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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我国抗日战

争开始后，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

大学三所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1937

年 11 月 1 日成立，1946 年 7 月 31 日复员北上后解散，它

创造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在西南联大，有

着艰苦的环境与举世瞩目的成就之间的矛盾，贫乏的物

资与五湖四海汇集而来的教授之间的矛盾。2021 年 1 月

20 日，习总书记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时说道，“国难危机

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

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

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 [1]。因此，西南联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日益受到关注。本研究爬梳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近

20 年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献，采用 CiteSpace 可视化，并结

合定性分析，探寻西南联大研究的主题热点与演进脉络，

为后续学者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提供启发与参考，为当代

高等教育提供现实的教育教学经验。1

一、数据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在中国知网（CNKI）的高级检索界面输入，主题

=“西南联大”，时间跨度 =2001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检索条件 = 精确，检索结果可得 2512 篇文献。

手动剔除非相关性的报纸、会议、重复文献等无效文献，

最终选择 2244 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

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陈超美教授基于 JAVA 开发的科技文本

挖掘及可视化软件，强化图谱的可解读性，通过图谱解

读，实现领域现状的解释功能与领域未来前景的预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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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2]。本研究运行 CiteSpace 软件绘制我国近 20 年西南联

大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和高频词分布表，分析归纳出

西南联大研究的热点主题。基于此，统计突现率较高的

关键词作为突现词，获取关键词突现图，结合文献的定

性分析，梳理出西南联大研究的演进脉络。

二、西南联大研究的热点主题

关键词是对研究文献内容的高度概括，通过关键词

分析能够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2]。因此，可以通过在

CiteSpace 中运行“keyword”，阈值调为 11①后获取关键词

共现图谱（见图 1）、高频词分布表（见表 1）来凸显研

究热点。如图 1 和表 1 所示，共形成的节点为 676，连线

为 982，其中，各条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结共现关

系。

图1　关键词共现图谱

结合图 1 和表 1，在文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同时征

询专家意见，可以发现，近 20 年西南联大研究的热点主

要聚焦在成功办学的经验研究、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研

究、一流大学建设与启示研究等三个主题领域。

1. 成功办学的经验研究

该领域贯通近 20 年西南联大研究的各个方面，包含

教授等知识分子 #1，内部环境 #2，外部环境 #3，大学精

神 #5，文学诗歌 #6 和办学理念与管理思想 #8 等聚类。经

分析发现，研究不同的教授，研究视角不一而足。譬如，

热点·脉络：西南联大研究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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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高频词分布表，结合频次分析和文献定性分析，研究发现，

近20年西南联大研究的热点主题包括成功办学的经验研究、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一流大学建设与启示研究等

领域。根据关键词突现图，梳理出西南联大研究的演进脉络，即前期探索研究阶段、中期深入研究阶段与后期综合

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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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学校长，绕不过梅贻琦；研究文学教授，绕不过

闻一多；研究物理学教授，绕不过黄昆、杨振宁和李政

道。西南联大的教授是抗日战争中知识分子的代表，他

们独特的文化性格，强烈的爱国主义，恪守学术精神的

学术风范，镌刻专属于他们的文化烙印。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教授及其思想对学科的影响，著述颇丰，然则同样

作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生，却备受冷

落。就内外部环境的研究而言，内部可分为三校经费分

配、三校校长权责分配以及校园文化等三个维度，其中

有关师生关系的研究较少；外部体现在抗日战争期间出

现的共产党、国民党、北洋军阀等三股力量共同影响与

控制着西南联大，其中有关教授们在抗日战争期间群英

荟萃的社会背景等外部因素的研究挖掘得不够深入。就

大学精神的研究而言，大学精神是校长、教授和学生三

者合力的社会化展示，是一所大学体现出来的生命力、

创造力、凝聚力，核心是办什么样的大学和培养什么样

的人 [4]。寻觅西南联大，更多的是寻觅其精神根基。有

关学术精神的研究，学者们缺乏对治学精神的深入剖析；

有关学术自由的研究，对学术自由制度的研究关注较少；

有关爱国精神的研究，对社会责任感的研究有待挖掘。

就文学诗歌的研究而言，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时

空结构中，通过文学作品构建西南联大的历史，并为中

国和世界文化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就办学理念与管

理思想的研究而言，西南联大吸收了美国的先进的办学

理念，并形成了自身特色，具有通才兼识的育人理念、

大师为重的师资理念、自由民主的学术理念、严格灵活

相结合的制度理念、教授治学的管理理念。除了教授治

校之外，西南联大还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在服务学生学

习和生活、促进学生个体发展、协助学校发展建设、维

系联大民主精神、改良当地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整体而言，目前对学生自治会的相关研究较少，

且教授会与评议会在现代大学已然不复存在，有必要探

究其消失的原因及利弊颇有价值。

2. 一流大学建设与启示研究

该领域主要涉及一流大学建设与启示 #4 聚类。西南

联大作为烽火中的世界一流大相关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易模仿”的精神与理念的研究，比如思想

自由、学术自由、学术精神与管理文化等；另一方面是

“容易模仿”的教授留学、科学管理制度以及校园设置

等。通过与西方知名大学——哈佛大学的对比发现，成

为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取决于物质条件和外聘教授，而

是取决于“不易模仿”的精神与办学理念。譬如，管理

制度可以模仿，但是学术独立的管理价值追求，坚持和

谐团结、沟通合作的管理思维和开放多元、宽容忍让的

管理心态很难模仿 [5]。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合

并几所大学，成为一个“巨无霸”大学就能达致，这对

当今的合并潮流产生警惕作用。西南联大“独立”“自

由”精神是研究高深学问与真理探究的学术生态保障，成

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根基与精神支撑 [3]。我国

在建设高水平高层次的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许

多问题、矛盾与冲突，如何有效借鉴西南联大这一世界一

流大学的发展模式，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主题。

3. 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

该领域主要涉及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 #7 聚类。通

识教育与纽曼的自由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学的教育

应该为自由教育（通识教育）而设，培养绅士人才（通

才）[7]。通识教育是一种对人才培养规格的描述，西南联

大注重学生人格培养和完善，具体体现在强健学生体魄、

提高团队合作与组织能力、培养对音乐戏曲的爱好、爱

国情感等。在通识教育与通才教育的实践层面，体现在

每个学院上共同的选修课，到大二才分具体的专业，转

专业和转学院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达到 70 分以上

表1　高频词分布表

序号 聚类
出现

频次

最早出现

的年份
关键词

1 教授等知识分子  867 2001
梅贻琦、闻一多、汪曾祺、沈从文、金岳霖、朱自清、知识分子、冯

友兰、杨振宁、刘文典、李政道、华罗庚梁思成、陈寅恪、吴大猷

2 内部环境 195 2001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

3 外部环境 143 2002 抗战时期、抗日战争、国民党

4 一流大学建设与启示 113 2007 世界一流大学、大学、高等教育、木制家具、启示

5 大学精神 81 2003 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学术精神、爱国精神

6 文学诗歌 67 2001 现代主义、《未央歌》、文学社团、中文系、燕卜荪

7 人才培养与通识教育 42 2010 通识教育、通才教育、人才培养、课程设置

8 办学理念与管理思想 29 2009 办学理念、教授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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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关键词突现（见图 3）来展现西南联大

最新的研究动态，探测其在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主题。

图3　近20年西南联大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

运行 CiteSpace 后，得到 23 个具有高突现词节点，结

合文献的定性分析，理清近 20 年西南联大研究的演进脉

络，可将其分为前期探索研究阶段、中期深入研究阶段

与后期综合研究阶段。

1. 前期探索研究阶段

前期前沿的突现时间为 2001 年— 2007 年，该阶段

具有探索意味，西南联大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冯友兰”、

“抗日战争”、“一二一运动”等方面。在此阶段，其一，

研究冯友兰与西南联大校歌、校训、和纪念碑碑文的关

系，从侧面表明冯先生对国家的热爱。其二，研究抗日

战争与西南联大。抗日战争让我国国民付出了惨痛的代

价，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抗日战争让政府无暇顾及对

大学的控制，西南联大得以保持学术自由的理念，同时

激发教授等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感、学术精神以及学术坚

守。其三，研究学生运动。一二一运动中，学生参与抗

日战争，争取民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此阶段对学

生运动的研究停留在表面的事件描述。实质上，学生运

动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民主堡垒”的作用，有其自身

的复杂性，值得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譬如，学生运动

中学生的动机是什么，受什么力量的影响，有什么复杂

的关系等。

2. 中期深入研究阶段

中期前沿突现时间为 2008 年— 2015 年，此阶段的

研究开始紧跟国家政策，着眼于社会需求，研究文献产

生爆发式增长并达到顶峰，研究呈现多样化与完整性。

2010 年，国家颁布《2010-2020 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培养

发展纲要》，西南联大的人才培养一跃成为研究的热议话

题，譬如通识教育、通才教育、课程设置等。2015 年，

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

体方案》，由此学者们加大了对西南联大这所仅存九年的

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力度，人才培养、办学理念、教授

即可。在微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面，西南联大的每个

教授有其独特的方式，没有统一的教材，全部专业的学

生都要学习历史学、哲学。譬如，在课堂上，汪曾祺、

陈寅恪、郑天挺、金岳霖等教授以个人扎实的学识、自

身的授课艺术与学生在课题上进行交流与“切磋教学”，

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9]。反观现代大学在课

程设置和人才培养上存在不合理之处，过于注重分科教

学、培养专业人才以适应社会和市场经济的需要，但其

实拥有全面知识反而人更容易就业。西南联大的人才培

养模式使学生获益良多，培养出了众多高尖端人才。由

此可见，以“学生兴趣”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

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探究。

三、西南联大研究的演进脉络

根据图 2 可知，西南联大研究的文献发表数量总体

呈上升趋势，2007 年是西南联大诞辰 70 周年，其年均

文献发表量首次达到 100 篇以上，并在 2015 年达到顶峰

（201 篇），2021 年的发文量预测约有 192 篇。由此可见，

西南联大研究的文献发表总量较大，研究热度较高。

图2　近20年西南联大研究的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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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校等议题成为应有之义。基于国家政策，西南联大的

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逐渐深入的阶段。此外，此阶段研

究的凸现词还有国立大学，与之相对的有私立大学与教

会大学，其中教会大学是由外国教会资助的私立大学。

国立大学由政府出资，但由于政府“忙”于战事，没空

管大学，因而国立大学校长、教授与学生有更多的自主

权，更能集体决策、民主管理。

3. 后期综合研究阶段

后期前沿突现时间为 2016 年— 2020 年，研究的重点

回归到教授和学生的身上，主要有李政道、吴大猷、陈

省身、汪曾祺等。研究的最新前沿是汪曾祺。李政道在

西南联大有两次引起轩然大波的“破格”，一次是从浙江

大学转入西南联大，师从吴大猷，陈省身教其数学，另

一次是读大二时就被叶企孙先生推荐到美国读博。如果

说李政道是“理科代表”，那么汪曾祺就是“文科代表”。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其后期文学作品多与西南

联大回忆有关，研究汪曾祺的文学作品与西南联大密切

相关，于是有了另一个研究前沿文学创作。在西南联大，

文学创作的数量是惊人的，类型是多样的，形式是丰富

的，既有推崇新文化的“革新派”，也有坚持文言古文的

“学衡派”。李政道和汪曾祺具有相似之处。一是都是西

南联大杰出的学生，二是都喜欢逃课，不喜欢课堂的约

束，比较注重自身兴趣和能力的培养。无论是学生本人

对自身能力培养的重视，还是教师注重学生学习体验等

西南联大的教育理念都对我国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2019 年，是抗战胜利 70 周年，学者们对

西南联大的研究放在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中题名为

“抗战时期下西南联大的 XX 研究”的研究文献达 63 篇，

对抗战国民精神和爱国精神的研究激增，挖掘西南联大

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今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一定促进

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结合文献的定

性分析，梳理和总结了近 20 年西南联大研究的热点主题

与研究脉络，得出如下结论。其一，近 20 年西南联大研

究的热点主题包括成功办学的经验研究领域、通识教育

与人才培养研究领域和一流大学建设与启示研究领域等，

基本上涵盖了西南联大研究的各个层面。其二，近 20 年

西南联大研究从前期的探索研究阶段到中期的快速发展

与深入研究阶段，直至后期的综合研究阶段，横向贯通，

纵向深入，达到一定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其中西南联大

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的光荣历史更是与其不朽的西南联

大精神融为一体，令人惊赞。

上述研究结论可为后续的西南联大研究提供思路启

发。第一，目前的研究视角较为多样，研究内容综合化，

这仍将是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其二，宏观上，西南联

大的质量标准将成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的借鉴对象，对其人才培养和通识教育的

研究将继续得以深化。其三，微观上，对教授群体的研

究成果硕果累累，未来将向对大学生群体等前沿研究主

题转变，研究方向将进一步拓宽。

注释：

①阈值为 11，即关键词研究频次在 11 次及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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