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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在清末“新政”改革学制的浪潮中，川东道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在重

庆试士院（今重庆渝中区石灰市）创办了川东地区第一所正规的师范学堂——

“官立川东师范学堂”。它就是西南大学的源头。从川东师范学堂开办至今，已

经110年了！

回望这段起伏跌宕、曲折回环的历史，始知办学前辈之艰辛，历代学人薪尽

火传之孜孜不懈。

川东师范学堂建立不数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学堂余绪尚存，名

称亦沿袭未改。至1914年，根据民国元年教育部《师范教育令》之相关规定，更

名为“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1931年1月，又改名为“川东共立师范学校”。

此20余年间，国家时局动荡，兵连祸结，学堂命运多舛，校址频迁，经费困难，校

长屡易，几至停办。赖川东道尹甘绩镛、学校师生及社会贤达尽力挽救，改建董

事会并举甘氏继任校长，学堂方得以延续。

1932年，经甘绩镛倡议、校董事会同意并积极筹备，21军军部训令：在川东

共立师范学校内设立乡村师范专修科，“以研究乡村问题、培养中级乡村师范之

健全师资”。1933年 2月，乡村师范专修科迁至磁器口并在此征地扩建农场。

其一切教学、经费、管理仍由川东共立师范学校负责。7月，奉四川省府之命，乡

村师范专修科改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从川东共立师范学校分出单独办理，开始

招收本科学生，甘绩镛兼任院长。1936年，因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之名与当时之学

制不合，奉命改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四川省立教

育学院在艰难竭蹶中勉力发展。延至1949年重庆解放，学院已有9个学系。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地区除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外，尚有一所1940年创办于

江津白沙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虽位居乡曲，学生亦不甚

多，却荟萃了不少名师，教学科研，颇足称道，是战时中国女子师范教育的最高学

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于1946年迁至重庆黄桷坪继续办学。

重庆解放时，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已有8系1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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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内迁的众多高校皆复员归去，重庆高校骤然减少，许

多学子深造无门，一些教师亦望路兴叹而留渝“待业”。一批热心教育的人士四

处奔走，拟利用已复员学校留下的校舍和设备，筹办私立高校。几经周折，终于

成功。其佼佼者为卢作孚首倡创办、于右任任董事长建于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旧

址的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和梁漱溟在北碚金刚碑创办的勉仁文学院。

重庆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决定筹组两所新型高校。1950年10月，

遂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农科以外的6个系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组建西南

师范学院。校址定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所在的磁器口，后迁至北碚天生街 2
号。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和勉仁文学院两所学院的部分教师移至西南师范学院任

教。同年11月，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农科3系（农艺、园艺、农制）为基础，并入

私立相辉文法学院的农学专业和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农艺系，组建为西南农学

院。校址在私立相辉文法学院旧址，且将勉仁文学院房舍校产并入。后来，西南

农学院为扩大校园，迁至天生桥一带。至此，本是同源的师生员工及系科，经此

次分化重组，建成了两所性质有别而又毗邻而居的高等学府。

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建立后，虽然两校专业不同，学校发展方向与建

设重点也有差异，但是经历却大体相近：经过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办学实力进一

步增强。教学上“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不断进行教学改革，旧的教育体制逐渐被

改造；从土地改革、思想改造运动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

师生员工都参与其中。其间，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及“反右倾”斗争等，影

响了学院的正常教学秩序和师生们的思想与生活，而“文化大革命”对学校则造

成了更大的破坏。然而，两个学院仍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办学。学院规模逐

渐扩大，毕业学生前后相继，堪称桃李满天下，且多为所在单位之出类拔萃者。

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两个学院的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以及办学条件等，皆得到空前发展，并于1985年

先后升格为大学。2000年,重庆轻工业职工大学并入西南师范大学。2001年,
西南农业大学则与四川畜牧兽医学院、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重组为新的西南

农业大学。

两校酝酿合并始于20世纪末。几经磋商，多次谈判，最后在中共重庆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经教育部批准，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合并

之事尘埃落定。2005年7月17日，久分之两校得以复合，组建为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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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由教育部直属，实行教育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建，进入国家

“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行列。学校占地8000余亩，全

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等5万余人。

西南大学组建已整整10年。10年来，学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

展，紧抓机遇，深化改革，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合并前，两校分别以作育师资、

专注农科为办学特色；组建后的西南大学则是一所涵盖哲、经、法、教、文、史、理、

工、农、医、管、艺等12个学科门类，并大力推进国际化进程的综合大学。学校科

研实力雄厚，师资队伍完备，国际合作和社会服务成效明显，校园文化氛围浓厚，

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为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百年风雨，百年磨砺，始成今日之辉煌。西南大学生于西南，立于西南，“杏

坛育人、劝课农桑、心系天下、服务民生”是学校永远的追求。学校将继续发扬

“特立西南，学行天下”的精神，秉承“含弘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训，坚持创新发

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学科建设为龙

头、队伍建设为保障、科技创新为支撑，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朝着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综合大学目标迈进！

西南大学的历史由历代西大人共同谱写。回顾学校历史，总结办学经验，探

索办学规律，鉴往知来，对于推动和促进学校今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更是对全校师生员工特别是莘莘学子和青年教师进行爱校和爱国教育的重要举

措。为此，在西南大学组建10周年暨办学110周年之际，学校决定在《西南师范

大学史稿》和《西南农业大学史稿》的基础上修纂一部较为完备的西南大学史。

2012年6月，成立了校史编纂工作领导小组、校史编纂工作办公室，以及工作组

和专家组，负责领导、筹划校史编纂工作。

《西南大学史》共分4卷：第一卷从川东师范学堂到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

学院的组建（1906—1950年）；第二卷从西南师范学院的建立到西南大学的组

建（1950—2005年）；第三卷从西南农学院的建立到西南大学的组建（1950—
2005年）；第四卷西南大学组建后的十年（2005—2015年）。各卷分别组织编

写组负责撰写。

在编撰过程中，编写组成员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本着求实之精神，

将自1906年以来110年的办学历程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加以记录。然而，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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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史料缺失，撰写时间不足①，编者驾驭史料的能力及编纂

水平有限等，故难偿所愿，缺点错误亦未能免。

在校史编写之初，学校即提出将此书编成“传世之作”之要求。我们深知，这

是学校对编纂者的勖勉和殷切期望。“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我们向着高标准努

力，或许能得其“中”吧。《西南大学史》定稿付梓之后，是“上”是“中”，抑或是

“下”，即非编者说了算。现在，四卷本的《西南大学史》呈现在大家面前，恭请读者

诸君、全体西大人和历届校友，评头品足，褒贬扬抑。我们将洗耳恭听，执笔恭候！

在组织编写《西南大学史》四卷本的同时，学校启动了33卷学院（部、校区）

史的编写工作。各学院、学部、校区分别组建了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编写工作

组，许多离退休老同志和在职教师都参与其中，各编写工作组确定写作提纲，全

面收集资料，认真撰写初稿，反复修改完善，历时两年有余，顺利完成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精的院（部、校区）史编写任务。学校把院（部、校区）史的编写作为学

校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多次组织召开校史编写工作启动会、培训会、研讨

会、推进会等，全力推动院（部、校区）史编写工作；制订了《校史编写的规范与要

求》，对院（部、校区）史编写进行统一规范；组织专家对院（部、校区）史提纲、书稿

进行了多轮审读、修改，并多次深入各单位征求和反馈意见。

整个校史编纂工作，得到了校内外相关单位的鼎力支持和帮助。重庆市档

案局（馆）及学校档案馆为之敞开大门，给予查阅资料的极大方便。学校各职能

部门，不厌其烦地提供所需材料。全校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及学校、学院历

任领导，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有的对校史的编纂体例、编写大纲和书稿等，提出了

中肯的意见。负责具体组织编写工作的校史编纂办公室和分别牵头负责校史第

一至四卷编写任务的党委宣传部、党委组织部、校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的主要

负责人，以及历史文化学院的部分研究生，在资料搜集整理、文稿校改等方面，做

了大量艰苦、细致而必不可少的工作。《西南师范大学史稿》和《西南农业大学史

稿》为《西南大学史》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谨向

所有关心、支持、帮助我们的单位和个人，向两部《史稿》编写组成员，向参与校史

四卷本和33卷院（部、校区）史审读的所有专家，致以由衷的感谢！

①《西南大学史》4卷的执笔者共有 36人，除 3人外，其余皆为在职人员。他们只能利用工作之余和假

期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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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基础。高等学校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之成为有觉悟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

是由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性质和办学宗旨所决定的，是党的教育方针的根本要

求，是社会主义大学与资本主义大学的本质区别。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的深刻性、广泛性、长期性和有效性，经过 60 多年来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社会主

义事业后继有人、长远发展、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2012 年 6 月 19 日至 20 日，习近平在北京高校调研时强调：高校是重要的教

育阵地，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方向，切实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① 2013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指出：高校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夯实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础。要脚踏实地落实党

的教育方针，引导、帮助广大学子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

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

信。高校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

阵地。②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不重视就可能给党和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

损失，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任何削弱，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

响的增强，无产阶级如果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一定会去占领。因此，加强高等

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①《高校党建要继续坚持和贯彻好正确指导原则》，《人民日报》2012年6月21日。

②《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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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重要思想武装青年大学生，不仅是历史时期的艰巨任务、当前的迫切任务，

而且还是长期发展的战略任务，在任何时期和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忽视、放

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西南大学素有重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与传播的历史。早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学校的前身就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

义。回顾新中国成立 60 余年来西南大学①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发展历史，我们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引导青年大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认

同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

时，还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培养出了一大批政治上合格的各类专门

人才，保证了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后继有人和不断发展。当然，巨大成就的取得并

非一帆风顺，60 多年来，西南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和改革，经历了一个曲

折前进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的 17 年里（1950—1966），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建设和教学工作，尽管有不足，但总体上保持了正常教学，取得了显著成绩。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遭受了严重冲击，正常

课程被中断，理论被曲解，队伍被冲散，政治理论课只是一个“传声筒”，明显存在

空喊政治口号以及“假、大、空”的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党的

十四大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工作，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与重建、不断

改革和创新发展，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教育教学、学科专业建设焕发出勃勃生机，朝着“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

目标扎扎实实地推进。

马克思主义学院是西南大学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年轻”学院。她以 1950年

西南师范学院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和西南农学院马列教研室为源头，以 1952

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为起点，以 1958 年政治教育科为基础，以 1984 年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主干，摘枝成林，孕育了数个专业学科，几经易名，于 2010

年 5月 5日组建成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梳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历史发展进程，既

是为了总结过去，也是为了开辟未来。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

①注：此处泛指西南师范学院（大学）、西南农学院（大学）及2005年两校合并后的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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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育，我们不但面临着需要紧紧抓住的发展机遇，而且也将面对着需要认真

对待的严峻挑战。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但机遇远大于挑战。我们必

须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抓好学科队

伍建设，提高马克思主义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水平和

能力，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成为高水平示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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