评价。
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象征。
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这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家族而言，春秋以上是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时代渐衰，汉代又恢复古制，大家族成为社会国家
的基础，一直维持了二千年。
但大家族似乎与国家不能并立，古今还没有大家族下面国家的基础可以巩固的。
近百年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大家族制遭到破坏。
大、小家族制度各有利弊，如何去弊趋利，能否调和，皆堪玩味探索。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四千年间，国君最初称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完全独立，自立为王；最后其
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至近代。
皇帝视天下为私产，臣民亦承认天下为皇帝私产。
秦以下的中国，是静的历史，没有真正的兵，没有国民，没有政治生活，没有本质的变化，可称为“
无兵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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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联大教授》：大师们的峥嵘岁月，大学史上的重彩华章所谓大学者，非谓胡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
谓也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学——西南联大梅贻琦郑天挺柳无忌陈寅恪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朱自清闻
一多唐兰王力罗庸魏建功刘文典沈从文姚从吾雷海宗吴宓陈序经潘光旦张奚若陈达吴泽霖吴有训陈省
身华罗庚任之恭吴大猷杨石先曾昭抡李继侗刘先洲李辑祥黄钰生查良钊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联大教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