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文集１／刘兴育主编—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云南大学史料丛书）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１５２９－５

　　Ⅰ①国… Ⅱ①刘… Ⅲ①社会科学—文集
Ⅳ①Ｃ５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３）第０８９１０９号

云南大学史料丛书

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文集 （一）

主　编　刘兴育
副主编　卫　魏

责任编辑：毛　雪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１６
印　　张：２４２５
字　　数：６０５千
版　　次：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１５２９－５
定　　价：５８００元

社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２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６５００９１
电　　话：（０８７１）６５０３３２４４　６５０３１０７１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ｕｐ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ｙｎｕｐｃｏｍ



书书书

!

"

#

$

%

&

'

(

１　　　　

编
辑
说
明

编辑说明

“八十余载，弦歌不断，薪火相传。”在八十多年的峥嵘岁月里，云南大学积累了大

量的文书档案资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文档已开始变质损坏，故需及时整理、

编辑和出版这些资料。此次出版，本着忠于历史、忠于原稿，并依现代汉语语言规范和

国家通行标准的原则，对辑录成册的 《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文集 （一）》作了如下的处理：

１体例。本书对所收录的文章按类项编辑，每类项中的文章依形成时间先后顺序
排列。

２标题。本书大部分标题为原文标题，小部分标题编者依据该篇文章的内容略作
改动。

３格式。（１）每篇文章的段落，大多照原文处理。在格式上有所改动，如竖排改为
横排、省略 “抬头”格式等。（２）数字均原文照录，只是在涉及百分比时，作了个别的
改动，如 “百分之三五·五”改为 “百分之三十五点五”。（３）依现行标点符号运用规
范对文中标点作了处理，特别是逗号与顿号的正确使用。（４）文章中 “作者简介”及标

有 “编者注”的均为编者所注。（５）成文时间较早，文言词语较多，不少词语写法、用
法与现代汉语规范不同，为保持原貌，不影响阅读的，编者未作大的改动，或在首次出

现时用注释说明；确实影响阅读的，则依据现代汉语规范加以修改；（６）编者为文章中
出现的书名加上 “《》”，并对表格按照现行的格式分规范进行编排；（７）文中部分国名、
地名、校名、人名等与现行称谓有所不同，编者均保留原文，不作注释。（８）为汉字后
的英文加上 “（）”。

４编辑整理。（１）繁体字、异体字、异形词等除会产生歧义者外均按照国家现行标
准予以规范。（２）因书中文章成文时间早，加之档案资料保管条件受限，原稿中部分文
字已无法辨认，为慎重起见，避免主观臆测，对此类文字统一用 “□”标识。（３）不同
文章对于同一人名的引用不统一，如孙末楠、孙默楠，为了规范起见，编者按照现在世

人对于此人的称谓加以处理。

５纪年及日期。文章内容中有关民国纪年、公元纪年和日期等均依原文，但标注于
文章后面的出处日期均已改为现行的纪年法。

书中观点均系特定时期作者的个人观点，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难免有失偏颇或

不当之处，敬请读者鉴别。

编　者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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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虽然地处边陲，但在近代教育的发展方面却不输内地。１９２２年１２月，时任云南
省都督的唐继尧出资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宣布成立，校址位于已有４００多年历史的云南
贡院。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３日学校正式开始招生。１９３０年学校由私立东陆大学改组为省立东
陆大学，１９３４年又进而改名为省立云南大学。１９３８年，学校由省立云南大学成为国立云
南大学。１６年里，从东陆到云大，从私立到公立，从省立到国立，学校几经改组变迁，
先后有董泽、华秀升、何瑶、熊庆来四任校长，逐步发展，日臻成熟。

在云南大学的发展史上，最值得一书的是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熊庆来
担任校长的１２年。在此期间，学校进入了自己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熊庆来教授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聘请，出任云南大学校
长。当时的云南大学，只有２个学院６个系，３０多名教授，８名讲师，３０２个学生，教学
设备简陋，教学质量不高。熊庆来原在清华大学工作，他以清华为蓝本，从云南实际出

发，利用抗战初期各方人士南下昆明的机会，广揽人才，延聘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刘文

典、顾颉刚、吴文藻、楚图南、陈省身、华罗庚、费孝通、庄圻泰、霍秉哲、华岗、尚

钺、彭桓武等来校执教。当时云大师资阵容之强，水平之高，在全国大学中是少有的。

熊庆来校长还亲自作了 《云南大学校歌》，制定了 “诚正敏毅”的校训，要求学生具有

诚实、正直、聪敏、坚毅的品格和精神。在熊校长的努力下，到１９４６年，云南大学已发
展成为有文、法、理、工、农、医等学科门类较为齐全，有５个学院１８个系、３个专修
科、１个先修班、３个研究室，在校学生达１１００多人，图书馆藏书１０余万册，理科各系
有实验室或标本室，并有附属医院、附属中学、天文台、实习农场、实习工厂等设施较

完备的综合性大学。到４０年代，云南大学已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中美交流留学生的５所
大学之一。１９４６年，英国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１５所世界著
名大学之一。熊庆来主校１２年，云南大学蒸蒸日上，日新月异，被称为学校历史上的
“黄金时代”。

新中国建立后，云南大学又经过了新的调整组合，其发展也经历了诸多曲折起伏，

一路走来，直到今天。随着历史的延伸，国家的发展，今日的云南大学，无论是院系设

置、师生规模，还是校园环境、办学条件，与８０年前或５０年前相比，都已不可同日而
语。然而，学校的优良传统，却由一代又一代云大人传承下来，发扬光大。从私立东陆

大学 “发展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的办学宗旨，到今天 “会泽百家，至

公天下”的云大精神；从当年 “诚正敏毅”的老校训到今天 “立一等品格，求一等学

识，成一等事业”的新校训，都昭示着云大一脉相承的光荣历史。正所谓 “八十余载，

弦歌不断，薪火相传”。

在８０多年的岁月里，云南大学积累了大量的文书档案资料。这些史料真实而生动地
记录了学校一步步走过的艰辛历程，其中包含着几代云大人的心血和汗水，是前人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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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宝贵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文档已开始变质损坏。尽快整理、编辑和

出版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可以完整地反映学校发展的历史，真实地记录历代云大人为

学校作出的贡献，而且有利于我们总结８０多年的办学经验，把握未来学校的发展方向；
也有利于对师生员工进行爱国爱校的传统教育。这是一项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工作，做好

这项工作，既是前辈师生校友的心愿，也是我们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学校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档案资料均已移交云南省档案馆保存，为了更快捷有效地查
找整理相关资料，我校档案馆和党史校史研究室与云南省档案局 （馆）携手合作，计划

用几年的时间，共同编辑出版多卷本的 《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在 《云南大学史料丛书》

完成编辑出版之际，负责此项工作的刘兴育先生索序于我。一方面因为我在学校分管档

案和校史工作，另一方面也出于我个人对学校历史的热爱和兴趣，于是欣然从命，完成

此序。

肖　宪
２００８年８月于云大会泽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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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则与变则

　　———从财政经济与自由管制立论 韩及宇 （２４９）
&&&&&&&&&&&&&

勤俭与复兴 梅远谋 （２５１）
&&&&&&&&&&&&&&&&&&&&&&&&

儒家和法家重商政策略论 萧子风 （２５３）
&&&&&&&&&&&&&&&&&&

县地方金融制度刍议 杨克成 （２５５）
&&&&&&&&&&&&&&&&&&&&



４　　　　

国
立
云
南
大
学
教
授
文
集

︵
一
︶

国际经济

泛论英镑贬值问题 郭树人 （２６７）
&&&&&&&&&&&&&&&&&&&&&

升降浮沉的英法币值 萧子风 （２７１）
&&&&&&&&&&&&&&&&&&&&

半年来英德法产钢量的比较 萧子风 （２７３）
&&&&&&&&&&&&&&&&&

近代美国的产业结合运动 杨宜春 （２７５）
&&&&&&&&&&&&&&&&&&

美元也要贬值 杨宜春 （２７８）
&&&&&&&&&&&&&&&&&&&&&&&

欧美的战时财政 徐绳祖 （２８０）
&&&&&&&&&&&&&&&&&&&&&&

教育评论

今后各大学发展政治学系之我见 王赣愚 （２８９）
&&&&&&&&&&&&&&&

史地教育与抗日救国 吴　晗 （２９２）
&&&&&&&&&&&&&&&&&&&&

后方文化事业与抗战建国 熊庆来 （２９４）
&&&&&&&&&&&&&&&&&&

怎样做青年的导师？ 王　政 （２９５）
&&&&&&&&&&&&&&&&&&&&

云南青年夏令团 杨春洲 （３０１）
&&&&&&&&&&&&&&&&&&&&&&

教育政治与政治教育 王　政 （３０８）
&&&&&&&&&&&&&&&&&&&&

云南大学与地方需要 吴文藻 （３１１）
&&&&&&&&&&&&&&&&&&&&

抢救云南教育 徐嘉瑞 （３１４）
&&&&&&&&&&&&&&&&&&&&&&&

一年来的文化与教育

　　———复员途中 姜亮夫 （３１６）
&&&&&&&&&&&&&&&&&&&&&

论云南高等教育 周光倬 （３１９）
&&&&&&&&&&&&&&&&&&&&&&

本校之学术生命与精神 熊庆来 （３２１）
&&&&&&&&&&&&&&&&&&&

现阶段的中等教育 杨春洲 （３２２）
&&&&&&&&&&&&&&&&&&&&&

社会科学的范围及其研究的方法 马鹤苓 （３２４）
&&&&&&&&&&&&&&&

国际观察

四国协定与欧局 徐绳祖 （３３１）
&&&&&&&&&&&&&&&&&&&&&&

今后的外交路线

　　———是否仍一味的侧重伦敦？ 林同济 （３３３）
&&&&&&&&&&&&&&

阿部内阁的前途 徐绳祖 （３３５）
&&&&&&&&&&&&&&&&&&&&&&

花旗外交 林同济 （３３９）
&&&&&&&&&&&&&&&&&&&&&&&&&

日本人的自杀

　　———日本民族性的研究之一 刘叔雅 （３４５）
&&&&&&&&&&&&&&&

日本统一世界思想之由来 刘叔雅 （３４９）
&&&&&&&&&&&&&&&&&&

怎样配合盟军的攻势 周新民 （３５５）
&&&&&&&&&&&&&&&&&&&&

欧战结束与远东战局 周新民 （３５７）
&&&&&&&&&&&&&&&&&&&&

由个体安全到集体安全 朱驭欧 （３５９）
&&&&&&&&&&&&&&&&&&&

天皇与日本宪法 王赣愚 （３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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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４）
&&&&&&&&&&&&&&&&&&&

论原子能的管制 刘尧民 （３６６）
&&&&&&&&&&&&&&&&&&&&&&

缅甸自治的前途 方国瑜 （３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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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组织民众的两点认识

林同济①

抗战开始之日，各方面即生一种暗隐而深的感觉———就是如果只凭正式军队与敌人

对打，我们的前程吉少凶多，数月来 “组织民众”一名词乃成为到处逢源的呼声。

组织民众以发动我们 “无穷的人力”确是我们抗战中的第一要图。能把此三四万万

的人民组织起来，我们何为而不成，何战而不克！问题却是：如何组织呢？

组织民众以作长期的战争，严格说来，乃是欧战发生以后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大规

模的全民战争是历史上一个极新的现象。未现代化的国家而求组织民众，难乎其难。这

并不是说未现代化的国家便根本上不能或根本上不配组织民众；乃是老老实实的指明未

现代化的国家而求组织民众实有其特殊的困难，恐怕还有其特殊的方法与形式。如何组

织中国的民众？这不是指无尽地叱咤可成的事业。须知我们此次组织民众，不只是来摇

旗呐喊，乃是来担任现代的国际战争。也许过去十数年我们所以组织民众的老方法、老

程式，在当日虽可顾盼自雄，到今日却已不堪陈腐。如何在 “战”的状态下，“战”的

压力下，把此散漫如沙的中国民众，组织成现代的战士、现代②战争中的有力工具———

这是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此刻未能多论。只提出一二先决问题。细察最近一般的言论或含有一种危险的

倾向。爰提出两点基本认识以为讨论组织民众的出发点。

（一）组织民众是要大众军事化，不是要军事大众化，现在颇有一般人以为军队不

是抗敌的主力，民众乃是抗敌的主力。他们只谈民众，忘却军队。他们对正式军队的训

练与作战，认为是 “旧老套”的战法。甚且假 “左倾文学”的名词认一切正式军队的作

战为资产文明的遗物。于是乃隐隐然标出其所谓 “普罗”战略，欲凭着农间的锄来，以

挞伐人家的大炮坦克车。方以为民众的力量无穷，民众是万能之主，只须揭竿一呼，把

成千成万的农工吹嘘到相当的心理热狂便可无往而不克。此种幼稚的 “左”倾论，使我

们回想到义和团的当年。还有一般人看了我们主力军队的退败，便欲把游击为作战的正

略。避正面，求侧击。避对垒，求突袭；是扰乱敌人后方的好法，是钳制敌人长驱攻我

的策略，但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对于此点的认识，恐怕莫过于第八路军。以 “游击”

补助 “对垒”而不以 “游击”代替 “对垒”，这是我们第八路军的主张。原来所谓 “民

兵合一”，在目前的环境下，是要把大众军队化了，而不是要把军队大众化。我们手中的

局面是战的局面，是对外战的局面，是被迫而作现代的对外战的局面。我们组织民众，

是一种军事的必需，而不是一种社会的运动。我们要按军事的需要，来推行民众的组织，

我要用军事的形式，来指定民众的组织。换言之，大众要为抗战的工具，大众要成为军

①

②

林同济，福建闽侯人。１９３７年９月到云南大学，曾任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兼主任。
代：原文为 “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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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机关。我们要大众军事化，不要军事大众化。

（二）组织民众是要由一元指挥，不要由多元发动。战的意义是在一个总司令、总

指挥下作一种有计划的武力行动。发令权、指挥权绝对的统一与集中是任何战争的第一

条件。先要指挥统一，然后有计划行动之可言，然后有作战方略之可言。不能，则令出

多门，彼东此西，无所谓计划矣。所以一个能战知战的民族，一说到战，便晓得捧出一

位英雄，在其指挥下作战到底。欧战中法国人民拥护霞飞将军，终能得胜，即是一例。

我们此次抗战，竟能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中，产生统一的指挥权，拥出最高的司令者。这

可以表现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尚隐伏有作战的天才。数月来战事结果，把 “摇移”的分子

淘汰殆尽。此后我们的指挥权，必将要会加一元化。此种指挥权一元化之增强，不但要

增加我们此后军队战斗的效率，还要促进民众组织的推行。要知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机构

下，民族实含有一种矛盾作用在：它可为益，亦可为害。为益为害，其关键全在乎指挥

统一之能否保持。如果我们能在统一指挥下推行民众组织，则步骤有次序，形式有定型，

民众便可成为全部抗战机构中之有力工具。如果我们迫于期待，急躁①行事，甚至对于

我们最高机关组织民众的能力与诚意，顿抱怀疑之心，甚至转眼他望，另求政治的重心，

则民众组织，将由多元发动而指使。大势所趋组织民众之一物，反变成政治分裂之导线。

前方浴血以战，绝不容后方二三其心！如何组织民众是绝对重要的问题。但我们要先问

我们中国人有否组织民众的资格。究竟我们在此战的状态中，战的需要下，有否组织民

众的能力，有否组织民众的资格呢？这全看我们能否继续维持统一的局面，能否于战的

痛苦急转直下后，还是百折不渝的增进指挥权之一元化，无条件的接受最高领袖的意志

与要求。民族生存战的试金石即在于是。

《云南日报》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３日第１版

① 躁：原文为 “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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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前途

徐绳祖①

一、隐存着的疑问

抗敌军事发展到了第三期，国人们看到了于黄河决堤之后，东南则狂炸广州、福建，

安徽方面，陆路则分兵直趋湖北省境，水路则沿长江夺香口、下马当，因而私衷惴惴，

忧虑大武汉的安全，焦急于最后胜利之是否属于我神明华胄。

以上的忧虑与焦急，在我们看来，至少在笔者个人看来，是应得的结论，合理的结

论，最可珍贵的结论。何以故？以一般的视线，多集中于军事现象，而在事实上又多情

格势禁，对于支持军事的各种条件，未能综合的检讨，全局的估计，因之茫然所得的结

论，仅能依军事现实为唯一推断的材料。此外推断本身，在方法上虽不健全，稍有可以

訾议的地方，但大家能于忧虑大武汉的安全，客观上便是表征大武汉进一步的可以获得

安全；大家能于焦急最后胜利是否终属于我神明华胄，客观上也即是表征最后胜利终将

属于我神明华胄。

二、敌我形势的对比

然则我们的认识与判定究是如何呢？

我们的回答是：敌人要夺取武汉，必须付极严重的牺牲！而抗敌的军事胜利，归根

结底还是属于我神明华胄。

我们现在先检讨第一层。

目下敌人要夺取武汉，兵力必须东南北并进。所谓自东西进，即是指自安徽或沿长

江西进；所谓自北南进，即是由山西、山东、河南沿平汉南进；所谓自南北进，即是由

浙江或福建通过江西或自广东越江西、湖南以进逼武汉。然而这三路的兵力，除安徽沿

长江一路已有进展外，自北南进的兵力，或则困于黄水，或则为我牵制，山西境内，则

殆居于败北围困的状态，欲其南下，最近殆不可能。以言自南向北，则浙江敌军，大半

为我游击队牵制，不能动弹，如欲由福建通过江西以进逼武汉，则须费若干的岁月，若

干的武力牺牲，敌人目前姿态，决不出此。又自广东越江西或湖南以进逼武汉，也不可

能。何以故？以广东我有雄厚的兵力，而夺取粤汉全部，亦非付广大的牺牲不可；月前

敌之狂炸广州，其目的不过威胁，非敢有意于占领。所以，目前敌人之进窥武汉，其唯

一可能的途径，只有自东向西，即由安徽的陆路与长江，进逼武汉。

然而敌人的这一企图，现实的必遭受严重的打击的。何则？第一，安徽、湖北省境，

① 徐绳祖，字茂光，云南弥渡人。１９３８年到云南大学，曾任云南大学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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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绵亘，雨季过后，江水便落；自然的限制，将使敌人军事渐臻困难，第二，我保卫

武汉，有严密的防线三道，其第一道系自郑州以达固始；第二道则自郑州以至信阳的平

山；第三道则自武胜关经麻城越长江以至大江之南，敌欲冲破此三道防线，势必倾其全

国的兵力，乃克有济；否则，如欲用来华三十五师团的残余部队进袭武汉，成功殆不

可期。

其次我们继续检讨最后胜利，是否终属于我的问题。

在解答这一问题里，我们即使假定武汉在敌人付了最巨大、最严重的代价后，我为

维持长期战的关系而自动放弃，这于我固属有害，而于敌则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为什么？因为我们还继续抗战，而敌人则于武汉下后，国际环境必有剧烈的变动，

国内的人力物资，则始达瓦解的阶段。我们现试分别言之。

现试从敌国的人力物资言：

敌人的侵略军事费用，其来源十之九是仰赖于公债，这已成为世界的常识；然而公

债的消化情形如何呢？一是一九三七年应发的公债九亿二千万元，还未能发行，二是今

年应发行的五十五亿元，则因民间无力承受，还在搁置，将来全数如由日本银行负担，

则敌人金融，必因币价狂跌而趋于紊乱。

敌人的对外贸易，去年十一个月的入超，在六亿四千六百万元以上，而今年上半年

六个月的入超，约计超过了三亿五千万元以上；这一笔增加的入超，主要是因为和平工

业的受限制而出口少，相反的军事工业的原料，则源源输入所致。敌人在这种国际收支

不平衡的状态下，所以去年不得不再贬日元之值，使国内黄金得以源源出口，获取军需

物资。但是敌人为达此目的，它的存金便源源不绝地减少。据德国方面的报告，日本银

行的存金，仅值二万万元，又据苏联经济家瓦尔加的调查，则一九三七年底日本银行的

存金，不过仅值三亿余日元。

敌人中央银行存金的减少，自然诱致外汇的跌落，例如一九三七年九月，敌人的百

元日金，尚可换取美金二十九元零九分五厘，而一九三八年二月，则仅能换取二十九元

零三分五厘，此外则美国对敌贸易，声称必须现货买卖，禁止信用交易，也便是敌存金

枯竭的明征。

敌国内物价，除农产品一致跌落外，一切消费物品，则因限制输入关系，一致狂腾，

使消费者受严重的困难；下列东京的生活费指数，便是昭告日本人民的苦状：

东京生活费指数 （一九二九＝一○○）

一九三一 七十四点七

一九三五 八十三点六

一九三六 七十三点八

一九三七年①十一月 九十九点二

以上是简单的从敌人物力上说明它支持战争力的脆弱，以下再就它的人力方面言。

敌人因为限制入口和加紧剥削工人农民的结果，在战争期间它国内的劳动冲突数也

① 原文无，编者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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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增加，据苏联的报告，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两年敌国内劳动冲突的增加，有如下表

所示：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冲突的次数 一○五八 一六一二

参加冲突的人数 四十八点五 （千人） 一百八十八点五 （千人）

此外敌人自发动侵略战争后，即大捕国内教授、学生凡数千人，在华军队中，时有

自缢反战情事，这都是证明敌人人力的分散。

然而在我们国内，我们见到的除汉奸外，全国只有一心，物资虽然也稍稍感受困难，

但大都可以平稳度过。所以今后只要坚决不移的坚持抗战，则上述敌人的弱点，必渐渐

发展使它的侵略军事自行崩溃，使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又况在争夺武汉以后，敌人精疲力竭，微妙而动荡的全世界之形势，有使他国乘敌

之疲而进攻敌人的可能。

三、问题的所在

不过最后胜利之属于我，武汉之得安全存在，在势不是自然形成而必须加以人力的，

所以当前我国民必须努力的，一是防止敌人求和企图之实现；二是大家应本抗敌高于一

切，一切服从于抗战，一切为抗战而活动的精神，再接再厉，俟敌之疲，然后加以猛击，

那武汉即使不保，再最后胜利，终将属我。

所以抗战的前途，却是可以乐观的，问题的所在，便在我们如何打击敌求和企图之

实现和如何加紧努力以困疲敌人。

一九三八·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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