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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九秩东陆，文明允臻。

云南大学，居物候福地昆明。１９２２年，学基始奠；１９２３年，招生育才。今日的云

南大学，是国家 “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院校、教育部和云

南省人民政府重点共建高校、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和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

力工程实施院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云南大学可谓用精诚注解了价值，以独特品

格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九十年来，作为倡率云岭大地文运之先的高等学府，云南大学遵循 “立足边疆、

服务云南、提升水平、办出特色”的办学思路，秉承 “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云大

精神和 “自尊、致知、正义、力行”的东陆良训，脚踏实地，开拓进取，为民族铸希

望，为国家育栋梁，渐著成为边疆黉宫之典范。

九十年，心雄志嘉，一路印迹。九十年，笃学躬行，一程佳话。九十年，励精图

治，一府神韵。近年来，在承继光荣传统的基础上，云南大学以建设区域性高水平研

究型综合大学为目标，以水平提升为主线，以内涵建设为重点，夯实基础，优化结构，

强化优势，凸显特色，增强活力，推动学校实现了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超常发展、

和谐发展。

文脉郁郁，星光殷殷。为进一步弘扬精神，引领发展，籍建校九十周年之际，特

推出 《云南大学历史文化丛书》。《云南大学历史文化丛书》凡书三部：《云南大学》、

《云大记忆》、《云大老档案》，所收集与张布的乃是云南大学珍贵的美图、佳文、档

案。三书或有图有文，或有史有论，或有情有义，立体多维地将有底蕴、有故事、有

内涵的云大予以呈现和展示。各书之间题材、风格、内容等虽有所区处，但要旨归一，

其意不言自明。当然，捧书在手，阅时有欣喜，阅罢有余韵，则是我们所乐见的。正

所谓，书香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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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为国而立；九十年后，仍为国强。云南大学建设发展的九十年，是与

时代同步伐的九十年，亦是与人民共创业的九十年，更是与国家齐奋进的九十年。知

往示今，云大人对未来满怀期冀。可以预见，建校百年之时，云南大学定又是一番好

风景！

是为序。

刘绍怀　何天淳

二一三年四月

云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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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与 “东陆大学”之创建 张　磊

一、唐继尧教育理念之缘起

唐氏生逢清末 （１８８３年８月），国家衰败，帝国主义肆意欺辱。面对残破的国家，

他深深感到祖国所面临的危机。赴日留学时，他毅然放弃了父亲为他指定的工科，考

虑到中国 “工业缓不济急，不如学陆军，异日庶可为国家效用”。到达日本不久，他

就在一颗水晶图章上刻上了 “东大陆主人”的字样，并于１９０５年夏所作 《偶成》一

诗，表达了他的宏伟抱负： “莫对青天唤奈何，扫开忧愤且狂歌；壮心百炼锄群丑，

宝剑双飞碎众魔。铸造苍生新模范，安排黄种旧山河；澄清事业寻常举，欧亚风云亦

太和。”

在 《会泽笔记》中，唐氏更是袒露心怀：“甲午、庚子之役，我民族惨遭异族屠

戮；日俄战起，东北父老无辜受其蹂躏，皆我之父兄子弟也，此仇不雪，则我罪不恕，

天之生我，宁无意乎？”“不速使中国富强，凌驾欧美，俯视列强，枉为二十世纪之中

国男儿，生何如死。”忧国忧民之心，强烈的民族情节，远大的抱负，使其于１９０５年

秋加入同盟会，立志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光复振兴中华，并进而实现其 “东大陆主

人”之宏伟理想。笔者认为，唐氏思想根源即在于此，而其关于教育，特别是关于东

陆大学建设的思想源头也在于此。

二、唐继尧与东陆大学之建设

实际上，唐氏在初掌滇省前后就已经有了建滇省 “高等学府”之考虑。

１９１３年，唐继尧掌控云南后，就考虑在云南筹办大学的问题，认为 “治天下，以

大学为基础；立人格，以英雄为模范”。１９１５年，在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滇省代表

提出自办大学的倡议，后因云南首义讨袁，军费支出浩大，以致库款支绌，省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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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搁浅。１９１８年，在滇川黔三省联省会议上，唐又提出了于昆明联合办学的建议，其

他省代表欣然同意，然后又因故未成。１９１９年，云南各界请愿，建议政府自建大学，

唐政府亦曾规划之，“……现本督军兼省长力图整理内政，对于教育全部，均积极进

行。大学校之设，必期于成。”然因社会不安、经费不足等原因，而辍之。五四运动

之后，省内呼吁自办大学之声愈炽，唐氏外观世运，内审国情，慨滇省人材之匮乏，

人材之颓靡，遂于１９２０年 “积极筹备”之。同年，拨翠湖水月轩为筹备处，董泽为

处长，开始了滇省第一所大学的筹备工作。然而，１９２１年，顾品珍倒唐，唐氏被迫流

亡香港，大学之筹办亦暂停。

东陆大学的创办几经风雨，她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是各种需求因素和必要条件实

现的综合结果。

首先，当时云南有了现代化工业、矿业、商业，这就产生了对于某种专门人材的

强烈需求；其次，“欧战以还，思潮勃兴，至理名言，阐发无遗”以至文化勃兴，各

种思想充斥着世界，但是，各种文化或者思想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滇省要想发展文

化，则必须 “拟以固有文化精神，吸收新文化，成一折衷适于国情者。非谋建设一最

高学府以研究之不可”。最后，辛亥革命以后，云南以蔡锷为首的当局，曾整顿、扩

大地方的中、小学教育。到１９２０年，云南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具有中等学校毕业文

化水平的青年学生。他们渴望深造，但是本省无相当之学校以升学，因此，省内自办

大学的呼声在地方学生中也特别高，而他们也就成了滇省大学建成后的主要生源。

同时，由于当时上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包括董泽在内的第一批留学生学

成归滇，使得云南已经具备了开办大学所需要的经济和人力条件。最重要的是，唐氏

“二次回滇”之后，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国家不幸，……由于无多数优秀人材奋斗

期间……乃觉悟培养人材之不可缓”。作为滇省实际的控制者，他具备了整合各方面

之资源建立滇省 “高等学府”的条件。

１９２２年，唐继尧 “二次返滇”，重掌权柄。不久，他命董泽等继续筹办大学事宜，

设筹备处于双塔寺工业学校内，后以旧贡院为大学校址，并带头募捐。“１９２２年，公

还主滇政，仍践夙议，定校址，措经费，阅六月而斯校立”。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８日，西南

地区第一所综合性正规大学私立东陆大学宣告成立，东陆一名乃取自唐氏 “东大陆主

人”之号。时，以唐继尧为名誉校长，董泽为校长。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０日，东陆大学会

泽院奠基并举行开学典礼，唐继尧在致训词中陈述了自己创办大学的原因：

一，国家不幸，大乱迭兴，靖护诸役，数次起兵，以 ‘正义’、‘人道’

相号召，即欲以此纠正人心，治国平乱，不料结果均无甚美满。于是憬然于

云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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