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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2月中旬，参加昆明市政协全会期间，苏国有君告诉我他正在撰写一部有关杨振宁在昆明的新著
，并就几个问题征求我的意见。
我当即表示了支持。
一年过去了，苏君带着完成的《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书稿来到我家，请我为之作序。
翻看打印好的书稿，不禁使我想起了有关杨振宁的一些往事。
一杨振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人们景仰的科学大师。
但我最初听到的却是关于他父亲的故事。
1977年12月，我参加了因“文革”而停止了12年之后又恢复的高考，被录取在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
范大学)历史系，1978年3月入学就读。
入学教育时，历史系请来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数学家朱德祥教授给我们作报告。
朱教授讲了他考入清华大学的经历，勉励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学习。
朱德祥是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的，因为成绩优秀，他和老师杨武之教授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7年6月，放暑假期间，朱德祥回到老家江苏南通。
一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南迁长沙，与北大、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在家乡的朱德祥，连接杨武之教授两函，遂赶往长沙上课。
4个月后，长沙临大西迁昆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朱德祥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西行昆明就读，并于1938年7月毕业。
之后，在云南大学任教6年；1944年到西南联大任讲师。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
朱德祥作为清华大学的讲师，也要北返清华。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使他留在了昆明，并终其一生。
关于为何留在昆明，朱德祥说，三校复员北返，为感谢云南父老乡亲抗战八年对联大的养育之恩，经
教育部批准，联大师院留昆独立设置，改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同时留下一批教授担任师院各系主任
及骨干教师。
联大数学系主任杨武之留任昆明师院数学系主任。
时值重病在身，于是他要我向清华梅贻琦校长请假一年，留昆协助工作。
梅校长复函说：“清华复校之后，急需人才，请速回校。
”然而我望着重病的杨武之师，不忍离去。
朱德祥后来在《八旬回顾》中写道：“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留任。
他重病托孤，病稍愈命我出试题准备招首届新生，找老师准备开学”，“1946年，我拿了清华的工资
办昆明师院的事，替系主任请名医治病，出试题招生，除自己上课外，还为学校招聘教师”。
这样，“我被留在昆明师院40年直到1986年退休”。
杨武之教授也因为逾期未能返回清华，而被解聘。
新中国建立后，他到上海任教于复旦大学。
“重病托孤”，这是一个带有厚重历史色彩的关键词，也是朱德祥一生与杨武之师生亲密友谊的写照
。
1991年，云南师大编辑出版《朱德祥执教五十五周年文集》，我参加了文集编委会，杨振宁为文集题
词：“很高兴听到将为朱德祥先生出版庆祝文集的消息。
朱先生是我父亲的学生，又曾做过我弟弟们的老师，和我家有两代的关系。
我们全家都极敬佩他的平实诚恳的态度，和为教育工作奉献一切的精神”。
二就在听了杨振宁父亲的故事之后4个多月，我见到了杨振宁。
1978年7月14日，杨振宁偕家人一行6人回到昆明师院参观，受到了全院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
我在欢迎的人群中，第一次见到杨振宁。
他当时50多岁，看上去风华正盛，神采奕奕。
在学校大门旁的花圃，与老花工交谈，亲切随和，老花工还问他弟弟的情况，当时的情景给我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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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印象。
之后，他参观了闻一多衣冠冢；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旁，激动地唱起了西南联大校歌。
他说，回到母校，仿佛又回到了30多年前。
我和杨振宁接触，并有过交谈则又是10年后的事情。
1988年是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50周年，中lj土云南省委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隆重纪念，并组成纪
念筹委会，省委副书记聂荣贵担任筹委会主任。
筹委会办公室设在云南师大，我当时任办公室秘书组长11月1日是联大校庆日，纪念活动安排在10月下
旬至11月上旬。
而这一期间，杨振宁有活动安排，不能莅昆。
恰逢云南大学邀请他为首届熊庆来奖学金颁奖，于是他借机提前回到云南师大表示对母校50华诞的祝
贺。
7月18日下午，杨振宁回到母校，云南师大领导与他在专家招待所会议室会见并座谈。
云南省纪念联大50周年筹委会负责人朱德祥、黄平、陈盛年等也参加了会见座谈，杨振宁饱含深情地
回忆了当年在联大读书的岁月，听到他清楚地说当年他的准考证号是“0008号”，大家都感到吃惊。
他还说了他父亲与昆明师院(即云南师大)的关系，祝愿云南师大不断发展前进，最后还向学校签名赠
送了自己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
作为工作人员，我参加了这次会见，并在座谈结束时，代表筹委会办公室请杨振宁为50周年校庆题词
。
当我准备将宣纸和毛笔给他时，他掏出钢笔，并打开笔套：“还是用钢笔吧，我长期都用它。
”少顷，他将笔套又套了起来：“要考虑一下。
这样吧，我回宾馆想好了再写，明天给你们。
”当时，我很有感慨，这位科学大师对题词是如此的慎重，完全不像一些明星大腕，签名题词那样的
随意。
之后，杨振宁和座谈的全体成员一起到西南联大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至今，我十分珍惜这张合影。
第二天，我看到了杨振宁的题词：“庆祝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五十周年。
中兴业，需人杰。
杨振宁。
”中兴业，需人杰，语出西南联大校歌，杨题词时将校歌中的“须人杰”的“须”字改为“需”。
“须”和“需”有相同的词意，但也有侧重，“须”侧重必须，即完成中兴大业，必须要人杰方能担
当；而“需”侧重要求，即中兴大业，需要大批人杰才能完成。
杨振宁以此表达他对云南师大和北大、清华、南开四校，以及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殷切期盼：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需要努力培养更多的人杰。
在当年纪念活动中，杨振宁的这一题词，被广为宣传。
⋯⋯五10年前，苏国有君在撰写《杨武之：要将双手撑天空》时，就向我了解过我对杨振宁的了解及
与杨的接触。
尽管这一接触很简单，但是他却和我一样地珍视它。
这也是作者嘱我为本书写序的主要原因。
10年来，作者写了多篇关于杨振宁和西南联大的文章，他对这方面的了解和研究在不断深入。
作者以杨振宁年轻时代在昆明的学习生活为选题写作本书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具有挑战意义的。
说很有价值，一是因为杨振宁的“昆明时代”是一个重要时期。
正是在昆明，他奠定了日后取得巨大成就的坚实基础。
二是较为系统地记述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对于揭示他在昆八年与获得诺贝尔奖之间的奥秘，对
于揭示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人间奇迹的奥秘，以及对于探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应当怎样度过等等问题
，都是很有意义的。
说具挑战意义，是因为，许多资料比较缺乏，整个工作需要艰辛地劳动。
然而，作者花了数年之功，挖掘搜寻，勤奋写作，尤其是对杨振宁在昆华中学读书等相关情况，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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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多，精心考证，最后给我们展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清晰的年轻时代的杨振宁形象。
作者是带着一种责任来写作本书的。
他说：“没有将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历史，没有将杨振宁等一大批对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和文化有影响的
历史文化名人在昆明的历史，较为准确和全面地挖掘出来，是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缺憾。
”可以说，作者以自己的辛劳来消除缺憾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作者对本书的定位是“学术著作”。
他高度重视已有的学术成果和史料，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到真实不虚，持之有据。
这种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其努力的效果也是肯定的。
与此同时，作者兼顾可读性，全书写得流畅、生动，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书后所附资料使本书更加丰满。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优点，这就有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了。
最后，有必要借此机会对两个问题加以说明和辨证，因为这两个问题在本书中不止一次谈到，在联大
研究中也经常发生舛误。
其一，关于西南联大毕业生人数的问题。
书中谈到西南联大本科毕业生有两处，一说2437人，一说2000多人。
实际上，关于联大毕业生的人数还有一些其他说法，但都不准确。
所以如此，主要是统计口径不同，也有统计的缺失。
有鉴于此，去年我指导一名本科生参加云南师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撰写《西南联大毕业生问题
研究》，该文获一等奖，其结论是：联大本科毕业生3723人(其中，联大学籍本科毕业生为2453人，获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文凭的本科毕业生为1270人)，专科毕业生约180人，联大毕业硕士研究生83人
，共3986人，约4000人。
其二，关于联大留学教授人数的问题。
书中也两次谈到这个问题，引用的数字是：联大教授179名，有97人留美，38人留欧陆，18人留英，3
人留日，23人未留学；3位常委，两位留美。
这一说法的出处是1946年联大结束时，联大学生社团编的《联大八年》。
这一统计，限于当时条件，是很不准确的。
然而60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没有新的进展，许多学者，包括北大、清华、南开大学等校的校史皆
引用这一数据。
为了搞清这一问题，今年，我指导一名硕士研究生以《西南联大留学教授问题研究》为题，撰写学位
论文。
首先，弄清联大八年共有302名教授，然后对每一个教授留学问题进行研究，结论是：联大至少有256
名教授留过学，没有留过学的有24人。
留学教授中，留美167人，留英34人，留欧陆47人(其中：德26，法15，瑞士1，意大利2，奥地利1，
俄2)，留日8人。
3位常委，皆留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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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篇激发了无数华人自信力的青年才俊起步迈向诺贝尔奖的励志文；一首抗战烽火中没有大楼的大学
联袂建造永恒文化圣殿的教育诗；一部中国西南边城结缘多位科学巨擘的珍闻录；一幅寻访铸就昆明
历史华章前辈的路线图。
本书是苏国有的新著《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一书，作者以杨振宁年轻时代在昆明的学习生活为
选题，较为系统地记述了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
对于揭示他在昆八年与获得诺贝尔奖之间的奥秘，对于揭示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人间奇迹的奥秘，以
及对于探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应当怎样度过等等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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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国有，男，汉族，1966年4月生，昆明市嵩明县人。
1988年7月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
现任中共昆明市委目标管理督查办公室机关处处长、市政协文史委顾问。
曾任嵩明县委党史办编辑、《嵩明县志》副主编、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助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昆明
市社科联科研部副部长，昆明市委办公厅综合一处主任科员、秘书处副处长(常委秘书)、办文处处长
、综合四处处长，市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等职。
著有《兰茂评传》、《打开山门说亮话——云南坝子经济揭秘》，参编《昆明百年》等书，在《人物
》等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120余篇，其中多篇获奖或被《新华文摘》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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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在日军的猖狂进攻下，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
不到半年，保定、石家庄、太原、上海、南京、杭州、济南等地相继沦陷。
1937年7月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
据教育部编定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学被敌盘踞未受轰
炸外，3个月来全国计有23所高校被炸。
到1938年8月底，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
为抢救和保存中华文化国脉，东部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移——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106
所高校共搬迁300余次。
其中，19所高校迁校3次以上，8所高校迁校次数多达4次。
在全国高校的迁移中，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师
生撤出平津，南下湖南长沙筹建临时大学。
随家迁徙到昆明抗日战争爆发时，杨振宁之父杨武之为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
杨武之原名杨克纯，号武之，1896年4月14日(农历三月二日)出生于安徽合肥。
其父杨邦盛是清末秀才，曾教私塾，曾在天津巡抚段芝贵帐下司“笔札”(类似文书)。
1905年，其母早故。
1908年，其父染病去世。
杨武之在叔父杨邦瑞照顾下，中学毕业后进戏班学过戏、到汉口军校读过书，于1915年夏考入北京高
等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1919年本科毕业后回母校安徽省立第二中学(今合肥一中)任教并兼舍监
。
1920年，杨武之和指腹为婚的同岁同乡罗梦花(婚后改为罗孟华)完婚。
1921年，长子振强出生3个月即早夭。
也就在这一年，因坚持学校规定拒不开校门而得罪夜归的纨绔子弟，杨武之愤然辞职南下省城怀宁，
到省立怀宁女子师范教书。
1922年农历八月十一日，饧武之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在老宅(今合肥市安庆路315g-)第五进东正屋内出
生，由于按杨家族谱排列孩子为“振”宇辈，加上自己当时在怀宁(今安庆)教书，杨武之便给襁褓中
的孩子起名“振宁”，小名叫“大宁子”。
1923年春，萌生出国深造想法的杨武之通过安徽省公费出国留学考试，于暑假后启程到美国斯坦福大
学取得学士学位，次年秋转芝加哥大学从名家迪克逊研究代数学和数论，1926年以《双线性型的不变
量》一文获得硕士学位。
两年后，杨武之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成为中国因数论研究而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也是我国研
究现代数论并发表创造性论文的第一人。
1928年夏，母亲带着6岁的儿子杨振宁到上海，接学成归来应聘到厦门大学算学系任教授的父亲杨武之
。
“陌生”的父亲一见到杨振宁，就有意考考他，问他：读过书没有、读过什么书？
已由母亲教认大约3000个汉字，又在私塾读过书的杨振宁，一口气就一字不漏地背出了老师教过的《
龙文鞭影》，父亲高兴地掏出一支自来水笔，给杨振宁当见面礼。
随后，全家来到厦门大学，住进了有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等设施的白色洋房。
杨振宁在厦门进入学校读小学，并吃到了香蕉、菠萝，喝到了牛奶，看到了大海和轮船，在海边拾到
了奇异的蚌和螺。
次年，杨武之改任清华大学教授，便带全家一起来到清华园。
在清华大学，杨武之与留法的熊庆来、留美的孙光远和郑桐荪并称清华算学系四位教授，他主要讲授
数论、群论等课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直接教过并在数学上有重要成就的有陈省身、华罗庚、庄圻
泰、施祥林、许宝騄、柯如、徐贤修、闵嗣鹤、段学复等。
杨振宁跟随父母来到清华园，一家人住在西院19号一幢四合院内(该院30年代改扩建，门牌号改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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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929年，杨振宁进入专门为清华教职员子弟而设的成志学校(地址在今清华大学工会所在地)读小学。
杨振宁在《父亲和我》一文中回忆说：“我每1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出发到成志学校。
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20分钟，假如路七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并说：“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
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株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1933年夏，读完小学的杨振宁，进入北京绒线胡同内的崇德中学(今北京市第31中学)读书，在学校
里与低两班的邻居、清华大学邓以蛰教授之子邓稼先成为最要好的伙伴。
杨振宁下课后，就经常带着二弟杨振平、三弟杨振汉和四妹杨振玉在校园里嬉戏、玩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随清华大学南迁，杨武之教授先把身怀五儿子杨振复的太太罗孟华和杨振宁、杨
振平、杨振汉、杨振玉送回安徽合肥老家，安置在上一年请亲弟弟杨克岐代买的合肥北油坊巷住宅内
，自己再只身一人前往湖南长沙与学校汇合。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宣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在湖南
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设文、理、工、法商共4个学院17个系，共有学生1500多人，其校部及理、工、法商学院
设于湘江畔的韭菜园圣经学校内，文学院设于距长沙三四十里的南岳衡山圣经学校分校。
同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沿长江直逼武汉，长沙不保，长沙临时大学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
经请准教育部，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再次迁移至云南省昆明市。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是一个以山地和高原地形为主的边疆省份。
这里东有乌蒙山，西有青藏高原南延的高黎贡山和怒江、澜沧江，南有哀牢山、元江，北有金沙江，
地形复杂，交通不便。
位于云南省中部偏东北，远离战场，有高山大河护卫，又有滇越铁路与出海通道相连的云南省省会城
市昆明，成为长沙临时大学搬迁的选择地。
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2月19日，在长沙韭菜园圣经书院召开出发誓师大会后，分三条路线西迁。
第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推定黄钰生、李继侗、曾昭抡、袁复礼为指导委员会委员，黄钰生
为委员会主席，经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为旅行团团长，军训教官毛鸿少将任参谋长，闻一
多、毛应斗、吴征镒、郭海峰、许维通、李嘉言、王钟山、倪志文、梁鸿训、徐行敏、袁芳清等诸先
生，率身体较好的张炳禧、季镇淮、朱德祥、丁则良、任继愈、高仕功、蓝仲雄、唐敖庆、田方增、
屠守锷、汪篯、严志达、梅镇岳等284名男同学，边走边作调查、边采集标本来滇。
旅行团历时68天，行程约3500里(其中徒步1300公里)，于1938年4月28日到达昆明，受到了先期到达的
师生和昆明市民的热烈欢迎。
第二路，陈岱孙、冯友兰、朱自清等10名教授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乘汽车经柳州、南宁、镇
南关直达越南河内，又转乘米轨火车人滇。
第三路，大部分教职员、女同学及教职员家眷，护送图书、实验器材、标本等，从长沙乘火车到广州
，经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再从海防由滇越铁路乘米轨火车人滇。
对于“湘黔滇旅行团”这次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长征”，胡适说：“临大决迁昆明，当
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起我很感动与注意，师生步行，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一千里之旅程，后来
把照片放大，散布全美。
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杨武之教授在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立即赶回安徽合肥，夫妇俩与牛妈3个大人，带着5个儿女
和弟弟杨克歧之子杨振声、之女杨振华一行10人，经汉口、广州、香港、越南，几经曲折，历尽艰辛
，终于于1938年3月2日，辗转来到昆明，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昆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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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杨振宁是一位与李政道一起，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
从而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在昆明生活多年并对昆明有深厚情感的政论家、
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杨振宁的昆明八年，是他人生旅程之中，可以称之为“昆明时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1938年3月至1945年8月，杨振宁曾在昆明玉龙堆、文化巷、大塘子村、小东门、龙院村、昆华中学、
西南联大昆中北院等地方居住，跟随过数十位名师学习，完成了从一名昆华中学学生到西南联大物理
学系本科生、清华大学研究生，再到昆华中学教师、清华留美公费生和西南联大附中老师的跨越，迈
出了奔向诺贝尔奖的坚实步伐，也与老师、同窗、系友、校友和昆明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以至后来只要回忆起昆明、回忆起西南联大，杨振宁先生就会因此“感动不已”。
他多次说：“我对物理学的爱憎基本上是1938～1944年在昆明当学生时形成的。
”并反复地讲，获得诺贝尔奖“直接或间接”与从西南联大吴大猷老师“那里学到的观念有关”。
因而，写作一部记述杨振宁在昆明读书生活的书，对于揭示杨振宁在昆八年与获诺贝尔奖之间的奥秘
、对于揭示西南联大为何能够创造人间奇迹的奥秘，以及对于探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应当怎样度过等
等问题，都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笔者与杨振宁有“缘”纯系偶然。
1999年，昆明市政协文史委邀请文史专家谢本书、吴宝璋等编写《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第一辑
。
我由于在昆明市社科联参与《昆明百年》编写和编辑之故，有幸受约并写成《杨武之：要将双手撑天
空》一文发表。
这便使我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也使我“认识”了西南联大的大师们和学生们——
他们在昆及后来的事迹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以至于每每提到西南联大，我就会对西南联大的师生
们肃然起敬。
为此，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相继写成了《西南联大：一道昆明历史天空永远绚丽的彩虹》、《杨振宁
在昆明的读书生活》等文在《人物》等刊物上发表，并打算将《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一书写出
来。
后来，由于工作的变动，写书之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杨振宁历来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
作为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作为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他的一举一动往往会成为全球新闻的焦
点。
2004年12月，82岁的杨振宁因与28岁的翁帆登记结婚，再次以惊人之举吸引了世人的眼球。
我由此查资料、上网，想趁着热议，将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较为详细地揭示出来。
可工作的重压，使这一想法随人们对杨翁之恋关注程度的减弱而减弱，不久便偃旗息鼓，忙工作忙生
活去了。
应该说，没有将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历史，没有将杨振宁等一大批对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和文化有影响的
历史文化名人在昆明的历史，较为准确和全面地挖掘出来，是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缺憾。
故而，从2008年10月底杨振宁再次来到昆明，我有幸目睹了这位杰出人物的风采起，一方面，作为市
政协聘请的58位专门委员会顾问之一、且是文史委顾问的我，几年里不能鲜有作为，更不能不作为，
必须做出与顾问名副其实的事情来；另一方面，作为四十出头的我，不忍时光流逝，更不忍一事无成
，必须抓住青春的“尾巴”在工作之余力所能及地做点事，便于多年积累和大部分已经成稿的基础上
，将本该用以喝酒聊天、游泳爬山、或弄个文凭的时光，用来研究杨振宁、研究西南联大、研究受西
南联大影响的中国近百年教育史和科技史，将是书一字一字地写了出来。
杨振宁2008年11月1日到云南师范大学作《物理学的诱惑》演讲时，我很想请杨先生对书稿过过目。
可因警戒森严，我无法接近杨先生，更不要说送上一包书稿了。
无奈之下，我只好放弃这一想法。
其后，我专门致函杨振宁先生，希望他能对书稿进行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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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杨振宁先生办公室的一位女士来电告知：函及所附目录收悉，经请示杨振宁先生，书稿就不审
阅了，词也不题了。
对此，我依然十分高兴，因为我曾经见过杨振宁先生、曾经致函杨振宁先生、曾经将写有是书呈报了
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是一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从中得到诸多启示的历史。
因而，写作本书的初衷，就是要写作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一部信而有征的历史。
本书现在的表述方式，完全是为了增强可读性使然。
本书在资料上始终坚持以北京大学等校所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卷本为主、以杨振宁《读书
教学四十年》等著述和采访实录为主、以西南联大师生的回忆录为主，并力求使全书所有内容均有理
有据，论从史出。
书内引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的文字和图片、引用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等书的图片，不
再一一注明。
其他涉及的人物、引用的文字等均根据内容需要作必要交代或脚注于页下，且老师详学生略、同班同
学详他班同学略、近者详远者略、首注详次注略。
书后附有杨振宁年谱简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事简编、杨振宁的老师和同学名录等资料，以便通过
此书，为相关人物和事件提供线索。
不过，由于搜集和甄别史料困难重重，加之牵涉人物甚多、笔者能力和水平有限、笔端生尘等原因，
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书蒙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璋老师作序。
熟知西南联大历史、与杨振宁先生有过接触的吴教授，还认真地对书稿进行了修改。
本书第七章 由西南联大附中1945届学生、昆八中原教导主任张丽石老师提供部分资料，并对有关内容
进行了订正。
本书书稿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厉忠教同志、市志办副主任马颖生编审推荐，于2008年12月经
专家评审，被昆明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列为2008年度出版资助项目，而受昆明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著作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全书请周小明老师、吴焰红副编审、张学琼女士对文字进行了校核。
本书封面书名手写“杨振宁”三字，系由网络集自2009年4月19日杨振宁为扬州大学题词时的亲笔签名
。
在此，对给予该书关心和支持的张强副总编、赵石定编审、龙东林主席、廖国强副主编、刘宝镜老师
、刘晓燕老师、李怡苹主任、孙建敏主任、罗红老师、李莉老师、苏文琴老师、苏晴雨同学等表示衷
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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