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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庄前缀“中国”，不是我的哗众取宠，而是～段实实在在被湮没了的历史。
抗战期间，外省籍人士迁川七百余万，李庄最盛时有一万二千人，人口绝对数不多，却多是高素质的
人才。
那时大大小小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四下分布着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
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金陵大学文学研究院等单
位。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全国最高学术科研机构，并列于国民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等五大
院。
当时设有十九个研究所.人文学科有三个所，涉及历史、语言、考古、民俗.民族、人类，经济，社会
、法律等学科.全都迁在李庄。
博斯年，陶孟和，李方桂、粱思成、董作宾、童第周等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国内一流学者，常撑一把
油纸伞.或捏一把折扇，行迹匆匆，出没于李庄的泥泞中。
单是留学欧美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就有李济、粱思永、吴定良、凌纯声、夏鼐，吴金鼎、
曾昭燏等一大批人。
1948年，国民政府选出八十一位首届院士，从李庄走出去的就有九位，几乎占了人文组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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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翔实的资料、大量珍贵的图片，首次以图书的形式，全面介绍了“李庄”在抗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
的人文景观。
它不是一般地写一个地方，而是写一段历史，写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那些卓有学术贡献的学
者、先生们；它是对中现当代学术史的一次追源溯流的追问和展示，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相当水准
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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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第一节 山重水复迢迢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同中国守军发生
激战。
这是一个预设的阴谋。
顿时，日本军方一片狂欢，他们叫嚣要在三个月征服中国，实现“雄国大业”。
10月29日，淞沪大战失利。
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以重庆
为国民政府驻地。
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
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有美、苏、英、法等三十余国驻华使领馆，及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合
众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世界著名新闻机构驻华办事处，另有反战同盟等国际团体。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化整为零，以所为建制，陆续迁
徙。
史语所是中央研究院中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所。
先是由北平北海静心斋迁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南京的北极阁；七七事变后，再迁湖南长沙城东边
的圣学校。
此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也撤到长沙，在傅斯年的倡议下，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许多研究员也在北大兼课。
因此，史语所参与了西南联大由长沙撤退昆明的共同行动。
去昆明分成三路人马。
第一批从广州、香港，坐海船由越南海防到昆明；第二批是沿长沙贵阳至昆明的公路徒步行军；史语
所选择的是第三条路线，搭汽车先到桂林，再到龙州，镇南关到越南谅山，然后搭火车河内转轨火车
到昆明。
史语所抵达昆明半个多月后，西南联大步行队的师生也从贵阳赶到昆明。
队伍正好过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
语言组主任赵元任率同人在路边候，队伍一到，立即递茶送毛巾。
大家还情绪激昂地献上一首歌。
那是赵元任为欢步行的师生特地赶写的，歌词是：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再会贵阳城，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今天到了昆明。
歌声传递着必胜的信念，大家都感动得涕泗纵横。
高的金风，给流浪者暂时的抚慰。
史语所青年研究人员劳干、陈述写信向在重庆的傅斯年所长报告：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
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生等亦随同料理，
不敢分一、三组畛域，亦不敢辞事务工作也。
唯房屋至今无着落，故一切均未进行好在宿舍现已整理好，学生等及那廉君用煤油箱作书桌工作，亦
堪适用。
此地天气甚为和暖干燥。
空气亦清澄，唯每日在外吃饭，稍感生活不安定耳。
陈述是带着未婚妻一起逃难的。
在昆明，他匆匆央请傅斯年为他证婚：生待婚妻吴富荣新由北到滇，只身住此，食宿多不方便。
生拟聊备点酒，介其一拜诸师友，就可算结婚了。
为法律上之郑重，谨制婚纸两份，敬恳吾师证之。
际此非常，不敢铺陈也。
陈述与吴富荣，是真正意义的“患难夫妻”，但一对惊鸿，搭建在流亡和空袭中的爱巢，不过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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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一种苦难的人生。
同济大学所在的上海吴淞湾校舍，是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首当其冲遭到日军炮击，被夷为平地
的。
惊恐的同济人，还没来得及打点行装，就仓皇大逃离。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二十世纪初，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
1917年收归国有，1927年易名为国立同济大学。
抗战前的同济，已是一所拥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千里辗转，学校西迁浙金华、西赣州、广西八步。
最艰难的行程是第五次搬迁，从桂林迁往昆明。
师生分成两路：毕业班同学、女生、患病的学生和教职工为一路，乘汽车柳州、南宁到龙州；另一路
是男生组织的步行队，越十万大山到南宁后乘船到龙州。
两路人马龙州会合，再乘汽车凭祥出镇南关，至越南同登，又换乘火车，谅山、河内、老街至河口，
进入云南。
一路颠簸，一路风尘，直到1939年春节，才分期分批抵达昆明。
此时昆明城已挤满了南下的逃亡者。
同济临时校舍分散在市区的临里、武成路、富春街、青莲街、水晶宫等几十处。
学校的管理，师生的教学与生活都只能融入狭拥挤的街区和战时紧张的气氛。
山重水复，前路茫茫。
与有组织的高校师生相比，那些拖家带口的逃难者，就更加孤独无援。
梁思成还在北平沦陷前夕，就收到了“东亚共荣会”寄来的请柬。
日本人已注意到他了，不当汉奸，就必须离开北平。
1937年9月，梁思成领着全家仓促上路，同行的还有好友金岳霖和清华的另外两个教授。
长沙，这座岳麓山下、湘之滨的千年古城，在战乱的骤然膨胀中，到处拥塞不堪，混乱无序。
空袭警报时常响。
惊惶中，人们纷纷躲进防空洞或地下室。
然而有一天，由于疏忽没来得及警报，日本飞机已猝然临头。
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
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
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
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
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
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垮了
。
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
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
我抱着小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
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
落到我们身上。
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
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
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
我们的东西（现在已很少了）都从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
12月8日，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去昆明。
在湖南邻近贵州的小城晃县，旅程突然中止，他们被拦下告知，所有向前走的大汽车都已被征用。
一般乘客只能无限期地苦等。
儿子梁从诫记下了生活中发生的奇迹：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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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烛火。
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
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
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
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
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从雨夜中传出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
父亲听仙乐耳暂明，这琴的一定是一位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
乐曲戛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
眼睛正望着他。
那年月，老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却遇上了兵！
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
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
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几天
了。
其中好几人，包括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同乡。
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
两个星期后林徽因终于退烧了，他们赶上一辆开往昆明的小公共汽车。
在长沙上汽车时本来计划的“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
1938年1月中旬，梁家才踉踉跄跄到达昆明。
第二节 动议迁川撤退到昆明的文教机关很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竹园村，营造学社在麦地村，中央
地质调查所在瓦窑村，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落索坡，史语所与社会所比邻，在龙头村。
春城昆明，明亮的阳光，清澈的翠湖，随处可见的花草，洗去了逃难者身上的尘垢和心上的阴翳。
南下的各个单位又活跃起来，人们在这高古城又逐步恢复了自信。
史语所考古组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考察团，到大理进行文物发掘，且有新的惊喜。
语言组赵元任、李方桂、丁声树等又在筹建语音室，并开始筹划大规模的南方方言调查⋯⋯工作固定
，人心也踏实了，傅斯年先生就领头要盖自己的住宅，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弄了块先种竹笋的
地，预备盖五间左右的房子。
李济先生也选址在傅先生住宅的斜对门，中间有条路横越，傅先生在路南，李先生在路北，李因为家
眷比较多，就加盖了较大的房子。
作宾、梁思永两位先生就在响应寺后山墙的后边盖房子，响应寺是五间房，梁家人少，只在东边盖两
间；家人多些，在西边盖了三间房，于是就更接近办公室了。
先生爱写字，也是个文学家，跟傅先生有碑帖的来往，傅先生就题赠“平庐”二字，取其安定之意。
此外，同人又办了两件喜事。
一件是同与王守京女士的婚事，王是联大的学生，就在响应寺的梅花树下结婚，没有请客，只是办个
茶会，请李济先生的老太爷当证婚人。
全汉升先生也在同年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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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一次去李庄，是应《南方周末》之约，写一赢文字。
恰逢2000年的五一大假。
邻近的蜀南竹海火暴得不行。
车阵一直从江安排到宜宾，隔着长江，横亘在李庄人眼皮底下。
然而。
就没有一个人改道来李庄看看。
几天采访，我去了上坝的张家大院，寻找中国营造学社的遗址；去了板栗坳的栗峰书院，探访史语所
的往事，去了门官田打听社会科学所的旧闻⋯⋯在通向板栗坳的机耕道上.有人以为我是收旧门窗的。
史语所住过的板栗坳现在是永胜村，村干部对我探访旧事大为不解，“中央研究院？
中央的人哪会到我们这里来？
！
”我在梁思成林徽因住过的房间里徘徊，两间屋已成了鸡舍，一群鸡自由地觅食。
在梁思成誉为“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旋螺殿，守门人告诉我，门票尽管只
收5毛钱，但一年下来。
还卖不到1000张票⋯⋯我心戚戚。
失落之余，又生出一种责任感。
我把此次见闻写成报告文学《李庄记事》《世界将重新叩访李庄》，在《南方周末》等媒体发表后，
几十家网站竞相粘贴，于是众多媒体蜂拥而至。
就这样，李庄不经意地被撩开了一段湮没的历史，在沉积几十年后又一次走进了世人的目光。
此后，我每年都要去一趟李庄，而每。
次总会有朝觐般的喜悦和身人宝山的收获。
我的朋友中茂和洁尘夫妇听了我的叙述后，也太为感动，鼓励我把李庄写成。
本书。
从此，本书的责任编辑洁尘就开始鞭策我，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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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读了《发现李庄》，感触不少，这么大的包涵量，写得如此得心应手，令我感佩。
　　　　　　　　　　　　　　　　　　　　　　　　　　——李济之子李光谟 涉及梁、林的那一段
，感觉写得很好，比较真切地再现了当时外省知识分子在李庄的生活状态和心态。
　　　——梁思成先生之子梁从诫 您的文笔极好，写这样的书不容易，但您写得游刃有余，足见文化
底蕴深厚，文字功力之强，我为之高兴。
　　——作家王火 他把雄心放入耐心，把目光投向微观，把研究变成扫帚和蓖子，等我们一觉醒过来
，李庄已经不再是李庄，李庄成了中国文化版图上一个闪亮的符号。
　　——作家何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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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现李庄》里的长江第一镇，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的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
举世瞩目的人文学术重镇，中国建筑科学的摇篮。
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等笔耕不轰的书案。
烽火战乱中，同济大学莘莘学子遮风避雨的浓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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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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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