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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序　　言

巍巍中华，泱泱大国，在五千年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涌现出许许多多为

民请命、舍身殉国的人物，他们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拳拳之心，汇聚成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爱国主义精神脉流。大河奔流，春秋代序，爱国主义的内

涵不断丰富，争民主、求科学、科教兴国、爱国兴乡都已成为其闪亮的组成

部分。在今天中国惊涛拍岸日新月异的历史演绎中，爱国主义精神也必将与

时俱进、日益鲜活……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在全球化、信息化、多

极化、多元化的广阔时代背景里，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对于新时期增强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精神，创建先进文化，团结各

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进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加快和谐的小

康社会建设的步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彩云之南、鲜花盛开的地方，在这片广袤的红土地上，曾发生了

无数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故事：可歌可泣的 “片马事件”，轰轰烈烈的护国

运动，存文化薪火以教育救国的西南联大……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春风满高原，云南人民更是紧跟时代步伐，以自己的实

践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层面，赋予了爱国主义更加丰富的时代

内涵。

云南大学正是在红土高原这明亮的精神苍穹中，闪耀出璀璨的光芒。云

南大学坐落在山灵水秀的原 （明清）云南贡院旧址上，五百多年文采丰华

流注，使这所古老的学府更显得底蕴沉雄大气磅礴。而今的云大校园，环境

优美，精致典雅，还坐落着众多富含文化气韵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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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大气沉厚的至公堂、典雅清幽的贡院号舍、简洁明净的云南第一天文

点、热情奔放的云南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等１０多个景点，正是莘莘学子耳

濡目染养浩然之气、润物无声塑爱国节操的鲜活教材。

自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其前身私立东陆大学始奠学基以来，云南大学云集过中

国众多的文化巨擘时代硕学，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各行俊彦，泽被滇南鼎兴中

华。云南大学的创办者唐继尧将军曾因 “护国运动”而蜚声海内外；在新

民主主义时期，云南一系列革命运动都与云南大学紧密相关。从 １９２５年

“五卅”运动东陆大学学生组织沪潮后援会开始，许多革命事件和杰出人物

都与云大的名字紧密相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大学是全国著

名的 “民主堡垒”；云南大学是 “一二·一运动”的主要揭幕者，是 “七一

五运动”的主战场；有数百位师生下乡参加了滇黔桂边区纵队的武装斗争。

还曾响彻过闻一多先生 “最后一次演讲”的愤怒吼声，如此等等都已经熔

铸成了云南大学宝贵的精神传统。建校以来，共有６８位烈士为了新中国的

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云南大学烈士数目之多，在全国２０００

多所高校中仅次于北京大学，并另有其特点，每一位革命烈士都有着可歌可

泣的感人故事。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着云南大学的发展史，云南大学是对青年

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大学，不只是传播知识、创新知识的学术殿堂，更是学生人格养成的精

神摇篮。陶冶学生情操，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舍身殉国的烈烈风节，热心乡梓的炽热情怀，都必然令学

生情动于中，潜移默化中养成健全的人格操守。基于此，云南大学十分重视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１９９８年，云南大学内的至公堂、贡院号舍、会

泽院等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基地”以传统文

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科教兴滇教育、爱国爱乡教育等多

层面、多手段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对学生进行精神成人的洗礼。云南大学

即将迎来 ９０华诞，本书的出版，将为 ９０周年校庆增添一份厚重的历史

记忆。

峥嵘岁月　大爱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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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资料翔实，精心选撷了云大各个时期有关爱国主义的种种重要内

容，既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又是了解云大乃至云南教育史的好工

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在严谨治学精心爬剔的基础上，出之以生动活

泼的笔触，平添不少风趣。想必众多编者的苦心经营，定能博得读者朋友的

会心赞许。

是为序。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　刘绍怀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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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往今来，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生生不息的爱国传统，爱国主义的长

河也因此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爱国爱乡教育、科教兴

国教育等都是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云南大学的爱国主义教育重点之一，就是

着力于发掘本校历史文化资源，弘扬老一代云大人的爱国革命传统，学习老

一代云大人的光辉业绩，让新的云大人知国情、懂省情、明校情，凝聚奋勉

踔厉、自强不息的大学气质。

云南大学的历史虽只有９０年，但云南大学坐落的东陆园，其文化传承

却可远溯于１４９９年始建的云南贡院。在全国２０００多所高校中，实现了从科

举考试到现代大学的历史跨越，并发展成为国家 “２１１工程”重点大学的高

校尚不多见。１９９８年，云南大学内的至公堂、贡院号舍、会泽院等被云南

省人民政府批准，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基地”环境优美，居高

临下，拥山濒水，绿草如茵，树木参天，四季花香，鸟语不断。“基地”内

悠久的历史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众多的历史文物景点以及一系列富含历

史气韵的标志性建筑物，构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能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

地理、人文环境和建筑群，是对广大师生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和社会主义教育的 “活教材”，也是宣传和弘扬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云南

大学优良的办学传统的宝贵素材。

２００１年１月，云南大学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把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工程”列为 “十五”期间加强和改进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三大工程之一，

以工程方式加强对 “基地”建设。随后，学校成立了 “云南大学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和课题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本书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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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工程”的研究成果之一，也是云南大学立

足本校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悠久的爱国民主传统，进行校园精神文明建

设，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成果之一。

本书的编撰工作于２００３年３月启动，从初步构思，到最终完稿，历时

一年有余。书稿的编撰人员本着极大的热情和严谨求实的态度，查阅、梳理

了大量的云南大学历史文化资料、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材料乃至有关中

国教育和历史的典籍，几经研讨，几番修改，结晶此稿。因写作中参阅的典

藏、书籍、文献太多，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２００４年７月，正当修改审定书稿准备出版之际，当时领导爱国主义基

地建设工作的武建国副书记工作岗位变动，随后，因牵头负责 “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建设工程”的党委宣传部李泽华副部长调任洋浦校区管委会副主任，

参与本项工作的宣传部人员也发生了变动，书稿的修改审定推迟。此后，虽

又几经修改书稿并多次动议出版，终因各位编辑工作繁杂，始终未能如愿。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李泽华通过省委公开选拔到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担任党委

书记后，本书的审定出版再次推迟。

但是，对母校的赤子之心，对未能最终完成这项工作，使之发挥作用的

深深遗憾，始终成为编辑者的 “心病”。“基地”建设的成果，应该惠及云

大学子。

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校园因人的存在而精彩纷呈。随着办学规模

的不断扩大，云南大学已形成两个校区，翠湖校区和呈贡大学城新校区 （原

洋浦校区已于２０１０年置换，新建了呈贡校区）。如何让两个校区尤其是呈贡

校区的年轻学子感受到母校近９０年办学历史积淀的文韵留香，从心灵深处

开启文化寻根的大学之旅，从气质涵养上更好地融入 “会泽百家，至公天

下”的云大精神；让更多的年轻后生关心母校、了解母校、热爱母校，从母

校先贤的典籍故事中得到心灵洗礼，情感升华，激发爱国热情；使青年学生

迈进大学就感受到一种迥然有别的文化气氛，无形的力量便油然而生，并在

这种氛围的浸润下实现人生的重塑，培育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态

峥嵘岁月　大爱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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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无疑是云大教师的光荣使命。对于本书的编辑们来说，如果能够通过

本书的出版，充分发挥 “基地”的育人作用，让莘莘学子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熏陶和启发，既是一种教育追求，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即将迎来云南大学建校９０周年之际，本书编辑们再度聚首，查遗补

缺，勘校审阅，策划启动了出版事宜，并得到现任学校领导和老一辈云大人

的支持。党委书记刘绍怀亲自为本书作序；年近九旬的张文勋先生为本书题

写了书名；云大出版社同仁选派精兵强将参与设计、编审。正是得益于各方

面的支持，本书才得以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８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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