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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 Training in Yunnan

内容提要：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在昆明的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按照教育部指示和云南

省地方教育机关要求，参与了诸多与人才培养紧密联系的活动，其中1938与1939年对中等学校师资的培养，

便是其为边疆教育建设的贡献之一。在这两次师资培养中，西南联大不仅派出强大的讲师阵容，而且讲授内

容既针对着云南中等教育的客观实际，也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智力需要紧密结合。西南联大的这些努力，是

中国高等学府抗战建国实践的一个缩影，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也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

西南联大 云南 中等学校 师资培养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university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with Japa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was encourag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lo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Yunnan province to 

conduct trainings. In 1938 and 1939, two trainings were organized for middle school teachers in Yunnan in which 

the University provided an excellent team from its faculty to give lectures. The trainings aimed to strengthen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in Yunnan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power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trainings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refl ect Chinese universities’ war-time ambition to 

build up the country and may inspire today’s education workers.

Key Words: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Yunnan; middle school; teacher training

西南联大与云南中等学校师资培养
闻黎明 Wen Liming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在国民政府的教育体系中，高等学府除了

完成校内的正常教学外，还负有协助所在地区培养各类人才的责任 [1]。西南联大在昆明的 8年时间里，

按照教育部指示和云南省地方教育机关要求，参与了诸多与人才培养紧密联系的活动，现在为人熟知

的为边疆培养大批师资力量的云南师范大学，其前身便是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实际上，早在师范

学院成立之前，西南联大就于1938 年开始了短期的云南中等学校师资培养，师范学院成立之后的

1939 年，又进行了一次长达一年时间的师资培训。这两次师资培养，西南联大不仅派出强大的讲师

阵容，而且讲授内容既针对着云南中等教育的客观实际，也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智力需要紧密结合。

然而，这些工作似乎被学界淡忘，以致在西南联大研究中，迄今还是一个空白 [2]。有鉴于此，本文特

对这两次师资培养的过程，做一线索性的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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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

地处边疆的云南，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历来非常重视教育。不过，因各种条件

限制，云南教育事业与内地相比相对较为落后，也是不争的事实。就西南联大迁至昆明

的1938 年度而言，全省共有公私立高中、初中学校146所，合计 524班，在校男女学生

25,691人。当时，云南全省人口约1,152万，中学生所占比例仅为 2.23%。相对在校学

生来说，师资力量则更显得捉襟见肘。当年，全省普通中学、师范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教职员共2,139人，平均每校不过14.7人 [3]。这对一个急待发展的边疆地区来说，差距

不言自明（图一）。

深知这一不足的云南省，对西南联大的到来寄予了很大期望。学校迁昆之初，就有

不少单位聘请西南联大教授发表演讲。仅以西南联大开学前为例，就有罗廷光受云南

大学教育学系邀请演讲“什么是战时教育”（1938 年 4月 4日）[4]，邱大年受省教育会邀

请演讲“教育与中华民族之复兴”（4月 9日）[5]，蒋梦麟受云南大学邀请演讲“大学

的使命”（4月 20日）[6]，罗廷光受省教育会邀请演讲“各国青年训练”（4月23日）[7]，

邱大年受省教育会邀请演讲“现代世界的小学教育”（4月26日）[8]。

5月 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5月11日《云南日报》在专题社论《谨献给联合大

学》中，除对具有光荣传统的北大、清华、南开表示赞扬和钦佩外，同时提出三点希望，

其中之一便是“尽可能的做一点文化的萌芽或发展工作”[9]。寄身云南的西南联大，在

协助地方教育方面也有清醒的认识，于是，1938 年 7月西南联大开课刚刚两个月，就

应教育厅要求，在暑假期间协助开办了中学教师讲习讨论会。

利用暑假开办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下简称“暑讲会”），是教育部为提倡学术

图一 西南联大新校舍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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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促进中学教师进修而对各省教育厅的要求，云南曾于1937年暑假举办过一次。这次，

由于西南联大迁昆，各学科专家汇聚昆明，故为暑讲会的规模扩充提供了便利条件。7月

下旬，教育部聘定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为全省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主任委员，并聘

请西南联大三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

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为委员。鉴于暑假将至，云南省教育厅任命周锡夔为教务组主任、徐

继祖为事务组主任，立即在省立昆华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校址着手筹备。

暑讲会的开办，是为了提高中等学校的师资水平，而师资水平不仅关系到全省教育

的质量，还影响到云南的现代化发展。正因如此，云南省政府对暑讲会寄予了很大希望。

1938 年的暑讲会与1937年相比，除主持者继续由省教育厅出面，和加入了全国教育界夙

负重望的 4位大学校长。由85人组成的讲师队伍，阵容也异常强大，个个均是学界享

有盛名的学者专家。

西南联大对暑讲会的支持力度值得称赞，这一点从派出的讲师阵容就可得知。这次

暑讲会，甲项精神讲话导师共 9人，其中西南联大有 3人（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

乙项体育训练导师 4人中，3人为西南联大教授（马约翰、侯洛荀、夏翔）；丙项学术演

讲也是这样，15位导师中，西南联大就有 9位（潘光旦、袁同礼、冯友兰、萧蘧、李景

汉、吴有训、杨振声、陈序经、秦瓒）；丁项教育问题讨论的导师，8人中西南联大也

占了一半（邱椿、沈履、罗廷光、黄钰生）[10]。而戊项各科教材教法讨论导师，西南联大

参加者就更多了，其与其他学校的比例见下表：

组 科 西南联大 其他学校

语文组
国文科 罗常培、朱自清、魏建功、闻一多 汪懋祖、闻在宥、罗志英

英文科 陈福田、叶公超、吴宓、赵绍熊

社会科学组

历史科 刘崇鋐、雷海宗、钱穆、王信忠 李永清

地理科 张印堂、刘汉 杨楷

教育科 邱椿、戴修瓒、秦瓒、张佛泉 倪中方、周锡夔、杨家凤、何逖江

自然科学组

数学科
江泽涵、杨武之、华罗庚、赵访熊、

刘晋年、陈省身、赵淞
申又振、何鲁

物理科
郑华炽、吴大猷、赵忠尧、周培源、

霍秉权

化学科 曾昭抡、杨石先、黄子卿 赵雁来、杨春洲

生物科 张景钺、彭光钦、赵以炳 严楚江、李君范

  资料来源：《全省中学师范教员暑讲会行开会式，龚主委以次各委员均出席，报到到会员达

一百五六十人》，《云南日报》1938年8月8日，第4版。

上述名单中，西南联大派出者除赵淞为副教授、刘汉为助教外，其余都是声望甚

高的教授，内中朱自清、叶公超、刘崇鋐、江泽涵、杨石先还是西南联大各学系的主

席 [11]。这个名单，在任何时候都称得上名师云集，云南省暑讲会能请到如此众多的大师

担任讲师，真乃得天独厚，而西南联大能派出这支队伍，也做了相当努力。当时，西南

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蒙自分校虽于暑假前结束，但一些教授仍留在蒙自，并未回到

昆明。还有一些教授也接到了邀请，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担任暑讲会讲师 [12]。

云南省政府非常重视这次暑讲会，教育厅曾指令各中等学校必须参加。据报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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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这次暑讲会的学校共 69所：省立昆华中学、省立昆华女中、省立楚雄中学、省立临

安中学、省立大理中学、省立曲靖中学、省立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省立云瑞初中、省立

富春初中、省立石屏初中、省立蒙自初中、省立武定初中、省立宜良初中、省立沪西初

中、昆明市立中学、昆明市立女中、昆明县立玉案初中、昆明县立清波初中、昆明县立

日新初中、新平县立初中、华宁县立初中、大理县立初中、宣威县立初中、宜良县立初

中、路南县立初中、玉溪县立初中、通海县立初中、曲靖县立初中、嵩明县立初中、澄

江县立初中、开远县立初中、广通县立初中、禄丰县立初中、镇南县立初中、呈贡县立

初中、安宁县立初中、安宁县立景秀初中、私立求实中学、私立南菁学校、江华私立铸

民初中、省立昆华师范、省立昆华女子师范、省立昆华体育师范、省立昆华艺术师校、

省立镇南师校、省立大理师校、省立宣威乡村师校、省立昆华简易乡村师校、省立玉溪

简易乡村师校、昆明县立乡村师校、晋宁县立简易师校、昆阳县立简易师校、河县立简

易师校、宜良县立女子简易师校、峨山县立简易师校、禄劝县立简易师校、寻甸县立简

易师校、易门县立简易师校、省立昆华高级工校、省立昆华高级农校、省立昆华护士助

产职校、省立庆云初级工校、省立鼎新初级商校、省立官渡初级农校、省立玉溪初级农校、

省立开远初级农校、省立小龙洞制陶职校、昆明市立商业职校、私立惠滇医院高级护士

职校 [13]。上述 69 校参加暑讲会者共155人（内有女教师 20人），其中语文组国文科 45

人，英语科18人；社会科学组史地公民科27人；自然科学组算学科26人，理化科15人，

生物11人；教育组教育科13人 [14]。如此众多的中等学校教师聚集一堂，在云南教育史

上可谓空前。为此，《云南日报》特发表了名为《所望于中等教员暑期讲习会者》的专题

社论，内云：“云南地处边陲，交通阻塞，其过去从事地方教育诸君，鲜有与国内专家

学者接触之机会，日寇深入，沿海都市陷落，各地博学多能之士，来滇服务者络绎不绝，

文化机关亦相继迁来，专从云南文化的立场讲，诚属幸事”。“此次中等教员暑期讲习会，

尽量延聘省内外学术先进与教育专家担任导师或作学术演讲、精神讲话，会员参加者约

百五十人左右，济济一堂，诚空前盛举也”。社论深信，这次暑讲会“对于中国教育之改

进，与抗战力量之充实，必不无相当裨益”，希望暑讲会的各位参加者“充分利用此不

可多得之机会，努力进修”[15]。

暑讲会的学员统称为“会员”，省教育厅对参加会员作了明确规定，要求除边远学校

因交通梗阻，及1937年曾选派者得免予选派外，一经各校选定呈报后，“非有重大事故，

不得规避”，若有违反者，则“撤销其下学期各原校之续聘”。暑讲会结束时，还要举行

成绩考查，“成绩均及格者，由本会给予成绩证明书”，“部分及格者，登记作为代用教员”，

对于成绩“全不及格者”，则“暂停任用”。暑讲会期间，“缺席时间至全数三分之一以上时，

不得参与各该项工作之结束考查”[16]。

按照预订计划，暑讲会于8月3日起报到，7日行开会礼，8日开讲，31日讲习完毕，

9月1、2日考试，3日结束，4日行闭会礼并颁发证明书。8月7日下午1时，1938 年度

暑讲会如期举行开会典礼。典礼由暑讲会主任龚自知主持，西南联大梅贻琦教授以委员

身份出席，黄钰生教授作为张伯苓的代表参加了典礼，西南联大名誉教授、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出席了大会。会上，龚自知在致词中特别强调，云南省因

抗战关系集中了不少全国著名学术文化机关和人材，这在客观上为全省教育发展提供了

充实条件，云南的环境已“过非昔比”，因此全省教育，亦“亟须从内的方面充实”，深

盼与会教职同人珍重这次难得的机会。梅贻琦在演说中，力言教育界同人在此大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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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负起重大的责任。而傅斯年的发言，则以黑格尔等人为例，用以说明中学教员亦可因

教学而成为有名的学者 [17]。

暑讲会是利用暑假开办的短期教育，为时只有一个月，但教学安排很满，要求也很

严格。暑讲会的管理采取半军事化措施，国民军训处派有教导员驻会，会员一律着黄色

制服，以资划一。作息时间，每天早晨 6时起床，然后举行升旗仪式和早操；下午一般

是体育活动；晚间为自由研究或整理笔记，10 时准点熄灯就寝。暑讲会的主要课程如精

神讲话、学术演讲、教育问题讨论，均安排在上午，且全体会员必须参加，只有专科讨论、

演讲、体育活动，才可酌情自由选择。讲习的内容，大约教学方法及教材研究占40%，

实验及设备研究占20%，各科之最新发展情形占20%，特种教育现各科配合研究占10%，

特种教育各科目的实施问题研究占10%［18］。这个比例，说明暑讲会重视地方教育实际需要，

而突出常规教育，正是这次暑讲会的主要特点。

精神讲话与学术讲演是暑讲会的重要课程，前者共举行了4 次，第一讲为蒋梦麟，

讲题未见记载，第二讲由梅贻琦讲“如何领导青年与教师的责任”，第三讲为熊庆来讲

“时代付与我们的责任”，第四讲为教育厅长龚自知讲“云南中等教育的现在过去与未来”。

专门性的学术演讲，共举行了20 次，讲题范围甚广，既有如何去培养国家建设的人才、

加强民族的意识，也有如何训导青年、如何造成良好公民等。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讲题

中还有“中国法币的理论与实施”、“中学生对于航空与防空的认识”、“敌国现状及其将

来”、“国势清查问题”等。此外，教育问题讨论也达10 次之多，大半围绕导师制实施问

题、中学教师进修及促进服务问题、中学生心理问题、中学生训练问题及练习与考试等

问题。至于分组专科讨论或不同范围的演讲，则多达82次，重点在于现阶段各科教学的

目的、材料、方法的研究，和课外读物与抗战时期教员的特殊任务等 [19]。

参加暑讲会的会员，大多都很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以专科讨论而言，每当主

席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讨论时，大家均能根据平日的教学经验，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

因此，会场上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有时，为了某个问题也会出现不同意见，

以致引起辩论。于是，西南联大图书馆里常常可见一些会员查找资料的身影。一位记者说，

“这样紧张的情形，实为记者过去所罕见”[20]。

暑讲会的开办，是为了提高中等学校的师资水平，而师资水平不仅关系到全省教育

的质量，还影响到云南的现代化发展。由于1938 年暑讲会的成功，1939 年云南省教育

厅决定继续与西南联大合办暑讲会。为了使西南联大进一步了解云南教育概况，龚自知

厅长于 5月6日特在西南联大教育学会上报告了云南的地方教育和中等教育。报告介绍

了云南的人口数量与特点、山多田少的地理条件、农业结构的生产经济、闭塞的交通状

况、人才的培养与欠缺、教育行政的现状。在地方教育问题上，龚自知说云南省的教育

经费，因受农业生产条件限制，出现严重不足。上年度全省教育经费总额为新币318万

余元，但全省共有130 个县市，平均到每县只有新币2,440 余元，而这些经费除了中等

教育，还包括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义务教育，以及从业人员的薪金报酬。谈到全省的

中等教育，龚自知说存在着加强学校组织健全化、经费开支覈实化、教育人员资格标准

化及任免法治化、服务专业化、待遇合理化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就省办中等教育而言，

最重要的第一是“广罗师资专材”，第二是“励行讲习进修”。前一个问题，决定“不分本

籍客籍，只要学有专长，服务热心的朋友，均由教厅令饬各学校广为罗致”。后一个问题，

决定除本年暑假再办一次大规模的中等学校暑期讲习班外，还“拟与联大师范学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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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年下学期，开办较为长期的中学师资进修班”[21]。

龚自知提出的加强云南地方中等教育的两件事，在当年都实行了，并均得到西南联

大的大力协助。1939 年 6月中旬，该年度暑讲会召开筹备会议，决定根据本省实际需要，

将教育部规定的 3组训练科目增加为国文公民、史地、数理化、英文四组，同时规定全

省各公私立中等学校每校至少选送3人受训 [22]。7月3日，教育厅召集联席会议，决定

暑讲会时间从上年的 4个星期延长至 6个星期，计划每个星期组织1次精神讲话，3次

学术演讲，2次时事讲话。此外，分组讨论每周3次，分组演讲每周3次，分组分科演

讲每周 6次，体育每周 4 次，个别讨论每周 2次。同时，还推定了各组召集人，其中西

南联大朱自清被推为国文组召集人，江泽涵、黄子卿被推定为数理化组召集人，叶公超

被推定为英语组召集人 [23]。

这次暑讲会开始于7月17日 [24]，可能由于边远地区的学员到达时间较晚，故开会

典礼迟至 29日方举行。会上，龚自知除报告说这次暑讲会共聘请讲师 98位，还报告已

报到学员154人，约占全省中等学校教师总数的 2/7。龚自知报告后，由省府代表宣读

龙云训词，西南联大查良钊也在大会上做了发言，最后由梅贻琦代表暑讲会主办方做了

演讲 [25]。

二 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

龚自知在西南联大教育学会所做报告中提到的加强云南地方教育的第二件事，即

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合办之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着手于暑假之后。对于这次在

职教员晋修班，教育部专门发出训令，指示云南省教育厅与西南联大合作进行，其宗旨

为“促进云南省中等教育之效率，便利在职教员之进修，同时使师范学院所授之学科与

经验之相观摩，得以切合实际”。晋修班的学员调度与待遇，规定由云南省教育厅负责，

而所有教务则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办理。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的领导机构是组织

委员会，按规定由云南省教育厅长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及联名聘请若干委员

组成。

参加在职教员晋修班的学员由两类组成：第一类是在云南省立中等学校担任国文、

史地、算学、理化等科的专任教员者，在职已届满二年以上志愿入班晋修者，由教育厅

指调入班晋修者，在云南省县市立私立中等学校充任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科专任

教员且资格合于部颁修正中学师范学校章程并在职二年以上者。第二类是省立中等学校

充任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科之代用专任教员且在职三年以上而资格不合于检定标

准者，和云南省县市立及立案之私立中等学校充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科教员且在

职二年以上而任用资格不合于检定标准者。以上两类，各占全班名额的1/2，但必要时

前者人员可优先入班。晋修期限为一个学年，晋修课程全部由西南联大教授担任，其各

种设备亦由西南联大提供，与联大学生无异。至于所需要的特殊仪器图书及教具等设备，

由云南省教育厅就省教育经费拨国币25,000 元交由西南联大负责支配。入学时间，定于

1939 年11月5日报到，6日至10日履行入学手续。上述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并呈报

教育部、省政府备案，如有未尽事宜，则由教育厅与西南联合大学会商修改 [26]。

西南联大严格执行了上述规定，再次派出多位大师担任讲师，其名单与担任课程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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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课　程 讲 师

国

文

科

文字学概要 陈梦家（中国文学系教授）

中国文学史 浦江清（中国文学系教授）

历代文选 许维遹（中国文学系教授）

历代诗选 罗庸（中国文学系教授）

现代中国文学 杨振声（西南联大秘书主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中学国文教材教法研究 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教授）等

中国教育问题 蒋梦麟（西南联大常委）等

史

地

科

中国通史 雷海宗（历史学系教授）

西洋通史 蔡维藩（历史学系教授）

普通地理学 洪绂（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

中国地理 周廷儒（师范学院史地系教员）

欧洲地理 洪绂

中学史地教材法研究 雷海宗、蔡维藩主持

中国教育问题 同前

理

化

科

普通物理（讲演及实验） 郑华炽（物理学系教授）

普通化学（讲演及实验） 杨石先（化学系教授）

高级物理 许浈阳（师范学院理化学系教授）

高级化学 杨石先

理化示教实验即中学

理化教材教法研究
许浈阳

中国教育问题 同前

算

术

科

平面及立体解析几何 张希陆（数学系教授）

代数通论（上学期）
刘薰宇（师范学院数学系实习导师）

几何通论（下学期）

整数论（上学期） 华罗庚（数学系教授）

三角及圆（下学期） 郑之藩（数学系教授）

中国算术教材教法研究 数学系教授主讲

中国教育问题 同前

  资料来源：《中等教师晋修班学科教授均已决定，共分文史数理四科，聘名教授当任主讲》，《云南

日报》1939年11月13日，第4版[27]。

与短期的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不同，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的培训时间为一

年，这就使得培训任务较为繁重。从上表中可知，西南联大为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共

派出18位教师，从人数上看似不多，但他们担任的是一学年的课程。换句话说，西南联

大免去了他们一学年的授课工作，以便让他们能够全力以赴担任晋修班课程。另外，参加

这次晋修班的学员，共有61人 [28]，平均每位讲师负担学员3人稍强。如此看来，西南联

大投入的力量是相当之大。按照云南省教育厅的设想，全省的教育方针为“教育人员专业化，

设学目标明显化，教育机会均等化，基层教育普及化，学校设施社会化，升学程度提高

化”[29]。而西南联大的任务，就是要协助地方落实这一教育目标，其任务可谓十分艰巨。

这次中学师资晋修班于22日正式上课 [30]。开学后一周，蒋梦麟即在第一次中国教

育问题讲演及讨论中发表了“中国新教育之目的及政策”的演讲。报载蒋梦麟“谓中国新

教育之目的在救亡图存，并历引清代及民国以来之教育制度及目标，并说明政府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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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教育之措施，语意颇为警策动人云”[31]。

这次晋修班进行得很顺利，过程不再赘述。1940 年 6月8日，晋修班结束时，西南

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出席了结业前的茶话会。会上，首先

由查良钊带领来宾参观了史地教法的讨论和史地工作室、物理工作室，来宾们都感到成

绩极为可观。参观结束后，龚自知与黄钰生分别致词。龚自知致词中说：云南省的中等

教育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1928 年时，中等学校在学人数不过 2,000 余人，50多个班

级，现在则今非昔比，学生人数比过去增加了七八倍，学制上也有了不少的增加。龚

自知又说：虽然学生人数增加了，但质量上还不免落后，其原因就是师资缺乏。过去师

资的来源，是出外升学毕业回来的一部分专科生和本省自己培养的学生，数量都很有

限。如今，很多文化机关搬到昆明，对全省教育不遗余力。说到这里，龚自知特别说：“我

们尤其感谢联大师范学院，在去年暑假间，帮助我们开办了暑期讲习会”。但是，那时因

为时间太短，不能够充分晋修，因此“感到有合办晋修班的必要”，经过与黄钰生、查良

钊的几度商量，“多承师范学院的帮助，才使晋修班成为事实”。龚自知认为 ,“这次晋修

班的开办，比较暑期讲习会，要切实得多，可以说是治本的办法”。尤其是学员们在进

修期间，充分发挥了创作本能和研究精神，这正如蔡维藩教授所说的是“精神态度的转

变”，而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后中等教育的新纪元”，也是学员们“在晋修班期间最有意义，

最有价值的收获”。当然，进修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我们今后仍继续办理，可

以渐渐的改进，以达于完美的地步”。末了，龚自知再次向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热心帮助

和合作精神表示谢意。

接着，黄子坚代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发言。他很谦虚地说：“西南联大搬到云南来

就好像一家人的房子被人烧了以后，搬到亲戚家里暂住是一样的道理。在亲戚家里住，

总要想替主人做点事情，心理才过得去。联大搬到云南，总要替地方做点事情，心理才

过得去，也才对得起地方。从学校的观点来说，就是这样，这次教厅的担负相当大，但

是有一部分图书馆仪器还没有设备好，不能使同学们充分的应用，这是我们觉得抱歉

的一点。在晋修期间，各位学员很用功，比教学时候还忙，同时，一点也没有老师的架

子，大家以学生自居，虚心学习，我以为这是一种朝气，的确使我们钦佩。至于各位教授，

也很热心，能够针对学员们的需要，耐心的去共同研究。”最后，黄子坚强调，办好中等

教育，既“是云南的事情，也就是国家的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龚自知、黄子坚发言后，晋修班各组也进行了汇报。汇报中，大家表示这次所得甚多，

极为满意，希望今后再有这样的机会。来宾代表李季伟等在发言中，也对主持人的精神

和各学员的成绩交口称赞 [32]。

会后，全体讲师与学员集体合影。这张照片，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纪念

馆展出着，照片上书有“云南教育厅国立西南联大合办中教晋修班国文组教职员暨毕业学

员合影”的字样，只是“1940 年 6月”后的日期有些模糊。但它却是西南联大帮助云南

地方教育建设的珍贵写照。

首次云南省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是西南联大落实第一届全国高级师范教育

会议决议的精神，寻求与所在省市实际合作与服务的具体体现，但这毕竟是西南联大

的初次尝试，虽然“结果尚称良好”，但因“事属草创，制度与内容，皆待改进”，故

在总结中坦率指出“不当之处颇多”。所谓“不当之处”，是西南联大在这次实践中，感

觉教育部规定的课程设施不尽合理，至少有两点有待改进。第一，由于“各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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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其地方之需要，与人事上之短长”，故希望“部订课程，除最低限度者，责成各院，

切实施行之外”，也应“稍留余地，以容其个别之发展”。第二，由于“师范学院有其准

确之目标，与文理学院之性质根本不同”，故建议“各系课程，似宜化零为整，不必多

立名目，以乱学生进修之途径。”[33]

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和在职教员晋修班的举办，密切了西南联大与云南教育机

关的关系，师范学院在总结报告中说，由于有了这些基础，“进一步之具体事项，当不难

相机实现”。一个月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便与教育厅开始商量合办第二期晋修班。7月

19日，黄子坚、查良钊与龚自知等召开会议，“当经议决第二期继续办理，学员由厅征调、

并由各校长保送暨自由投考三种，凡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之教师，均有应考资格”[34]。不过，

当年9月教育部训令，指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设高初中教员晋修班，这样，晋修班便

正式归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体制，没有必要另外举行。

三 师资培养的两个特点

作为一个中等学校教师，知识结构除了所教授学科外，还需要具备更多样的基本素

养。西南联大在培养师资时讲授的课程，就有一些属于这方面的内容。

如社会学家李景汉教授，针对国情调查问题，做了“国势清查问题”的学术演讲。

演讲中，他首先就国势清查与社会调查的关系做了说明，指出：就狭义来讲，国势清查

是对一个国家人口与产业的调查；就广义来讲，则包括土地、农业、工业、商业、矿业、

军备及人民生活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重要情况。若再推而广之，便还包括对民间一切

情况和政府各种情况的调查。李景汉强调，在现代国家，这项工作是由政府举办的，调

查获得的材料，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社会改造均十分需要。李景汉根据10多年

来从事调查的经验，介绍了调查工作的 7种要素和10种方法 [35]。

国情普查对于一个中等学校教师来说，可能还十分陌生，但它不仅是政治学、经济

学、社会学等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材料，而且对于抗战期间兵士的数目、壮丁的抽调、保

甲的编制，以及对于民政、教育、建设等事业所依据的实际人口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

值。1939 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省呈贡县开展了一次国情普查，取得了非

常珍贵的数据，其调查报告，成为1941年 2月下旬国民政府主计处召开的全国首次主计

会议的重要文件之一。虽然材料没有显示参加暑讲会的呈贡县立初中是否参加了这次调

查，但李景汉的演讲，对教师们提高现代化观念，显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与国情普查相比，司法问题与暑讲会会员的距离要贴近得多。西南联大戴修瓒教授

在暑讲会做的“我国司法的改革”演讲，受到会员们的欢迎。戴修瓒的演讲，没有讲具

体判案，而是将重点放在司法制度和国家政治的相互关系上面。他根据中国与西洋历史，

指出一个国家司法制度好的时候，必然政治也是清明的，如果政治污浊，则司法制度一

定好不了。他介绍了中国以往的司法制度，认为存在着 4 个缺陷。即：司法与行政权

限未分，审判不能独立；实权操于幕吏之手；审理缺乏法定程序；士绅与庶民待遇有别。

中国司法制度的这种黑暗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深入，必须进行改革。戴修瓒认为，目前

的司法制度，也存在着7个问题：司法独立精神尚未完全实现；司法监督尚少实效；司

法官缺乏常识；补助机关和补助法规尚未完善；衙役恶习尚未完全革除；士绅尚缺法律

面前平等的意识；监所轻视教诲。而这些，便是眼下司法改革的要点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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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技能相比，教育观念的提高显得更为重要。教育，从来都是建国的基础，在

中国现代进程中，教育更是维系国家建设与繁荣的命脉。西南联大对云南教育的贡献之一，

便是对这一教育观念的阐述与宣传。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重视自身表率是最基本的一个教育观念。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

长的梅贻琦，尤其看重教育实施者的自身责任。8月15日他为暑讲会全体会员所做的精

神讲话，题即“如何领导青年及教师之责任”。在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梅贻琦首先

指出“领导青年乃现在最切要最困难而最应注意的问题”，在抗战期间，“‘领导青年’实

为后方最要之工作”，由于“学校为造就人才之地”，故“对于‘领导青年’，办学校者实

负有最大责任”。梅贻琦认为，虽然培养青年的途径不完全局限于学校，但“青年人大部

分时间在学校，所以学校里的生活，在课室里在课室外以及学校的行政管理一切的一切，

都能影响于青年特深且大”，因此，“学校可以成人，亦可以毁人”，可见“学校教育为养

成青年人格的最要之关键”。说到学校教育，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梅贻琦，非常看重导师

的表率作用，认为教师对于青年的影响“不在他教什么学科，或教的多少，甚或教的好

坏”，而在于训练中是否能够体现“诚”、“勤”，因为这两个字“是做学问做事做人，无

论何时何地不可少的”，“负责训练者尤应自身注意实行才可以作学生的榜样”，“才可以

使训育的事情发生良好的效果”。教师是一种职业，但梅贻琦更强调要把这个职业当作

事业，认为教师处于“一种特殊地位”，也是一种“特殊机会”，担任教师的人“对于国家，

对于社会，对于学生的父母，对于学生本人，实负有重大责任”。说到这里，梅贻琦提出

了一个教师评价标准。他说：教师的工作不能只看图表报告和酬报，“最好评判人，不是

学校里的校长，不是他的同事，亦更不是视察员或厅长部长等”，而是他的学生。教师的

“最大的快乐，亦就是得他的学生敬仰，并听到他的学生告诉他说：因受了他的感化指导，

他们能够成为人，成了社会上优良的人”［37］。

西南联大在协助云南地方培养师资上，还做了一些工作。除本文介绍的中学教师暑

期讲习讨论会、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外，还有1941年开办的培训中学教师使用理

化仪器的中学理化实验讲习班，西南联大派出黄钰生、杨石先、许浈阳、曾昭抡、任之

恭、许浈阳、张文裕、朱汝华、吴有训等参加这一工作。1942年暑假，西南联大又与省

教育厅联合举办了中等学校各科在职教员讲习讨论会，黄钰生、冯友兰、潘光旦、樊际

昌、查良钊、罗常培、华罗庚、杨石先、郑华炽、罗常培、罗庸、朱自清、唐兰、沈从文、

王力、杨振声、余冠英、张清常、雷海宗、孙毓棠、郑天挺、邵循正等50 余人担任了讲

师 [38]。这些工作，对云南地方师资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云南的地方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原因除了主政18 年的龙

云非常重视教育外，便是战时的云南集聚了大批教育专家。在这些教育专家中，西南联

大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以致抗战结束时，云南省政府为大批教师的离去而忧虑 [39]。这个

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年的西南联大在云南省地方教育中的地位。

注释：

[1] 1927 年 6月 27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

过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第一条即

云：“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见

蔡元培、李石曾等《关于设立中华民国大

学院的提案》，《蔡元培全集》第 6卷，浙

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40页。《中华

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即此提案经中央法制

委员会呈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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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民政府于 7月 4日公布。嗣后，该法

数次修订，但“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

事宜”始终未曾改变。设在南京、作为试

验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便除管辖大学本

部外，还管辖全省中学、实验中学、乡村

师范学校、实验小学、农业职校等。

[2] 西南联大对云南地方中等学校的师资培

养，即使在西南联大自身编写的校史中，

也没有提及。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 至

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修订版中之《西

南联大与云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 79－ 85页。

[3] 据《二十七年度云南教育施政概况—

龚厅长昨在省参议会报告》，《云南日报》

1939年 7月 15日，第 3版。

[4]  《云大战时教育讲座，罗廷光讲战时教育，

以国防为中心复兴民族终结，战时教育不

仅是救国也是建国》，《云南日报》1938 年

4月 5日，第 4版。

[5] 《昨晚学术演讲会，邱大年先生讲演，教育

与中华民族之复兴》，《云南日报》1938 年

4 月 10 日第 3 版，11、12、13 日第 4 版。

邱大年的这次演讲在《云南日报》上连载

四天，可见云南省对演讲内容之重视。

[6] 《庆祝十五周年成立纪念，云大昨举行隆重

典礼·蒋校委讲词》，《云南日报》1938 年

4月 21日，第 4版。

[7] 《教育会敦请罗廷光讲演》，《云南日报》

1938年 4月 22日，第 4版。

[8] 《邱大年昨晚演讲现代小学教育之趋势》，

《云南日报》1938年 4月 27日，第 4版。

[9] 《谨献给联合大学》，《云南日报》社论，

1938年 5月 11日，第 4版。

[10][13][17] 据《全省中学师范教员暑讲会行开

会式，龚主委以次各委员均出席，报到到

会员达一百五六十人》，《云南日报》1938

年 8月 8日，第 4版。

[11] 西南联大成立初期，因北大、清华、南开

各有系主任，故西南联大各学系实行的是

系主席制度，以后方改为系主任。

[12] 吴宓在日记中即写到：“近日昆明有云南全

省暑期讲习会之设，邀宓等往任讲师，宓

辞未往。”见吴学昭等整理注释《吴宓日记》

第6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 344页。

[14][18][20] 据记者守仁：《暑讲会给予我们的印

象》，《云南日报》1938年 9月 4日，第1版。

[15] 《所望于中等教员暑期讲习会者》，《云南日

报》社论，1938年 8月 15日，第 2版。

[16] 《教厅开办中学教员讲习讨论会，蒋梦麟等

为委员龚厅长任主委，并延聘名流指导促

进教师进修，奉派学员统限八月三日起报

到》，《云南日报》1938年 7月 31日，第1版。

[19] 记者守仁：《暑讲会给予我们的印象》（续），

《云南日报》1938年 9月 5日，第 4版。

[21] 龚自知：《云南地方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一个

报告—五月六日在联大教育学会讲演》，

《云南日报》1939 年 5 月 8 日，第 3 版、

第 4版。

[22] 《教厅举办二十八年度中学教师暑讲讨论

会，科目分国文史地理化英文四组，聘专

家讲学内设教务事务二部》，《云南日报》

1939年 6月 21日，第 4版。

[23] 《教厅举办中等教师暑讲会昨开联席会，各

组讲师已聘定，报到学校三十八校九十九

人，定十五日开学》，《云南日报》1939 年

7月 4日，第 4版。

[24] 《暑讲会昨开讲，龚厅长出席精神训话，讲

教师专业化与云南中等教育，到会员一百

余人情况至为热烈》，《云南日报》1939 年

7月 18日，第 4版。

[25] 《暑期教师讲习会昨举行开会礼，到师生

及来宾二百余人，龙主席 强身体富热情》，

昆明《益世报》1939年 7月 30日，第 4版。

[26] 《云南省教育厅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合办云

南省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办法》（1939

年 10月 2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

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

大学史料》第1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第152－ 154页；《教厅联大合办教员进修

班办法，由教厅调发各中等学校教员训练，

十一月五日报到十日前履行入学》，《云南

日报》1939年 10月 21日，第4版。

[27] 该表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 1卷

中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报告书》

（1940 年度）所附《晋修班课程表》略有

出入。后者各科均设“选课”一项，且无“高

级物理学”，而有“物理学发达史上下”、“物

理普通教材讨论上下”、“物理工作室实习

上下”。

[2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报告书》（1940

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 1卷，

第 150 页。文中云：“晋修班分国文、史

地、算学、理化四科，有学生六十一人”，

但同报告另一处又称“晋修班六十二名”，

姑以61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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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云南中学教育现状和今后实施方针，龚厅

长昨在中学职教员晋修班讲》（续二），《云

南日报》1939年 12月 16日，第 3版。

[30] 《中等教师晋修班昨正式上课，不到学员以

缺席论》，《云南日报》1939年 11月 23日，

第 4版。案：由于交通原因，一些偏远地

区的进修人员未能及时赶到昆明，故这次

中学师资晋修班推迟到 11月 22日方正式

上课。

[31] 《晋修班请蒋梦麟讲中国新教育》，《云南日

报》1939年 11月 30日，第 4版。

[32] 以上据《教员晋修班圆满结束，昨日举行

茶话会龚厅长亲临致词，谓今后教学改进

定有一番新气象》，《云南日报》1940 年 6

月 9日，第 4版。

[3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报告书》（1940

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

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第1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

[34] 《教厅与联大续办第二期晋修班，学员分征

调保送投考三种，首期成绩优良者给证明

书》，《云南日报》1940年 7月 20日，第4版。

[35] 《李景汉昨在暑讲会讲国势清查问题之意

义》，《云南日报》1938年 8月 25日，第4版。

[36] 《戴修瓒昨在暑讲会讲我国司法的改革》，

《云南日报》1938年 8月 31日，第 4版。

[37] 《梅贻琦昨在暑讲会讲领导青年与教师责

任，教师影响学生客观上是在课室以外，

训练青年要诚勤二字才能发生效果》，《云

南日报》1938年 8月 16日，第 4版。

[38] 详见杨集成：《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面向中学

的重要贡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

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昆

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25 辑，1995 年，第

152－ 154页。

[39] 《龚厅长派孙起孟代表出席教育复员会议，

将请大会注意本省师资问题》，《云南日报》

1945年9月15日，第3版。9月20日，全国

教育复员会议在重庆召开，云南省教育厅长

龚自知因公务繁忙未能前往，委托中华职教

社昆明分社负责人、云南省教育厅督导室主

任孙起孟代表其出席。行前，龚自知嘱孙带

往会议的意见，便是希望“注意今后本省中

等学校之师资问题”，原因就是“本省中等

学校教师，据统计无论公立或私立，外籍者

占半数以上，以后复员开始，彼等均拟返

还原籍，是则本省中等学校教育，将受莫

大影响”。为此，龚自知希望教育部能够

给云南省外籍教员物质上的帮助，他们“生

活如得安定，则暂时可能留省继续服务”，

从而使西南联大留在昆明的师范学院“有

充分时间培育人材”。又，西南联大在昆明

期间，不少师生在各中等学校任教，并创

办有天祥、五华、长城、建设等中学，是

云南地方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个问题，

笔者将另著专文介绍。

（责任编辑 高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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