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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30日，西安交通

大学15位老教授联名的《西迁老

教授给总书记的一封信》寄往北

京，第三位署名者是1952年本科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卢烈

英。2017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

书记回信并做出重要指示，对写

信的15位老教授致以崇高敬意，

祝他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也

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

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

献智慧和力量”。2018年新年贺

词，总书记再一次提及，“2017年，

我又收到很多群众来信，其中

……有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

……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

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

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

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

是奋斗出来的”。

国家需要“西迁精神”

总书记的回信和亲切接见对

卢老而言，是两个“没想到”：一没

想到总书记回信如此迅速；二没

想到总书记给予“西迁精神”如此

之高的重视、鼓励与肯定。

以卢烈英为代表的老一辈

西迁人急切地感受到，国家特别

是西部的发展需要“胸怀大局、

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奋斗”

的西迁精神”。因此，他们给总

书记联名去信，希望通过爱国奋

斗的教育，鼓励青年知识分子扎

根西部。2017年11月底，15位西

迁老教授通过学校党办把信发

出；12月初，中办回电，说总书记

看到信了，而且有指示。到了中

旬，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来到学

校党办，宣读总书记的指示，“陕

西省委和西安市委高度重视这

个事情，他们把西迁精神作为动

力，作为推动西安建设的动力”。

“复旦给人生指明方向”

1950 年，国家尚未统一高

招。卢烈英报了江南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

同时被两校录取后，选择了复旦

历史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复旦本

科学制为三年。第一年结束，他

通过考试转到新闻系。

在新闻系，他先参加了“镇

（压）反（革命）”运动，给闸北区

公安局整理反革命资料；后加入

“土改”，在这场动员了全系整个

年级的行动中，卢烈英先去安徽

五河县，后去灵璧县，在土改中

担任副组长。

土改结束，学习开始。卢烈

英记得很清楚，系主任王中上新

闻学概论，舒宗乔上摄影，还有

居欣茹、朱振华老师等，都是他

在复旦求学的重要引路人。另

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复旦不名教

授多，选课听课的自由度极高，

他选修的写作课，教师就是中文

系的大师。

“复旦给我的人生指明了方

向”，这个方向，是指在复旦的经

历，让他知道要接近工农兵、为

工农兵服务，培养了他的党性意

识、阶级立场。“那时复旦园里，

大家喜欢一起唱苏联歌曲《再见

爸爸妈妈》，因为很多同学报名

抗美援朝上了前线。我们当年

立志，今后要服务国家，感觉要

对得起他们，他们是为我们去牺

牲的。”

1952年底，中央决定要培养

建国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宣传

员，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一个

研究生班，请苏联专家任教员。

复旦有两个名额，21岁的卢烈英

成为其中之一。

因为国家需要，这个研究生

班也提前至一年毕业。毕业后，

卢烈英被分到交大担任马列教

研室教师。

这一年，他23岁。

心有大我不后悔

1955年，交大西迁。

迁校动员“都是一对一谈

话。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照顾

都可以提”。迁校得到了大教授

名教授的一致拥护，有三句话风

靡校园：“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

行动”；“党叫我们到哪里去，我

们就背起行囊到哪里去”；“哪里

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我

们的家”。

他回忆，大家都积极踊跃地

报名，动员过程非常顺利。

但越是顺利，越显出西迁精

神的可贵。25岁的卢烈英面临人

生中或许是最艰难的一次选择。

他有四个姐姐，他是唯一的

男孩。父亲去世后，母亲随他在

大沽路家中生活。此时，四个姐

姐因工作去了外地，分别在青

岛、北京、沈阳和南京成了家。

母亲不愿意去西部，但留下

“就没人管她，因为一直是我们

俩在一起生活。”同时，房子也是

个大问题，西迁就要交掉。

交大党委副书记曾单独找

他谈过一次话，表示组织可以照

顾他留在上海。“不用照顾”，他

当场答复。

在南京的三姐向组织汇报了

难处，调回上海。他把母亲交托

给了三姐。随后交了房子，成为

西迁史上首批教师。卢老至今怀

有歉疚：“我一辈子对不起妈妈”。

选择确实艰难，但他绝无后

悔。卢老总说，爱国要胸怀大局，

心有“大我”，“这八个字很要紧”。

心里不能光考虑个人、装着“小

我”，要考虑“大我”，祖国、民族甚

至有时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迁精神是集体主义

这种“不后悔”不是无根无

源的。卢老认为爱国、奉献、奋

斗的西迁精神不是口号，更不是

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主义。

他记得西迁时前辈和同事们

的选择。有位校医在徐汇区有一

套小洋房，举家西迁后把小洋房

交给学校，作为西安交大上海办

事处。动力系的陈学俊院士交了

在和平饭店后方牯岭路上的房

子，讲“房子留着总是一个牵挂，

我要到西部去了，就打算一辈子

就在西部了，这房子就算了”。

卢老感叹，他们这批年轻人

之所以能把爱国、奋斗、奉献的

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很重要就

在于老干部、老教授们树了很好

的榜样。

但西迁确实难。卢老忍不

住感叹，“扎根西部真的很难”。

从物质到精神，再到生活方方面

面的细节，都难。

搬家是最早的西迁人最“害

怕”的事，但当时“我们觉得迁校

非常轻松”，办理迁校手续时，卢

烈英到后勤处登记，当场签字批

准，且立刻分好了西安房子。“跟

后勤说家里哪些东西要搬走，他

们马上搞出清单，之后打包、登

记、装运，一直送到西安家里，我

们再也没操过心”。

整个西安交大后勤团队二

十来人，工具只有一辆铲车。像

钢琴等大件物资，是十来人一起

抬上楼。很多后勤职工那段时

间累倒了。“这些全校一盘棋的

故事很感人”，卢老反复强调西

迁精神中的奉献、担当，是一个

整体价值观、整体人格。

对卢老而言，西迁精神同井

冈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起，如

光明日报所言成为党的精神谱系

一个分支，关键在于总书记说的：

西迁精神的内核是奉献，是与党
的事业、党的需要同向同行。

幸福真是奋斗出来的

西迁至今，卢老扎根西安64

年。

迁校不容易，建校更困难。

这批西迁教员有一句口号：绝不

能影响学生一堂课，绝不能耽误

一次实验。这种情况下“有时候

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用的”，老校长

程士英亲自上讲台讲基础课，哪

边缺老师就得顶上。筹备新专业

“是白手起家，所以要搞教案搞教

材，定教学计划，找教师。”

“现在总书记说‘幸福是奋

斗出来的’，这句话我特别有体

会。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

我也说了这句话，因为真有感

触，幸福真是奋斗出来的”。

回忆在西安交大的岁月，卢

老最高兴的是做成了两件事：一

是在他来之前，西安交大没有文

科。他以马列教研室为基础，筹

备了第一个社会科学系，任第一

任系主任。后来又成立了第一

个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第一任所

长。这个社科系是全校文科的

“孵化器”、“老母鸡”，西安交大

从此不再是纯粹的理科院校；第

二件事的起因是文革期间西安

把原来的附中收归市里并改为

八十三中。后来，交大领导请卢

老另创附中，当时卢老还未离开

社科系，兼任附中首任校长两头

创业、两手抓。附中重建初期，

有生力量连同校长在内只有三

人。如今，附中已经成为了全市

甚至全省中学教育的名片。

“幸福真是奋斗出来的”，这

道证明题，卢老做了整整64年。

2018年，他用68年复旦人的

身份写就了留给母校后辈的赠

言：“发扬爱国、奋斗精神，做西

迁精神的新传人！”

文/钱威丞 周晔

““幸福真是奋斗出来的幸福真是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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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出生，

1952年8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

提前毕业，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

研究生班毕业。1953年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53年8月起在交

通大学任教，1956年8月迁校时

为马列教研室教师，首批随校西

迁西安。曾任西安交通大学社科

系系主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交大附中首任校长、西交大党委

委员等职；多次荣获教育部优秀

教学成果奖、优秀教材奖，并被评

为陕西省科教系统优秀共产党

员、陕西省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

作者等。

同心抗疫 书画光影

在武汉，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人们措手不及。党中央一声

号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投入战斗。我在电视中见到了我校熟悉

的附属中山医院白衣天使们短短两小时内“丢小家”、“顾大家”，

迅速成立了136人的医疗队，急赴武汉战“疫”。我虽已退休，但

仍想用绘画的形式来表达我们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信心，

也相信我们很快会取得胜利，迎来春暖花开的日子！

——退休处 姚沐华

卢烈英卢烈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