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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育教授编撰的 《旧闻新编———民国时期云南高校记忆》一书就要付梓了，我有

幸能为此书作序。

这是一本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书。书中收录了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４９

年期间云南地方报纸 （也参考了一些省外报纸）刊登的云南高等教育方面的报道和部分

高校教师的文章，还收入了当时云南高校教师名录。内容涉及当时云南高等教育的办学

背景、办学宗旨、学校成立、校长聘任、院系设置、校园建设、办学经费、师资队伍、

招生考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校内管理、校风学风、庆祝典礼、文体活动、社会实

践、军事训练、抗日宣传、防敌防空、学生运动、官员讲话、名人报告、校友活动、校

际交往等等。读着这些文章，使人仿佛置身其中，真切地感受到现代云南高等教育初创

时期艰难搏动的历史脉搏。而且，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由于日寇入侵，中国许多高

校南迁昆明，使云南省府昆明成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高地。如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大就

在昆明，云南大学也曾于１９４６年被 《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十五所世界

著名大学之一。当时的云南高等教育，就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典型的缩影。了解

当时云南的高等教育，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因此，本书的出版，必将在

存史、资政、育人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一部凝结着编撰者极大辛劳的书。选编民国时期地方报纸刊登的云南高等教育

方面的文章，前人没有做过，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这其中有许多困难，如报纸很多，

择文如沙里淘金、海中寻贝；年代久远，字迹不清和文字脱落处需要认补；未加标点的

文章，需要加标断句；有的事件，多说并存，须兼录以供研究；有的文章，还要进行注

释等等。洋洋２００万言的书稿，费时耗力，可想而知。而刘兴育教授，不辞辛苦，废寝

忘食，坚持数年，终成此书。作为同事，我对兴育教授的治学精神深感敬佩。

这是一本值得高教界同仁和所有关心我国高教事业的人一读的书。如果你真读完了

它，一定会从中受益。是为序。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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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１资料来源及内容。本书大部分资料选自云南大学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馆藏的

《云南日报》《云南民国日报》等十余种报纸。其余部分摘自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教职员卷》《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职员卷》等。主要内容有学校变迁、学校动态、师

生参加的校内外活动、教师发表的文章、教师名录等。

２体例。本书为文献汇集编著，采用以时间为顺序的编年体，以记录史实的形式编

辑而成，并兼顾前后文联系，如连续报道同一件事件的进程，因内容联系紧密，优先考

虑归并或用文字加以说明。

３文字选录。采用２０世纪早期报纸刊登的文章或新闻报道，由于当年的语言环境、

用词、语言表达方式与今略有不同，原则上原文照录，尽量保持历史原貌。但有明显文

理不通或错漏字的，根据前后文意思做过修改。有的原文无标点符号，是在整理过程中

加进去的。

４文字处理。①繁简字体按照国家通行标准加以规范。②通假字词，如 “连”与

“联”，“钜”与 “巨”，“复”与 “覆”，“?集”与 “搜集”等，均有改动。③异体字，

“於”“
!

”“据”“声”“复”“适”“?”“
"

”“?”“盷”“?”等分别改为 “于”

“启”“据”“声”“复”“适”“采”“款”“布”“周”“志”。④一些习惯用语，如 “会

萃”“荟萃”“秉承”“职教员”“教职员”等，均做规范处理。⑤数字用法。“壹”或

“五”等均原文照录。涉及的中国旧式数码改为 “一” “二”等中国数字。数字 “
#

”

或 “廿”统一为 “二十”。⑥各种符号如 “××”等均原文照录。⑦段落及格式仍照

原文。

５编辑加工符号。有的报纸油墨严重脱落或破损，造成有的字难以辨认，为此，本

书以 “□”为缺字符号表示出来，正文所缺或编者省略之处，均以 “（以下无内容）”

“（以下略）”等注明。

６教师发表的文章。本书收集不少教师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因受版面限制，仅将

个别教师的文章全文录入本书，多数仅列出作者姓名、单位、文章标题。同一篇文章在

不同报刊发表的，则取最先发表的。报纸上刊登的署名文章很多，仅收录查实是某高校

教师，且刊载于每周一次的论文专刊或者是特约专论等某些专栏的文章。有的教师同一

时期受聘于几所高校，其发表文章时属于哪一个学校无法确定，选其一学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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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纪年及日期。本书除章节的标题用有公元纪年表示日期外，其他均用民国纪年表

示日期。

８注释。统一采用脚注。

９内容删减与补充。本书中某些文章或新闻，仅收录与高校相关的内容，删除与之

不相关的内容。为了保持文章或新闻的完整性及便于读者理解，个别地方在文中做补充

说明。

１０教职员名录。所编辑的名录仅根据现有的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资料来源已注明

出处），粗线条记录教师受聘于某高校。受聘的具体时间、职务等，请查看相关资料。

１１需注意的问题。因当时的报纸印刷质量不高，错漏较多。此次录入工作又是聘

请学生分头录入，除明显的错漏已校改之外，尚有词句不通、标点错误之处，参考本书

时请多加注意，引用时请查对原文。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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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的教育制度直至清末以前，均实行科举考试，是以官学、私学、书院等为主要

形式的封建教育制度。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学产生。僻处西南

边陲的云南各府、州、县深受其影响，纷纷创办以学堂为主要形式的新学。光绪二十八

年 （１９０２年），撤销五华、经正两书院，创办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改

高等学堂为两级师范学堂，之后又成立了工矿学堂、师范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

蚕桑学堂、商业学堂、速成铁路学堂等。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年）开办女子师范和女子

职业学堂。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云南地方政府又改组或开办了一些中等专业学校

和职业学校。各州县普遍开办中小学校。这些新学堂的课程，除了传统的 “四书五经”

外，还增加一些自然科学和西方社会政治学的内容。一些学校还开设日文、英文、法文

课，有些学校还聘请外国人担任外文课教师。新学堂与旧书院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近现代中国大学兴起于１８９８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其后东南沿海、中原内地的一些

省市纷起效仿，相继成立了大学。云南则由于交通梗阻、经济落后、文化不昌等原因，

迟迟未设立大学，滇人要接受高等学校教育不得不出省求学。清末民初，云南选派出省

求学的学子纷纷回滇，他们不仅呼吁政府在本省设立大学，且有不少学者参加了创办大

学的工作。正是有了这样的办学基础，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８日，私立东陆大学 （云南大学前

身）宣布成立。至此云南有了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从东陆大学成立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虽仅有二十七年，但这个时期内抗日战争爆发，致使大批内地高校及科

研院所迁至云南境内，形成云南省高等教育史上最辉煌时期。此间教育思想最为活跃，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高等教育要 “继往开来，必须先要知

往”。笔者试图通过编辑整理云南大学图书馆及云南省图书馆珍藏的民国时期报纸上的

旧闻，展现即将消失且鲜为人知的云南高校往事。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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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年）

十一月

十八日

云南设立东陆大学之消息

大学为培养人才、昌明学术之首要，欧战以后，各国皆积极整顿教育，对于大学之

推广，尤不遗余力，环顾我国，除北京国立一校外，其他私立者，亦仅三数校，且多不

完备，以一国之大，而大学如此寥寥，勿惑乎文化堕落、人才缺乏也。云南兴学数十年，

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每岁不下数百人，欲负笈欧美京津，则道途辽远，力量不及者实

多，欲就本省深造，又苦无升学之地，莘莘学子，每多中途荒废，殊为可惜，是以有识

之士，早有云南应设大学之主张，省议会前次开会，亦曾建议及此，但因军事倥偬，帑

藏支绌，故未克见诸实行，现唐联帅以建设方殷，需才孔亟，特拟创办私立大学一所①，

名曰东陆大学，唐自任校长，并函聘王竹村君为副校长，董雨苍君为教育长，与周代省

长会商一切，兹将联帅致王、董两君函录下：敬启者，窃维国家之建设，必须优秀之人

才，人才之养成，实赖高深之教育，此环球各国兢兢焉以兴学为急，而大学尤宜注重者

也，方今时事纷纭，需才孔亟，欲作十载树木之计，当为三年蓄艾之谋。且滇省近年教

育发达，莘莘学子，成就良多，特各科大学尚付阙如，毕业于中学者，苦无他学可升，

求学于北京者，又以远道难往，才俊之士，中道而尽，甚为可惜，不揣绵力，拟私立大

学一所，名曰东陆大学校，其宗旨在博采列邦各有之精华，适合中国前途之需要，并不

·１·

①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成功。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国家建设百业待举。云南光复之后，
以蔡锷为首的军都督府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重大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均

有发展。建设云南，急需各种人才；培养人才，急需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１９１５年，全国
教育行政会议召开，云南代表所拟计划内容，首次提出本省自办大学的建议。旋因护国运动爆发，

讨袁战争方殷，筹设大学之事随之搁置。１９１８年，滇、川、黔三省召开联合会议，复有西南三省
联合设立大学之议，但未定论。１９１９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民主”“科学”之风吹遍全国，
云南自办大学之声复炽，省垣昆明各界人士、学者名流，“或请愿议会，或建议政府，亦纷纷以创

办大学为言”。云南督军唐继尧 “外观世运，内审国情，慨人才之消乏，文化之颓废，毅然废督裁

兵，振兴文治，作救国之远图”。唐继尧明确表示： “大学之设，必期于成。已在酌定一切办法，

俟稍就绪，再行饬财政厅筹发经费”，即可着手筹办。至是，云南自行筹建大学，已成定局。是年

十一月十八日 《义声报》发表评论，阐述了建立大学的目的，《申报》更为详细地阐述了创办的

设想。



偏重现在一时之思潮，以端正轨，而储通才，应设正校长一职，即勉由继尧抗颜担任，

而兹事体大，端绪繁多，相应延聘竹村、雨苍先生为副校长、教育长，以资襄助，凡应

行筹备事宜，即希会同商榷拟议，至校舍地点经费之筹集，尤为先决问题，并希秉承周

省长商酌进行，俾得早观其成，毋金玉尔音，敢赓絷维之雅，如松柏之茂，伫培睴栋之

才，临颍欣紋，顺颂文祺，董君现已将东陆大学进行计划概略拟订如下：（一）学校之

目的。（甲）养成文学人才。（乙）养成政治人才。（丙）养成经济人才。（丁）养成教

育人才。（戊）养成专门实业人才。（二）学校之名称，拟称 “东陆大学”。（三）学校

扩充之程序。（甲）初期先立大学预科及本科，分文学、政治、经济、教育四组，共七

年毕业。（乙）二期添设矿科、机械科、工程科。（丙）三期添设医科、理化科、农科。

（四）筹办机关。（甲）设董事部。（乙）设筹办事务所。（五）管理人员。（甲）校长一

人。（乙）副校长一人。（丙）校务长一人。（丁）庶务一人。（戊）会计一人。（己）书

记一人。（庚）录事二人。（辛）医士一人。（壬）杂役若干人。（六）教员。（甲）英、

法、德、日语言兼西洋文学教员共四人。 （乙）史学教员二人。 （丙）中学教员二人。

（丁）教育兼哲学、心理学教员共三人。（戊）政治学教员三人。（己）理则教员三人。

（庚）普通科教员四人。（七）学校之建设。（甲）初期建筑一三层西式普通教室、事务

所，建筑费约在五万元。（乙）初期建筑学生寄宿舍与教员寄宿舍二所，建筑费约在二

万元。（丙）建筑运动场，费约五千元。（八）学校之经费。（甲）筹办费。（乙）开办

费，如建筑费、购办器具、书籍费、聘请教员费及一切杂费等约共十万元。（丙）常年

经费。（１）教员薪金约共五万五千元。（２）管理人员费约八千元。（３）杂费约一万元，
约共七万三千元。（丁）常年临时费用，如添设科目及校舍等未定。（戊）学校初期基本

金，预定二百万元，分二期筹定。（《申报》第７版）

建立大学之目的 （时评）

国之军事、财政、内治、外交以及铁路、矿山、机械、农林均须有专门之学识，然

后有美满之效用。此建立大学校所以为不可缓之要图也。

欧洲大战其表面固制胜于军事，而其内容实制胜于专门科学。苟无外交家之纵横捭

阖，政治家之经营，缔造理化家增长其发明，机械家改良其奇器，安能有十荡十决之击

射，九天九地之飞潜战斗者方决胜于疆场，而运筹者已折冲于樽俎哉，猗欤群策力之发

扬国威皆恃此专门学之蔚为国华耳。

当今之世以武力战无宁以学术战，以工商战要仍以智识战。云南普通学校虽办有成

效，而专门学问正尚待讲求，唐联帅有鉴于此，因预备开办大学校，以宏教育而培人才，

此实至可庆幸之事也。（《义声报》第４版）

东陆大学副校长王竹村、教育长董雨苍两君，各报社到者二十余人，午后一时开会，

由本报主笔、报界联合会会长惠大我君述欢迎词。略谓吾侪对于侨胞梁谷欣诸君精神上

之欢迎为日已久，不过形式上之欢迎自今日始，其所以竭诚欢迎者盖有数端。 （《义声

报》第５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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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二年 （１９２３年）

一月

九日

饬解东大奖金训令

云南省公署令各县知事云，案据东陆大学筹备处处长董泽①呈称：窃查职处自成立

以来，关于大学应行筹备事项业经积极进行，分头着办，就其中如经费一项尤应先为筹

备，俾免临时措手。现在筹备开学已稍就绪，拟俟明春先招预科学生四班，共二百名，

应需经费除另请指拨的款以资开办外，所招学生照各大学通例，一律征收学费，约计每

生年缴纳各费至少银元百数十元。在中产以上筹缴尚易，若贫寒子弟除生活必需外尚需

纳费，未免有志未逮。默查各县学生贫寒者居大多数，其中天造之才自属不少。若因无

力纳费之故终致不获受高等教育求得精深学问，埋没英才，消沉士气。殊非设立大学培

养人才之旨，亟需设法培植以资奖劝。此次筹办大学为本省最高学府，既经政府补助，

复蒙钧长捐资提倡，各县地方官绅均负有筹款兴学责任，自应分担经费以资维持。拟由

各县地方分别筹提，大县二百元，中县百五十元，小县百元。责成各县知事按照定数逐

年筹解作为奖励该县学生求学之费，仍应照解留校，如是以各县地方之款建立，各县学

生，不仅一般贫寒子弟因此鼓舞而连翩来学，校中应收学费亦不至无所着落，于培养学

生之中寓有维持校费之意。如蒙允准，即请通令各县知事遵照，自民国十二年起实行，

照解不得短欠，是否有当，理合填文呈请钧长查核指令。

饬遵筹情：据此查；此次筹办东陆大学系为造就精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起见，所

需经费自应竭力筹措以资应用。惟开办及常年各费需款甚巨，除由省库拨补并由本省长

捐助外，其奖学经费不能不由各县分担。该处长所拟大县解银二百元，拟中县解银一百

五十元、小县解银一百元，自十二年起逐年照数筹解作为奖励各县学生求学之费，意在

使天资颖异、家贫无力求学者得资深造，且取之于某县者仍系用之某县办法，既无偏枯，

用途不极适当，自应照准。兹将原定各县等别及每年应解款项数目详细列表，随文令发

仰该知事，即便查照。表列应解银数自十二年起按年筹领，务须每年一、七两月内各提

·３·

① １９２１年２月，大学筹备正殷之际，唐继尧的部下、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倒戈相向，将
唐继尧赶出云南，办学计划终止。１９２２年３月唐复出重掌滇政，办学再次提出。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８日
省长公署批准成立私立东陆大学，大学筹备处处长董泽为校长，唐继尧、王九龄 （竹村）为名誉

校长。



出一半。迳行解支该大学查收，备用仍分报本公署查考，此系嘉惠寒培植各地方人才

起，见毋得籍故推诿。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各县等别及每年应解银数表，武定县、个旧县、会泽县、建水县、昭通县、石屏县、

永善县、文山县、镇雄县、广南县、富州县、元江县、腾冲县、保山县、永北县，以上

十五县系一等县，每年应解学银两百元。昆明县、宜良县、玉溪县、彝良县、江川县、

广通县、曲靖县、蒙自县、宣威县、阿迷县、平彝县、马关县、巧家县、泸西县、绥江

县、弥勒县、邱北县、澜沧县、双江县、镇沅县、宁洱县、景东县、思茅县、缅宁县、

景谷县、龙陵县、墨江县、大理县、新平县、顺宁县、镇康县、兰坪县、云龙县、大姚

县、华坪县、宾川县、蒙化县、中甸县、丽江县、维西县，以上四十县系二等县，每年

应解学费银一百五十元。富民县、罗次县、晋宁县、嵩明县、呈贡县、昆阳县、易门县、

元谋县、安宁县、禄劝县、禄丰县、贗江县、路南县、鲁甸县、瞮益县、楚雄县、陆良

县、摩刍县、罗平县、牟定县、寻甸县、盐兴县、马龙县、盐津县、大关县、河西县、

洱源县、通海县、邓川县、师宗县、凤仪县、西畴县、云县、曲溪县、漾濞县、永平县、

姚安县、祥云县、弥渡县、鹤庆县、剑川县、盐丰县、镇南县，以上四十县系三等，每

年应解学费银一百元。（《义声报》第５版）

五月

二十二日

东陆大学近因各生程度参差，每用英文教授，每多障碍。现拟择其程度，优者为正

班，用英文直接教授；其次者编为别班。俟一二年后精进英文时仍升为正班，以期划一

而免困难。（《金碧日刊》第６版）

六月

十二日

东陆大学名誉校长王竹村君自沪旋滇，于十二日开会欢迎。是日教职各员率全体学

生齐集礼堂，先由董校长述大学筹备期间王君热诚毅力规划赞助之功，后王君答词致谢

并演说。大概谓各省大学之成立筹款较易，故造端甚宏。滇省僻处南陲，际此财政奇绌

之秋，而创设大学聿观厥成，非由唐省长之诞敷文教暨董校长与各教职员之任事坚强曷

克臻此。既乃详论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自唐虞三代迄今，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复详演讲

东方哲学与佛教之关系。演说两小时之久，灌?新知，听者莫不欢迎鼓舞，颇极一时之

口云。（《金碧日刊》第５版）

十一月

一日

东大教职员类皆专门人才，各有所长。东大兼营交通业，以可老村轻便铁道公司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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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务会议决，将该公司所集之股提存银行办理。今因该代表等不能照议案执行，已失公司

之资格。现复经省务会议决，由东陆大学组织公司办理，又将此股款拨存交通、实业两司。

昨该公司代表王孟仁等尚具呈请示，业经教育司明白批示矣。（《金碧日刊》第４版）

·５·

民国十二年 （１９２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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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年）

十月

九日

我对于东大改组的希望①

行　云

东陆大学改组了！东陆大学改组了！我在一个月以前便听到了这种呼声。最近这种

呼声果然成为事实，公私合办的东陆大学一变而为云南省立大学了。据说在最近的将来，

便要开学上课！自己是一个赞成改组的人。东大这次的革新进展，对有志升学的青年是

福音，在对他们表示祝福外，还有两点希望，写出来给改组后的东大当事者做个参考。

第一，大学一方面是最高学府，一方面也应该是社会思想的策源地。大学教授和大

学生一方面是专门学问的研究者，另一方面也应该是社会运动的教导员，换一句话说，

大学应该站在时代的前面，而不应该落在时代的后头，至少也应该抓住时代前进。我以

为以前国内大学比较令我满意的便是蔡孑民、蒋梦麟在五四前后主办的北京大学，而不

是富于保守，专门和新文化运动作难的郭秉文们主持着的东南大学。严格说，那个时期

的北大，固然也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那个时期的东南学生，亦自有其特别的精神；

不过就社会方面的影响来下评判，东南大学便不能不瞠乎其后了。就过去将近十年的东

陆大学的成绩观察下来，我觉得云南的东大，似乎是类江苏的东大同一典型。举例来说，

东陆大学文科教授讲国文，会讲出什么运气不运气来，这未免太 “老牌”了吧！不过我

并不是说，东陆大学便全无好处，好处自然很多，可是我希望改组后的东大，把它原来

的好处发扬光大，将原来的缺陷改正过来。一句话，我希望改组后的东大，像蔡先生、

蒋先生经营北大时代一样的蓬勃有生气，而不希望它只是在江苏东大的那个典型里！

第二，我觉得以前的东大似乎多少带点贵族色彩，学生的包车、教授的专车 （据说

还有轿子及前后跑着的勤务兵）金光闪闪地陈列在学校门口，这也似乎是云南特别的学

校所缺乏的点缀品。不过这还可以说是少数人奢华朴素的问题，与学校的贵族平民无关。

还有每个学生每学期要交三百元以上的费用，才能注册上课，伙食费还不在此数。固然

·６·

① １９２６年云南发生 “二六政变”，推翻唐继尧。由唐一手创办的私立东大 “顿失重心”，学

校发展也受到严重威胁。东大何去何从，令人瞩目。１９３０年８月，省政府改组东大，将私立东大
改为省立东大，经费由政府拨款，任命华秀升为代理校长，对此 《云南民国日报》刊登署名行云

的文章 《我对于东大改组的希望》。



，把三百多滇纸折合法币计算，和省外各大学的学费相形之下，虽未见得多，然而因

为一时不能张罗得三百多元，便不能注册上课的贫寒学生，恐怕也还不少吧？我希望改

组以后的东大，最好是办到像在外面的大学一样，由教育当局发津贴。要是这层办不到，

也应该办到完全免费才对的！（《云南民国日报》第１版）

二十一日

东陆大学自宣布改组后，因问题复杂，以致迁延日久，未能开学上课。数百学生尤

多彷徨歧路，无计可施，几经向当局请愿，迄无结果，盖政府虽已遴委校长，然经费困

乏，猝难筹措也。政府以东大为全省最高学府，未便使其停顿，故决定增加经费，每月

二万余元，以资维持，并催促新校长从速准备开学，俾免学生流离。现闻校务已于日前

实行交替，新校长即筹备一切，于日内定期开学上课云。（《云南民国日报》第３版）

十一月

五日

昨东陆大学以此次市政府建筑新市场，拨用该校地址，对于该校经费，实受莫大影

响，特函市府俟新市场完成后，或拨给铺面房屋，或补助额定经费等由。闻经市府提会

议决，指拨正义两门新市场铺面地基二十间，已函复该校查照矣。据此东陆大学请拨校

址已准照办。（《云南民国日报》第３版）

八日

是日 《云南民国日报》针对目前云南大中学校的学风问题，发表社论，其中涉及东

陆大学，文章写道①：

凡在社会上发生的一种现象，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无因之果，而是有历史的渊源和客

观的社会原因存在的；对于社会的坏现象，若果要求改善，便应先探求此种现象发生的

原因，而后可以研求改善的方法。我们对学风问题的估量也是如此，云南学风的好或坏，

也是有深远的历史和复杂社会条件的，学风的好坏，不能完全把功罪归诸教育者，更不

能由学生尽负其责。

时代的转变，虽然是学风演进的动力，而教育的诱导也可以转移学生的风尚，学生

的自觉，更可以改进今日的学风。希望云南的教育者和青年学生，大家一起来检阅学风

好坏之所在，并努力继续好的风尚而扫除恶的习气，以实现完美的教育，产生健全的社

会改造的战士。

这里所谈的学风是指一般而言，不是专以某校或某人为议论的根据。至于单就一校

的特点来说，居于最高学府的东大，和全省女子教育的模范学校———第一女中，似乎不

该一字不提。

就一般而论，云南学风的优点是：大多数学生都因为曾经参加过实际工作，深深感

到学养的不足，并且明学识不足，不惟不足以言改造社会，而且一旦离开学校，个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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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作者站在国民党反动立场上所作，含有攻击进步学生的内容，请读者注意识别。



问题也没法解决，因此大家都有求知的觉悟，勇于求知，云南学生之所以有实际工作的

机会，又是因为十三年以后革命势力澎湃汹涌发展，把青年学生卷到政治漩涡的缘故，

所以凡事都是利弊参半，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固然会发生种种毛病，而同时也会促进学

生求知的欲望。

首先就云南学风坏的方面来说，大约有三点：

第一，沉寂而且颓废。自民国十七年到现在，云南学生都充分地表现出消沉暮气，

缺乏进取的精神，单就体育方面说，自民国八年以至十五年，各校互相间的球术比赛，

是常常举行的，而现在呢，各校间的球术比赛，是少见了。最近各校施行军事训管，一

方面使学生具备相当的军事知识，另一方面提起学生的朝气。然而军事训练将近一年了，

云南学生的暮气还没有打消，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一般学生看见好出风头而且列籍

反动的学生纷纷被捕，因而正当的合法活动也就停止，并进而呈现出消沉的现象。

第二，在求知方面发生偏狭的毛病。根据各校图书馆的统计材料，可以知道云南学

生大半是陶醉在文艺里，其次他们特嗜好的便是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等，便不大留

心，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我不是反对研究文艺和社会科学的人，但是我主张，现时的

中等学生，应注意讲普通常识，不希望他们有这种偏狭的趋向。

第三，常闹无谓的风潮。近几年来常常发生许多无价值的风潮，不仅影响学校的发

展，而且牺牲自己的学业，这也是应改正的一点。自然不应该反对学生为自己的利益而

奋斗，但是一切的奋斗，要不为人利用，要不作共党发展工作的工具，要有光明正大的

理由和态度。

其次就东大来说，改组以前的东大学生，似乎近于守旧，没有迎着时代赶上去。女

中呢，一般的学生都是很纯洁的，唯有少数的学生，不是为改造社会而求学，也不是为

学问而求学，乃是为虚名而求学，以为博得了女学生的头衔，便可以待价而沽，这一类

学生，在教管两方面，都使学校感受困难，不识女教当局以为如何？说到整顿学风的办

法，作者对于教育是个门外汉，本来也不敢谈，应由教育当局想一个统筹全局的办法，

不过作者生性耿直，向来不愿隐讳自己的意见，仍然不自量地把自己的愚见说出：我以

为目前整顿学风的要图是：（一）由本党领导云南学生做种种实际工作，以启发其原有

的生气，使其日渐活跃起来。（二）由教育当局极力充实教育的内容，使学生不感受求

学的痛苦，不致走入歧途或闹无谓的风潮。（《云南民国日报》第１版）

十三日

东陆大学，自政府议决改组为省立大学以后，即任命代理校长，积极进行校务，现

开学已逾半月，特于本月十日正午十二时在至公堂开会欢迎省立大学筹备委员，到会者

计有张委员莼鸥、龚委员仲钧、缪委员云台、陆委员子安、陶委员继鲁、暨大学及附中

全体职员，学生五百余人，届时开会，兹将演说辞录后：

● 华校长致欢迎词
略谓：今天我们大学暨附中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开会欢迎省立大学筹备委员会。私

立东大，自省府议决改组，旧任职教员辞职，校务停顿，学生失学，各筹委体察当时学

校实况，呈请政府提前改组，使本学期能继续开学，这是我们非常感激的。政府对于教

育，非常注意，所以议决改组东大为省立大学，以谋发展本省的高等教育，并任命筹备

委员进行改组事宜，各筹委均系本省的高级长官，资望素著，热心教育，对于省立大学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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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设施，已经有统筹的方案，此后的希望，是很乐观的。至于经费一项，据自己与

陆委员谈话的结果，不难迎刃而解，现在大学预算尚未决定，十月份经费的一部分，已

承陆委员提前拨发，这是我们应当感激各筹委的又一点。

● 张委员训词
略谓：今天承省立大学盛大的欢迎，很不敢当，此次大学改组，政府委自己为筹委

之一，自己对于教育非常隔膜，不过对于希望云南教育能够很顺利地发展这一点，原与

各位的意见并无二致。今后既忝为筹委之一，自当勉为其力，谋省立大学的发展。至于

以后省大改组计划，各筹委都有把握，逐渐实现，大学是不难有伟大发展的。

● 陶委员训词
略谓：自己是从前提议创办大学同人之一，但脱离已久，对于学校情况，现在很不

明，前久假期停顿中，承同学诸君，枉顾几次，因事不能谋面，甚为惆怅！教育是很

普遍而且重要的事业，从前唐公创办此校，乃为全滇的文化设想，故一切计划，都借重

公家的东西，就是董校长办理校务，亦是公忠体国，实心任事，因有此数年的成绩。目

前对于改组进行，筹备委员会，固不能辞责，即使诸位教职员及学生，也有相当责任，

希望诸君贡献出意见，共策进行，以为他山之助。经费尤应增加，不要说现在区区数目，

即每年花费国币五十万以至一百万，都是应该的。这种工作，不仅是局部的云南高等教

育问题，也是替全滇民众培养人才、提高文化、增进福利的事业，自己忝为筹委，当尽

绵力，竭心负责，以副诸君的希望。

● 缪委员训词
略谓：教育是社会建设的基本元素，人人都负有责任，只要是社会的一分子，都应

该在教育事业上努力，自己和大学以前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后来因为职务的关系，不能

不出省，现在政府命自己担任省大筹委之一，以后应当努力，以谋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

此次政府议决改组东大为省立，是因鉴于大学经费支绌万分的缘故，从前旧任学校当局，

曾商诸政府，当时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政府补助东大经费三千二百元，终不是长

法，所以更进一步，提出改组案来，经会议通过，这个提议自己非常赞同。改组后省大

的先决问题，经费是占主要地位了，大概陆厅长非常愿意帮助大学经费，自己觉得省立

大学，应是政府的全力来谋发展，政府每年花三五十万元来做最紧要的建设事业———发

展省大———虽在库款不甚充裕的现在，也是必要而不可忽略的事啊！

● 龚委员训词
略谓：东大自改组以后，校务暂时废弛，但不久就开课了。起初，自己以为学校设

备一旦荒废，学生精神必定涣散，现在参观一下，觉得学校生气勃勃，学生精神焕发，

这完全是华校长及各位教职员协力同心所努力得来的结果。

东大，自创办人唐赓先生创立以来，复得董校长的惨淡经营，已树立起云南高等

教育的基础，近几年来，已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出来，不过，因为学校是私立性质，与本

省教厅没有联络，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所以，我们觉得有改组东大为省立的必要，但

以前因种种关系，我们没有提出这个意见来，同时我们复深信，大学改组总是迟早的问

题。及至最近中央教部，取缔私立学校，非常厉害，前几月曾电令滇教厅询问东大性质；

教厅一方面电复教部谓，东大是云南的最高学府，性质是私立的，惟校址及设备等系省

有，论理是省立的；一方面将电令呈请省府解决，政府鉴于东大经费支绌，随时由政府

补助，又非长法，遂议决改组为省立，惟因议决案的文字稍有疑义，致引起误解，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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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校长辞职，学校无人主持，同学陷于失学，这是自己很觉得抱歉的。

东陆大学是云南人共有的大学，它的使命很大，学校里的职教员和学生应负有发展

它的责任，社会人士也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至于筹委会，更是责无旁贷的了，将才华

校长说学校开学，一切都是仍旧，没有更改，惟是经费和组织是改组后的。省立大学的

最基本而急待解决的问题，自己不妨说说自己的意见：第一，设备及编制问题。大学以

前因经费和人才缺乏，所以设备及编制是迁就的，目前有些地方不能适合社会的需要，

现在大学即系省立，我们有社会民众做大学的后援者，以后学校设备、组织和编制，可

以适合社会建设的需要了。第二，经费问题。以往因大学系私立性质，一切开支，完全

由产业和学费来维持，经费一层，当然是支绌不敷，现大学既系省立，经费一项应由政

府完全负担，这便奠定大学经济基础，也是政府最注意的一个问题，龙主席曾经说过，

省立大学的经费，只要是适当的用度、合理的要求，政府无有不设法支拨的，所以，经

费一项是不大成问题了。

● 陆委员训词
略谓：自己今天有事落后才到，甚为抱歉！东大改组事务，已有各委员的报告，自

己不必费辞，现在约略地将经费情形说说，云南财政困难，军政费尚难维持，至于各项

事务的整顿，且非难于为力，唯大学在云南，地位甚为重要，虽于极困难中，亦不能不

勉励筹措，现在旧校长未将校务交清楚，故预算不能决定。东大以前，名誉上虽是私立

性质，但唐公创办时，实系将许多公款公地，拨助作为经费，这几年来的维持，都是这

种基金内的收益，现在若不将此项款产交还政府，政府不能明东大的经费情形，究竟

不敷若干，同时，预算亦不能决定，对于经费，自然无从设法。所以现在，头一步，就

是要请旧校长将从前的校产交给政府，然后由政府审查，实需经费若干，决定预算，这

样学校改组才有办法，政府就是无论怎样财政困难，对于社会建设中最重要的教育事业，

不能不特别注意，力谋发展，以谋云南专门人才的培养，这是自己今天要报告的一点。

● 学生代表致答辞
略谓：今天欢迎各位筹备委员的意义，华校长已经说得很透彻，不必自己再重复。

自己所要说的，是当省府议决改组东大为省立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此后本校由政府

来办理，在短期间一定有充分的进展，云南高等教育于此可以开辟一新纪元，但这是我

们的一种理想，刚才我们听了各筹委的训示，已经证实本校的前途是很乐观的，一切问

题，都由各筹委负责筹划，积极进行，尤其是经费一项，各筹委认为最有把握，以后要

日渐增加，现在我们的理想已经实现了！本校在最近就要有很大的发展了！为本校前途

庆幸！为云南前途庆幸！这种庆幸是各筹委赐予的，自己代表全体同学向各筹委竭诚感

谢！表示欢迎！

刚才陶委员说：凡于改组省立大学有意见的，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全体同学因有切

身关系，所以趁此将所见到的几点意见贡献出来，请求各位筹委采择！

第一，现在设立一个大学，要向中央注册，经认可后，才算合法，本校现已正式改

组，应请筹委会从速完成本校发展计划，早日向中央注册。

第二，本校现仅文、工两院，所培养的人才，尚不足以应付本省的需要，如像师范

学院，是云南目前不可少的，所以本校要扩充学院的组织，才适合本省的需要。

第三，本校前因经费支绌，各职教员的待遇甚薄，因之外省聘来的专任教授完全走

了，以后希望提高教授待遇，多聘专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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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现在政府对国内外的留学生都有优待办法，就是省内的中等学生，也有相当

的优待，今后要请求减免本校学生的学费，使青年升学不受经济的限制。又如毕业后送

往国内外考察，选派留学之类，也要有明白的规定。

以上各点，是我们全体同学的希望，也是云南目前的急需，筹委诸公资望素著，热

心教育，在短期间一定能使本校有充分的发展，云南高等教育，从此光明了，我们今天

的欢迎是很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

又华校长及各主任教授，对校内的整顿非常热心，以后校务教务的进展乐观之至，

自己代表全体同学，竭诚地欢迎。（《云南民国日报》第３版）

十二月

二十一日

东陆大学校自改组后即由省政府委任华秀升君为校长，各节早志本报。兹闻华君以

原日奉命之时，曾经呈明只能担任一学期，现在半年已满而校中经费又未蒙财厅核准，

对于办事上诸感困难，用特具文呈请省府准予辞去校长之职，刻下呈文已上，惟不知能

邀批准否。① 又闻该校本学期有大学预科及中学部毕业生三班。兹订期本月二十七日午

间举行毕业典礼，恭请龙主席亲莅发给毕业证书，并请各界领袖莅校观礼，是日夜间，

特为举办游艺大会，一切设备均极认真借作盛大纪念云。（《新商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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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省府于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０日批准华秀升辞职，任命何瑶为代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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