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坝广场上最精彩的演讲

金开泰

位于怀德堂、教育学院与赫斐院之间的广场，可以说是华西坝的

中心广场，是华西坝师生及成都民众盛大集会的场所。1942 年这里

有三场最精彩的演讲，现将有关资料汇集整理，以饷读者。

一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威尔基演讲

威尔基其人 

温 德 尔 · 威 尔 基 （ Wendell L.Willkie ）

（1892–1944)。出生于印第安那州的爱尔伍德城。

毕业于印第安那大学。1940 年曾代表共和党与民主

党的罗斯福竞选总统，最后落选。对罗斯福政府的

国内政策多有批评，然在外交事务上采取合作态

度，提倡“天下一家”的国际合作思想，反对共和

党内的孤立主义。威尔基先生任美国联合援华会的

名誉主席，在援华运动中尽了最大的努力。

1942 年 9 -10 月受罗斯福之托，以“总统特别代表”之名，历访非洲、

中东、苏联和中国，经乌鲁木齐、兰州、成都到达重庆。在渝参观了中央大学、

重庆大学、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及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发表演说。10 月 4、5、7

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达成了美国继续援助中国抗战，建议宋美龄访问

美国以获得援助，战后中美合作，美国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东北回归中

国等共识，对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8 日由西安赴蓉，9 日转道回美。翌年

将见闻写成《天下一家》，大呼世界和平与合作。全书 14 章，4 章涉及中国，

对中国的五年抗战表示深切的同情，对中国的西部开发有无限的希望，对中国

获得独立与自由的决心有透彻的分析与支持。该书出版后在美破发行记录，得

到了很高评价。1943 年在中国译出发行，随后又出了多种译本，引起轰动。被

翻译者陈先圣、钱能欣认为“不仅是一部公正动人的报告，而且也是一部民主

国家的政治哲学，不但要加强民主国家的作战力量，更要保障战后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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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基在成都

10 月 1 日，威尔基由兰州飞成都。当天，蒋介石发表声明，称威尔基是自 1879

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位“最高级”美国人士。新新新闻 1942

年 10 月 1 日为威尔基的到来发表社评“欢迎威尔基先生”。是日下午四时，应

张主席之邀在励志社茶叙，党政军学各界百余人到会。首由张主席致欢迎词，

继由威氏答词，外交协会赠锦旗，宾主甚欢。晚邓主任等设宴为威氏洗尘。10

月 2 日晨八时威氏应成都各大学联合邀请，在华西坝广场发表公开演讲，并参

观华西大学等校。各校长欢宴早餐，到春熙路东大街一带游览后，赴某校参观，

留午餐。午三时飞往重庆。

威尔基在华西坝广场的演讲

威尔基先生蒞临成都的消息，激起了全市人们的情绪，各校的师生，更殷

切的希望一瞻丰采。十月二日晨八时，金陵、华西、齐鲁、金女大、燕京、光

华各大学，川大农学院、中大医学院，川康农工学院、华西协合中学等，特别

邀请威氏在华西坝作公开演讲。清晨六时，华西坝上，已是车水马龙，往来如

织，除华西坝四校同学在场列队恭候外，燕京大学在文庙街集合，由栾汝甸在

前高举绣有燕大校徽的紫色丝绒旗帜，唱着校歌，穿街过巷，进入广场给他们

留着的中心地，受到了各校同学的热烈鼓掌欢迎。光华、川大、中大以及川康

农工学院等校的同学们，均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南郊各中学员生，亦多自动参

加。郭厅长（有守）、各校校长、教授们，均先行到场静候，四五千人，跻跻

跄跄，诚为空前盛会。

教育学院前临时搭成的讲台。四周飘扬着二十九个同盟国的国旗，与明朗

的晴空交相辉映，台上正中悬挂着中美英苏的巨幅国旗，紧接不离，这正是同

盟国四强精诚团结的象征。

八点钟了，威尔基先生翩然蒞临，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笑容可掬地步上

了讲台。余市长、方局长、和严司令随伴而来。华西大学张凌高校长主席，立

刻宣布开会，军乐队恭奏中美两国国歌，全场肃立致敬。张氏致简单介绍词后，

威尔基先生就开始了他的演讲，由燕大代理校长梅贻宝氏任翻译。

“今天我因为是对着大学的同学们演讲，因此触动了我的内心，使我回忆

起二十六年前自己在大学的生活，我时常对那帮故意摆架子，令人景仰的教授



先生们发生反感，我想假如我能在学校若干年后，能使这班教授和校长，受我

的支配，一定是最痛快的事情。今天有一位大学校长，为我翻译，你们想我心

中是如何的欣喜……”

全场的空气，被一阵笑声激荡起来，威尔基先生的态度突然的变成庄重，

听众们也止住了鼎沸的笑声。



“大学生活结束了以后，我便入伍，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威尔逊总

统和平主义的失败，不胜叹息。其实威尔逊总统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身，因实施

条件之不完备，而有待补充的地方很多。自巴黎和会以后，各国均自私自利，

俱无诚意以谋和平，就是我们美国也是如此。上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国家虽获

胜利，但对战争之因子，并未完全剷除，致有二次之世界大战。此次战争，确

信其胜利必属同盟国家，但须由牺牲换得。我今天要郑重的告诉诸位，我们当

前的问题，绝不仅是同盟国能否获得胜利，而是胜利以后，如何建立世界永久

之和平……”

听众的精神格外紧张起来，全场寂然，只让威尔基先生的锋锐语箭，一枝

一枝的射入每个人的心坎，他的语词，更加强调、热烈。

  

“中国抗战，已经五年，你们五年来所遭受的艰难困苦，盟国已深切明瞭，

但引为深歉的是我们来得太迟了，今后当与中国同负此艰巨的责任，无论是财

力、物力，此后则尽量给予中国以最大援助……” 

会场的掌声，如春雷般地响着。每个人的脸，都显露出感谢的表情。威氏

接着说：“欲求达到同盟国的胜利和战后和平建设的成功，我们不应该忽视每

一个分子的个人价值。诸位在大学毕业以后，即为社会领导人物，甚盼担负起

自身应有的责任，尽最大的努力！即战后如何求使人人自由，人人有其独立之

价值，各民族之平等、幸福，因非如此，国际间仍永无和平希望。”

当威氏演讲完毕，于掌声中步下讲台之后，台下早有无数的摄影记者，和

要求签字的人在等候着，几个校长陪着他，方突破重围而去。

（见金陵大学校刊 1942 年 10 月 15 日、燕京新闻 1942 年 10 月 3 日的报导，照片由陈清

圣、邓长春等供，彩照选自在重庆的录像）



二 、英国议会访华团员卫德波的演讲  

1941 年 8 月英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向外交部建议派人到中国访问，得到议会的

支持，几经外交磋商，蒋介石同意十月秋后访华。英国议会确定了访华团团长

艾尔文（Ail-Wyn）爵士，及其团员卫德波（Wedderburn）先生，代表保守党；

团员泰佛西（Teviot）爵士，代表自由党；团员劳森（Lawson）先生代表工党。

秘书都柏森（Dobson）先生等一行。中国由驻英大使顾维钧博士，及委员长侍

从室参谋皮宗敢（皮参谋系金大 1935 级化学系同学，曾在英国留学五年），外

交部专员沈昌焕、陈衡力等陪同，于 11 月 9 日抵昆明，10 日到重庆。12 月 10

日由昆明赴印，历经一个月。该团肩负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传递英国人民友

谊的重任。他们积极拜会党政军各界重要领导人，参观了李子坝中心学校、小

龙坎树人小学和国立中央大学。在中央大学受到了重庆大学、中央工业职业学

校、南开中学和国立中央大学联合举办的欢迎会，欢迎会由中央工业职业学校

校长魏元光致欢迎辞。英方由艾尔文致答谢辞，他对战时重庆的教育予以高度

评价。还深入机关、党团、工厂、医院、保育院、合作社、报社，通过访谈、



讲话、演说、广播等各种形式介绍英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对战时中国所取

得的成就和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给予高度的赞美和欣赏。对中国所体现出的不

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表示钦佩。代表团回国后，曾向议会和政府分别

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给议会的报告重点突出中英友好，给政府的报告则重点

介绍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国人民对其政府的态度，

后者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英议会访华团 24 日到陕参观五日后，11 月 29 日下午四时三刻，由陕乘机蒞

蓉。全市民众热烈欢迎，各界首长及本校陈校长等，亲赴**机场迎接，并陪同

入城。30 日下午四时省府张兼主席夫妇在励志社茶会招待。金大各系院长、科

系主任、教授等皆被邀请，济济一堂，盛极一时。在成都某基地广场阅兵后，

参观飞行和射击表演。出席省参议会，会见报界，答复记者各问题。出席新闻

界的茶话会后赴灌县参观水利工程、工合组织展览等。6 日下午离蓉去昆明。

在成都期间，12 月 2 日午后四时，卫德波先生应五大学之邀，在华西坝作

公开专题演讲，题目为“战后问题”，由外交部沈专员翻译，听众六千余人。

卫 德 波 （ Henry Scrymgeour-Wedderburn ）

（1902-1983），苏格兰贵族。他在牛津温彻斯特和巴

利奥尔学院接受教育，于 1926 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曾两次参军，负过伤。任过苏格兰事务国务卿。

1931-1945 年任下议院议员，其后任过外交部副部长，

上议院副议长、枢密院顾问等职。

演讲先由华大张凌高校长简短介绍后，卫氏即在学

生的热烈掌声中开始演说，备受欢迎。讲词主要内容：

战后问题并非一简单问题，短时间内难以阐述详尽。兹仅就英国人民对此

问题之观点，作一概述。试先言战后英国之本身问题。英国对于本身问题，最

为关心者，厥为失业与社会改革二点。失业问题为英国 20 年来所最难解决之问

题，经常有百万工人失业，最多时竟达三百万人，除平日依赖私人保险或政府

津贴外，无所事事。现在又旧事重提。将来失业问题，殆将难免。过去政府曾

实施征工办法，但英人爱好自由，对于政府之干涉，是否乐于顺从，尤其疑问。

至于社会改革，过去英人所要求者，乃为改良失业保险，疾病保险，与夫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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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政府每年所费财赀，而经费之来源大半取自直接税，目下税率最少已提

高至百分之五十，最多竟累进到百分之九十。战后税率，当难有所抑减，人民

之负担，可想而知。然此种要求，依然存在。故将来政府能否安渡难关，即以

政府能否满足此种要求为断也。

次言国际问题。战后之国际问题有二。一为资源分配问题，一为国际政治

问题。天下的资源既富且丰，且由于科学的发达，控制自然，更为裕如。惟在

战后，应如何可由贸易方式，使国与国间之资源，相互交换，而不致有过剩或

不足之差，乃为战后最严重的问题也。最近英美两国正在潜心研究中。至于国

际政治问题，吾人战后，应有一强有力的国际组织。过去日内瓦之无能为力，

已为世人所公认。故今后欲保障世界和平，惟有使国际组织武装化，并对此次

大战的祸首严加惩罚。敌人的土地应有长时期的占领，敌人的武装，应全部解

除（全体鼓掌）。此种处罚，非为对战胜国有利，即对德日二国，亦有莫大裨

益。盖吾人之目的，并不在使德日二国无法生存，乃在使两国之国民，可以减

少祸首之穷兵黩武，且可从此使全世界得一合理之生存也。

最末，卫德波先生提出中英两国关系，谓中国五六年来的抗战，使英人不

仅增加认识，且极为感佩。对中国人民深切同情，希望不久的将来中英两国人

力物力能密切合作，在战后不但希望政治上同盟，更希望增进商务之关系更为

繁荣，邦交更为敦睦。（全体鼓掌）。    

卫氏至五时许讲毕，随即同艾尔文等出席东西文化学社茶会，由社长华大

罗忠恕院长及副社长金大校倪青原教授，分别致欢迎辞，并报告该社近况。晚

七时应华西坝五大学校长欢宴，宾主畅谈，极为欢洽，至九时许始尽欢而散。                    

(见金大校刊第 314 期（1942.12.15）；新新新闻 1942.12.3 报导及肖冰老师供，

照片选自：Bassano Ltd - https://www.npg.org.uk/)

三、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博士演讲 

顾维钧（1888-1985），江苏省嘉定县

人。 近代中国第一位职业外交官，杰出的

外交家。1941-1946 任驻英大使。于 11 月

29 日，偕英国议会访华团蒞蓉。3 日下午访

华团诸先生、英大使馆武官、顾大使及张主席

夫妇在华西坝广场观看**空军队和英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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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的比赛。这是本市第一次盛大的国际足球友谊赛，观众达两万人，盛极一

时。华西大学张凌高校长任临时主席，欢迎记者们登台参观。上半场互无进展，

下半场双方以 2 比 2 终场。

午后四时半，由张凌高校长介绍顾维钧大使演讲。顾大使于全体掌声中，

发表了“战时英国人的生活”的演讲。听众在万人以上。情绪之热烈，可谓空

前。

顾大使徐徐而言，大意是：

此次世界大战，与前次大战，颇不相同，此次大战乃为民族生存与人类自

由而战。两年前，当英国失䧟时，英伦情绪，非常紧张。军械秣粮，丧失殆尽，

幸经各方支持始克度此难关。

目前英国人之战时生活无论衣、食、住、行，莫不严加限制，不能任意浪

费，而英国人民亦复全力节省，现有全国半数以上的人民，从事各种有关军事

工业。最近英国对于北非一役，颇为重视。将来即可以该地作为世界战争的大

本营，以其攻守援应，至感利便。近来战讯颇佳，胜利已日益接近。

英人深知吾人为爱好和平之民族，对我国抗战十分同情。深信将来中英两

国定能携手，为世界人类谋幸福。

至暮色苍茫中讲毕。听众莫不为之兴奋。顾维钧博士被东西文化学社邀请

为名誉社长。

（见金大校刊第 314 期（1942.12.15）；新新新闻 1942.12.5 报导,照片来自网络）

这些虽然都是 80 年前的旧事，但今天读起来依然能感到“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在二战的关键时刻，中美、中英为抗拒法西斯正式结盟，

战争虽然仍在激烈进行，还要付出牺牲，但胜败的大局已定，筹划战后世界秩

序已经成了公开讨论的议题。威尔基虽然是落败总统，但却是总统的特别代表；

卫德波虽然还不是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却毕竟是保守党举出来的代表团成员；

顾维钧则是一位老资格、名震中外的中国的外交家。这些重要的国际人物，能

在华西坝广场向数千乃至上万的大学师生、民众公开演讲，主题不仅是相互的

友好往来，而是更切合大学知识层关注的世界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话题。可

见当年华西坝在中国国际交往中的开放与地位。如此的规模与内容的深意，似

是前所未有，后来也绝无仅有。虽然物换人去，回味起来还是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