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引　言

“左金马，右碧鸡，枕 山①，面翠湖， 《滇系》

所谓他省所无。”② 云南大学正是坐落在这个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上，以明清时代的贡院为校址，成为滇省

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因其建校历史的久远和文化

渊源的深厚，一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风云高

校。名家荟萃，大师云集，刘文典、林同济、费孝通、

华罗庚等人齐集一堂；学科门类齐全，文、法、理、

工、医、农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１９４６年，英国

《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 “中国１５所著名

大学”之一。

云南大学能有此辉煌的过往，与其久远的建校历

史是分不开的。１９２２年，云南督军唐继尧心系边疆教

化，以 “纪思振兴文治，以奠国基”为旨，荜路蓝

缕，开创云南大学的前身———东陆大学，并于１９２３年

４月２０日正式开学。１９３０年私立东陆大学改为省立东

陆大学，１９３４年更名为省立云南大学，１９３８年改为国

立云南大学，是我国西部边疆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大学

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时学

①

②

山：山名，在今云南省昆明市北，也单用作 “ ”。

袁嘉谷：《滇绎》（第四卷），东陆大学丛书，１９２３年铅印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科布局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后，迎来良好的发展势

头和机遇；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 “云大人”的共同

努力，开创了新的发展局面，在战略地位、人才培养、

学术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九十余年

来，云南大学经历了 “国家不幸，大难迭兴”的年

代，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新的发展道路上艰辛探

索，从多次困难挫折中跋涉出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进程，逐渐踏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这当中，有多少有

识之士际会风云，励精图治；多少学者呕心沥血，著

书立说；多少学子笃学躬行，奋力成才；多少师生

“铁肩担道义”，为国捐躯。云南大学的历史因其历尽

沧桑的底蕴而显得愈发厚重，也因其生生不息的希望

而薪火相传。

编撰出版 《云南大学校史简明读本》一书，不仅

可以在梳理本校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凝练办学传统、

特色以及校园文化，整理本校学术大师的各种传记和

学术论著，以及他们的生平经历、学术思想和学术成

就，积极关注和了解学校杰出校友的事迹、成就和影

响，真实地记录历代 “云大人”对学校做出的贡献，

而且有利于开展对全校师生的校史校情教育，培养师

生员工对学校精神与理念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激发工作激情和学习动力，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

力和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优良校风、学风的形成，

进而助推云南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凝心聚力，共同

朝着建设 “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区域性高水平大

学”的目标而努力。



云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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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建立，中国高等教育逐步

兴起，许多省府开始兴办大学，云南一批有识之士也纷纷提出自办大学之议。

在社会各界倡导和努力下，１９２２年末，云南省最早的一所大学———私立东陆

大学应运而生，其坐落在钟灵毓秀的云南贡院遗址上。私立东陆大学是中国

西南边陲兴办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建立时虽定性为私立，但是起点高，办

学思想明确，直接以大学冠名。经过近百年的风雨历程，这所大学曾几度更

改校名，从最初的私立东陆大学到省立东陆大学、省立云南大学、国立云南

大学，再到今天的云南大学，在动乱的年代里起步发展，在救亡图存的逆境

中迎难而上，在沧桑巨变的大潮中与时俱进，栉风沐雨，砥砺前行，跨上了

一级又一级台阶，向着更风光无限的巅峰攀登。

第一节　创业维艰的私立东陆大学

云南创建大学的社会舆论始于民国初年。１９１１年 （辛亥年）１０月１０日，

武昌起义波及全国各地。１０月３０日 （农历九月九日），昆明 “重九起义”成

功，滇南临安、滇西大理相继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建立了以

督军为首的新政权。云南首任督军蔡锷当政期间，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

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和支持兴办实业，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并先后派遣一批

滇籍学生赴欧、美、日各国公费留学。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云南创办大

学的呼声日益高涨，竭力主张和支持的社会人士主要有：

一是兴办实业的民族资本阶层。云南地处边疆，与缅甸、越南、老挝接

　云南大学校史简明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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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国境线长达４０００多公里。１９世纪末，英、法列强分别占领缅甸、越南为

殖民地，多次武装入侵云南，均遭到各族人民的英勇抗击，使他们侵吞云南

的阴谋未能得逞。英、法利用清王朝的腐败获取滇缅铁路、滇越铁路的修筑

经营权，进而控制云南的交通运输、进出口贸易以及金融外汇等各个方面。

辛亥革命后，云南民族资本有所发展，商办耀龙电力公司、个碧铁路公司、

个旧锡务公司及官商合办东川矿业公司等先后兴建，但因受运输、设备、技

术等诸多制约而举步维艰。如东川的铜曾一度外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质

量不达标难以进入国际市场，虽聘请日籍技师改造铜炉，但因始终炼不出

“精铜”以致设备闲置；个旧生产的锡砂须经滇越铁路运往香港精炼后才能

进入国际市场，经受种种盘剥；耀龙公司修建螳螂川水电站，由德商承包，

电气材料也由德国供应，一战爆发后无法经滇越铁路运输器材，使公司陷入

困境；修建个碧铁路，外籍工程师独断专行，建成后因时速慢、事故多而致

效益低下。企盼实业兴滇的民族资本家深切感受到，在外国资本的控制下发

展民族经济困难重重，因此增强了培养地方专门人才的紧迫感，积极提出自

办大学倡议，并愿意捐资赞助。

二是留学归国的滇籍学者。云南地方政府先后派往欧、美等国的留学生

有１００余名，他们勤奋好学，学有专长，陆续回到云南或外地就业，怀抱振

兴中华、改变云南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认为兴办大学培养人才是共克时艰

的当务之急。他们不仅在地方报刊上大力宣传创办大学的必要性，而且成为

筹建大学的骨干和大学师资的重要来源。

三是渴望子女深造的学生家长。云南地方政府曾整顿和扩大各地中小学

校，所以中等教育发展较快，到１９２０年，仅昆明就有中等学校十几所，在校

学生达到３０００多人。学生高中毕业后远出外省升学，这对一个中等收入家庭

来说也是一笔难以负担的高昂费用，况且云南中学生水平相对较低，往往不

能及时考入大学，徒劳往返，因此许多中学生面临毕业即失学的处境。云南

自办大学涉及许多家庭的切身利益，学生家长们的要求最为迫切，因此他们

成为促进办学最广泛的社会力量。

在社会舆论推动下，自办大学成为云南地方政府的重要议题。１９１５年２

月，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召开，云南督军公署代表递交了自办大学计划，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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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

到大会的认可，后因滇军最先讨伐恢复帝制的袁世

凯，军费开支巨大，计划未能实施。１９１８年，川、

滇、黔三省召开教育会议，会上曾提出在云南筹建

三省联合大学的计划，大会一致赞同，后因牵涉方

方面面难以协调而未能成功。１９１９年，《尚志》杂

志社社长兼主编龚自知等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再次

集体向省议会请愿，要求成立云南大学，当时督军

公署和省长公署致函省议会，做出 “大学之设，必

期于成”的肯定答复。

１９２０年，大学进入实质性的筹建阶段。时任云南督军兼省长的唐继尧曾

提出 “废督裁兵，振兴文治”的设想，地方知识分子的喉舌——— 《民觉日

报》于１９２０年５月发表专栏文章，根据 “废督裁兵”之说，提出停办讲武学

堂、将裁军节省的经费用于创建一所综合大学的建议。在确定学校性质时，

在社会人士中曾有过一番争论，权衡利弊，大多数人认为，省立大学全由地

方政府拨款，易受时局变动影响，而私立学校可拥有校产，较易稳定发展，

因此以建立私立大学为宜；至于校名，因唐继尧别号 “东大陆主人”而议定

为 “东陆”。唐继尧一锤定音，于１０月２２日致函省参议员王九龄和督军公署

秘书官董泽，决定 “拟办私立大学一所，名曰东陆大学校”，并授命王、董

二人负责大学筹备事宜。１１月，设大学筹备处于翠湖水月轩。１９２１年初，滇

军第二军军长顾品珍倒戈反唐，占领昆明，唐继尧避走香港，董泽也随同去

港，大学筹备处工作中断。

１９２２年３月，唐继尧东山再起，回师云南击败顾军，重新执掌云南政权，

命王、董二人继续大学筹建工作。筹备处原址水月轩已驻扎军队，几经周折，

将筹备处迁至省署东侧的平正街双塔寺省工业学校内。７月１日，唐继尧任

命董泽为筹备处处长，并聘请志同道合的社会人士２２人为筹备员，其中大多

数为返滇留学生。不久，唐继尧任命董泽担任省教育司司长，为便于兼顾筹

备工作，筹备处又迁至福照街教育司署内，大门石柱上悬挂 “东陆大学筹备

处”标牌。

大学筹备处依靠省政府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学制与招生。议定设

　云南大学校史简明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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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陆大学筹备处大门

文、理、法、工４科，预科２年，本科４年。先招预科４个班，每班５０人。

制定招生简章，由省长公署致函各县推荐学生报名，又在省外和南洋地区报

上刊登招生广告，生源不限于云南一地。二是筹措经费。唐继尧带头捐款，

并以个人名义撰写募捐启示，由筹备处印发向社会劝募。以省公署名义规定

省财政定期定额拨给办学经费，并将停办的企业、学校的资产、设备拨作校

产。规定各县按大、中、小等级每年以２００元、１５０元和１００元的份额交付大

学作为学生奖、助学金。三是选址建校。省公署将贡院旧址划归学校，并将

圆通山划入学校校园。筹备处成立建筑事务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建筑事务所，

统一规划建设，拆除贡院明远楼兴建大学主楼会泽院，翻修至公堂作为礼堂，

修缮贡院等其他旧房作为学生宿舍、食堂、办事处、教员休息室和教职员俱

乐部等。改原贡院门为校门，保留门上 “为国求贤”四个金色大字的横匾，

门柱上增添 “东陆大学”校牌。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４日，筹备处召开有各界代表

列席的最后一次筹备大会，推选唐继尧、王九龄为名誉校长，推选董泽为校

长，由董事长唐继尧聘任。当年成立的东陆大学董事会，由创办人唐继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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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陆大学校门

董事长，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陈均、省财政司司长王九龄任董事，并作为学

校的财政支柱。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８日，省

长公署发文，批准私立东陆大学成立，并启用印信。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０日，私立

东陆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暨主教学楼会泽院奠基仪式。

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２日，私立东陆大学举行了预科生入学考试。考生共３００多

人，除个别自行报名外，大多是由各地推荐，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录取考生

　云南大学校史简明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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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东陆大学关防

须经严格的 “三试”：一试国文、英文 （或法文）；二试历史、地理、理化、

博物；三试体格检查。按录取标准，合格的仅３３名考生，只好增收试读生４０

名和补习生５０名，编为文理预科各一班。学校原拟招生办法提出男女兼收，

经省议会讨论，以设备、管理困难为由决定暂缓招收女生，因此第一期预科

班全为男生。为此，在社会上引起一场风波，女子师范学校全体师生上书省

署，要求私立东陆大学开放女禁。后来校长董泽采取折中办法，试收女生为

特别生，从１９２５年起招收３名女生，才平息了这场风波。至１９３０年，毕业

预科生共１９１人，其中文科１２８人，理科６３人，女生仅１５人。预科毕业生大

都升入本科就读，有的考入京、沪、港大学，有的应聘为中学和师范学校教

师。因省内中学毕业生程度不一，为扩大和提高生源的数量与质量，１９２７年

私立东陆大学开办附属中学，拟将附中与预科合并完成６年制中学，让中学

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学习。

１９２５年，私立东陆大学开始招收本科生。原计划文科设政治经济和教育

二系，理科设土木工程和采矿冶金二系。但因生源和条件限制，只招收了政

治经济系新生４２名，其后几年中也大多招收文科生，只招收了一期土木工程

系新生。至１９３０年，本科毕业生共４２名，其中文科３１名，工科１１名。本科

毕业生人数虽少，但大多成绩优异，成为了云南地方建设中的骨干。

　第一章　历史进程　



８　　　　

吴澄等特别女生申请书

私立东陆大学在筹备和办学的１０年间，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别是背负着

较重的经济压力前行。唐继尧虽宣称 “裁兵兴文”，但云南战乱不息，终究

要靠兵力统治，庞大的军费开支难以削减，省政府对私立学校的拨款十分有

限。１９２２年，董泽一再呈请唐继尧将学校经费列入省财政预算，并获准自

１９２３年１月起，按月拨给私立东陆大学经费１万元。后又根据历次所请，每

年补助学校经费３６万元，每年十几万元的经费不过是杯水车薪，难解学校

正常运转的燃眉之急。解决经费困境主要通过以下三条途径：

一是临时筹款。１９２３年，经学校积极争取，获得省军饷委员会两次补助

共１７４００元。据１９２９年８月董泽所作校务报告省军饷委员会共拨付学校２４万

元。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４年，省禁烟公所补助学校１１００元和７５０００余元。１９２４年

年底，学校经费窘迫，教职员工生活困难，学校向省署呈交申请临时补助，

省署饬令军法处、禁烟公所等将三笔款项２万元、５０００元和１万元拨付学校。

１９２７年２月，云南 “四镇守使”① 政变，推翻了唐继尧的统治，接着开始长

达一年之久的混战。在此期间，私立东陆大学的财政拨款完全中断，经校长

　云南大学校史简明读本　

① “四镇守史”指关中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

使李选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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