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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
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

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

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
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
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
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

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
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
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
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
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
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

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

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
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
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
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
到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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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陆大学的创建

云南大学创建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９２３年开始招生，是云南建校最
早、规模最大、专业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云南大学从创建之初的私
立东陆大学发展成为目前云南省唯一的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２１１工
程”大学，经历了几度沧桑，走过了一条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荆棘之
路。今移凝眸卷，史鉴迪来兹。

１ 清末民初的云南形势
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腐败，外不能抵御资本主义之侵蚀，内不济庇

荫，人民奋起之自救自强，虽没有遭到亡国的耻辱，但却逐渐沦为帝
国主义共同蚕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１９世纪末，缅甸、越南相继
为英、法帝国主义者占领，继而英、法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把罪恶
魔爪伸进云南，云南成为了帝国主义者垂涎的对象。对于帝国主义的
公开压迫、掠夺、欺凌及武装入侵，云南各族人民莫不给以痛击。由
于云南各族人民的铁拳和滇垣山川的险阻，终使帝国主义者无法把云
南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但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屈服于其淫威，将滇西大
片土地让英帝国占据；将云南划给法帝国主义作为“势力范围”，出
卖滇越铁路修筑权及路权。１９１０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法帝国主义就
利用掌握的路权，控制云南对省外、海外的交通运输、邮电联系及进
出口贸易。随后又在云南开设银行，控制云南的金融外汇、财政经济
和科学文化卫生事业。

云南地处边疆，又蕴藏着丰富的有色金属矿，很早以来民间就有
从事外贸与采掘业的商人和矿主。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瓦
解了云南的自然经济，一方面使云南人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
剥削下更加贫困；另一方面又刺激了民族资本工商业在２０世纪的出现

１



和发展，特别是在有色金属采掘业方面发展较快。到２０世纪初，云南
地方民族资本主义逐渐形成一股新兴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并在云南
“重九起义”前后有了积极的表现。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当时以云
南都督蔡锷为首的地方当局，为适应云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改革。经济方面着重兴办实业，支持
正在兴建的商办耀龙电力公司；支持个旧矿商修建个碧铁路等；先后
开办了“官商合办东川矿业公司”“个旧锡务公司”等。在这些公司
兴建和投产过程中，由于缺乏自己的技术和物资力量，技术、设备、
物资全要依赖帝国主义者，处处受到他们的支配和严重剥削。锡务公
司开办后，生产的锡砂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必须通过滇越铁路经
越南海防运往香港冶炼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样，法帝国主义不
仅从运输中进行剥削，还要收取经越过境税，其东方汇理银行还以
“跟单”押汇等形式进行剥削。云南东川的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度外销。战后东川矿业公司因炼不出“精铜”被排斥于国际市场之
外，曾聘日本技师改建炼铜炉，终因不适用，“精铜”出不来，炉子
闲置。１９２２年，因销路有限，生产不断下降，股票贬值，处于奄奄一
息的境地。１９１１年，耀龙电力公司修建螳螂川水电站，交德商礼和洋
行承包。由于云南当时缺乏此类技术行家，器材选用、设计施工等都
只能听任他们决定。电站建成投产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德
商西门子供应的各类电器材料，无法通过滇越铁路运入，使公司面临
很大困境。个碧铁路在建设施工中，由于外籍工程师的独断专行，建
成后也出现时速慢、事故多等多个问题。

面对现实问题，云南民族资本的代表及厂商都深切感受到帝国主
义经济侵略的压榨及交通技术上的制约，使得他们在生产和市场上不
能独立，发展上受到种种限制的痛苦，都迫切企望摆脱帝国主义的束
缚。曾任代省长的周钟岳当时就感叹过：“现在的时代，有许多事非
专门人材不能办理，我们缺乏此项人材，所以规模稍大的事都不能举
办，即或勉强办理，也容易失败，如锡务公司、东川矿业公司、个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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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公司、电灯公司等，无一样不吃亏。”这反映了在云南民族资本
主义发展过程中，某些代表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云南地方当权人
士，已有了培养地方高级专门技术人才的紧迫感。而云南自辛亥重九
光复后，民族产业资本得到了迅速发展，经济逐步复苏。社会发展急
需人才，曾选送过一批滇籍学生到欧、美、日各国公费留学。当时云
南没有大学，只有一些专门学堂，如高等学堂、法政学堂、高等师范
学堂、工农专门学校等，但水平等级只相当于中等学校、高中或大学
预科。送往国外者的学历往往不符合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因此，早在
１９１５年２月，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召开时，云南督军公署曾派出代表携
带拟就的滇省自办大学计划赴会。所拟计划案内，曾经筹议在本省设
立大学，并拟议以后非经大学毕业者，不能选派外国留学。会议曾允
云南筹办大学，但后因云南成为首义讨袁世凯之省，军费支出浩大，
省办大学之事被搁置下来。１９１８年，川、滇、黔三省联合会议，也曾
建议在云南建立一所联合大学，又因故而不成。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
发，民主、科学之风吹遍全国，云南自办大学的呼声高涨，省垣昆明
各界人士、学者名流，或请愿集会，或建议政府，亦纷纷以“创办大
学”为言。海外滇籍留学生论及国事，莫不以“滇省速办大学为作育
人才、救济时艰之拟议”为讨论之中心问题。社会各界对于兴办大学
颇为迫望，数度拜谒时任省长、督军的唐继尧，请商滇省独立创办大
学事宜。唐继尧因前已有此意，遂甚表赞同。

筹建大学不仅要经费，还要有相当的文化条件。首先，要有一批
懂得办近代大学的管理人员和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作为的
师资。其次要有一批中等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作为学生来源。由于云
南是边疆，加上山川险阻，与先进地区联系不便等因素，导致云南文
化特别落后。因此筹建大学之议，虽自辛亥革命后就已提出，但始终
未能实现，缺乏上述应有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辛亥革命
后，由云南地方政府派往欧美的第一批云南留美学生董泽、杨克嵘、
陶鸿焘、卢锡荣、段纬、肖扬勋、何瑶、周恕等人学成陆续回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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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他们大多年轻热情，有着振兴中华改变家乡落后状况的抱负。在
国外学习期间，他们大多勤奋努力，成为精通所学的专家，取得了学
士、硕士、博士、工程师等学位和技术职称。他们目击时艰，面对现
实，深感“一国之智识阶级，实为表率，无论古今中外，其揆一也。
智识阶级之发达，必高级教育能举其绩。所谓高级教育者，大学其尤
也。观欧美各国，可资明证”。鼓吹滇省自办大学尤力。这批留学生
既是创设大学的倡议者，又是筹建大学的骨干和主要师资力量。云南
省政当局，曾整顿、扩大地方的中小学教育。１９２０年，云南中等学校
亦有较大发展，仅昆明已有中等学校十多所，学生达三千余人，要求
升入大学以求深造者日益增多，但因本省没有高等学校，欲求升学，
必须远出省外或国外。能外出求学者，要有相当的经济力量，一般中
小资产阶级家庭大都负担不起；有些学生即使经济条件许可外出深
造，又受到云南中学教育水平低的影响，大多不能及时考入大学，往
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在异乡的艰苦补习，方能升入大学学习，常常有
人因无法考入大学而怏怏返回。因此，社会各界对兴办大学“颇为瞩
望”，省内自办大学就成为他们的迫切要求。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不仅
成为省内自办大学的拥护者，也成为了大学建成后的学生来源。这
样，返滇留学生和中学毕业生就共同成为积极倡议本省自办大学的一
股社会力量，为大学的筹办提供了管理人员、师资及学生来源。

身为云南督军兼省长的唐继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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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挽绝学于既往，牗文化于将来”，明确表示“大学校之设，必期
于成”。

唐继尧（１８８３ ～ １９２７），字蓂赓，云南会泽人。１９０８年毕业于日
本士官学校，次年回国返滇，在讲武堂担任教官及从事革命活动。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昆明“重九起义”。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
唐继尧、蔡锷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推翻袁世凯的“护
国运动”。早年留学日本，他加入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同盟会，积极
４



唐继尧

参与反清民主革命活动，躬历辛亥、护
国、护法诸役，曾先后出任贵州都督，
云南都督、督军、省长等职。民国初
年，军阀混战，中央政府软弱，“诸侯”
强势。中央对教育财政投入不足，教育
经费常被挤占、挪用，造成国立学校难
以运作，面临倒闭。经济状况稍好的地
方实力派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标榜
自己，笼络人心，纷纷在自己控制的地
盘上创办大学。称雄南方的唐继尧也不
例外，他打出了废督裁兵、振兴实业和
交流东西文化的旗号。当董泽等人向唐
继尧建议创立大学时，立即得到了唐继
尧的支持与鼓励，并承诺在经济上加以资助。作为在护国讨袁中起到
重要作用的唐继尧凭借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决定要把大学办成自
己的学校，并以其自诩“东大陆主人”的别号将学校命名为东陆大
学，又声称该校是“东亚人之大学”。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２日致函省参议
员王九龄和军都督秘书官董泽说：“拟办私立大学一所，名曰东陆大
学校”，“而储通材”，“应设正校长一职勉由继尧抗颜担任，而兹事体
大，端绪繁多，相应延聘竹村（王九龄）先生为副校长，雨苍（董
泽）先生为教育长，以资襄助。”

唐继尧筹办大学的消息传出后，一些矿主立即表示支持，并愿意
捐献部分矿场作为校产，供学生实习。云南的民族资本家、开明士绅
都踊跃捐资。路南矿山股主赵伸，商办铁工厂股主李伟、周汝敦等
“欢欣鼓舞，愿将其矿山、工厂采掘试验营业各种全权，认送大学支
配管理”。这些情况反映了筹办一所省大学是当时云南民族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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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艰难地筹建大学
１９２０年，王、董二人领命后，在翠湖内的水月轩成立了大学筹备

处。翠湖位于省长公署所在地五华山之西、明清贡院之南，三地势成
鼎足，相距咫尺。水月轩则位于翠湖中央湖心亭东，水陆相连，绿树
成荫，地理位置便于与省署之联系。筹备处成立后，董泽拟订了《东
陆大学进行计划概略》共八条。《概略》开门见山，起首即写创办大
学之原委：“中国频年多难，学务废弛，大学教育不发达，遂致人才
缺乏，文化未兴。感此痛苦，西南各省为甚，而滇省为尤甚。联帅唐
公恻然允之，故拟在滇中设立一大学，为培养人才、昌明学术之远
图。”诠释学校之目的，在于养成文学、政治、经济、教育、实业之
人才；学校之名称，拟称东陆大学。学校扩充之程序，初期先设大学
预科及大学本科，分文学、政治、经济、教育等四组，共七年毕业。
二期添设矿科、机械科、工程科。三期添设医科、农科。学校之经
费，包括筹备费、开办费、经常费、临时费、基本金等。还对筹办机
关、管理人员、各科教员、校舍建筑等均有述及。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６日，
《滇声报》发表《云南设立大学之好消息》的报道，提及大学已定名
东陆，由唐继尧兼任校长，王九龄任副校长，董泽任教育长，实为云
南大学建设的第一篇蓝图。同月，王九龄、董泽复呈唐继尧，谓办学
既定之后，“当以校舍之地点、经费之筹划为先决问题”。
１９２１年２月，大学筹备正殷之际，唐继尧的部下、滇军第一军军

长顾品珍突然倒戈相向，起兵反唐。唐继尧被迫辞职，乘滇越火车，
取道开远、河口，途经越南河内、海防，从海上出走香港，董泽等也
随之同往，筹备事宜遂致中辍。
１９２２年３月，唐继尧东山再起，回师云南，与顾品珍部激战于宜

良，顾品珍被土匪袭击身亡，唐继尧遂大获全胜，凯旋入省，重掌滇
政。唐流亡香港期间，受到帝国主义统治香港方式的启发，重回云南
后，决心采取西方国家的某些统治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治滇。除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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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帮助建立航空学校，训练空军，兴建广播电台，发展无线电通信
事业外，旧事重提再命王九龄、董泽继续筹建大学。其间水月轩原址
已为军旅驻扎，难以迁让。东寻西觅，几经周折，７月１日将筹备处
重设于省署东侧的平正街双塔寺省立工业学校内。不久，唐继尧正式
任命董泽为大学筹备处长，并先后聘请毕仲垣、李文焱、姜绰云、杨
武勋、杨季崖、杨子深、陶继鲁、童仲华、邓孝思、张西林、邹子
彦、王梦怀、刘惠苍、陈肇歧、惠云岑、柏西文、施兰轩、张泽仓、
陈松岩、何光周、严佐兴、霍实子等滇中名流、各界要员共２３人为筹
备员。为了开展工作，筹备员各司其职。７月１４日，召开第一次筹备
会，并欢迎各筹备员，先由董泽报告筹备经过。后经各筹备员多方研
究议决，分为学制、经费、校址三个问题，逐次讨论。关于学制，议
定先办文、理、法、工各科。预科２年，本科４年。预科毕业，即办
本科。并推定邓孝思、童仲华、张西林、邹子彦、王梦怀、杨季崖、
陶继鲁为大学组织大纲起草委员。７月１５日至８月１０日，草拟、审
议《东陆大学组织大纲》。《组织大纲》分９章２７条。第一章第一条
说：“本大学定名为东陆大学。本大学不仅为造就本省本国人才，并
为东亚学子研究学术，昌明文化起见；且纪念唐公蓂赓（唐继尧）倡
办盛意，因节取东大陆主人外号，特定名东陆大学。”第三章第三条
说：“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并传播正谊真理为宗
旨。”这次制定的《组织大纲》较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的《东陆大学进行计
划概略》详备，也较充分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提倡的
科学与民主的办学思想。

唐继尧极力支持大学筹建，规定公营企事业捐助一定份额；将停
办的企业、学校的资产、设备和经费拨归东陆大学作校产和建校后的
经常费；令省公署定期定额拨给经费；命大中小各县按等级每年分别
提供规定的银额（大县每年２００元，中县每年１５０元，小县每年１００
元），作为学校发给各县在校大学生的奖学金。

在选择校址问题上曾有过两种方案，１９２０年筹备处提出以大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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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宜。董泽与王九龄就大学校址向唐继尧陈述道：“学校地址，自以
规模宏敞，空气清洁之区为适用。”董泽和王九龄等亲临考查省垣内
外，认为“只有距城西３里许之大观楼一所尚觉相宜。该处向称名
胜，虽房舍结构与学堂性质不同，但略加改造，已可适用，较它处拓
地建筑，事半功倍”。１９２２年再提筹建大学时，又考虑到大观楼距城
略远，交通不便，加之房屋不济，文化渊源逊于贡院，故前议终弃，
选定明清贡院为校址。云南贡院坐落于昆明城北，筑于东西走向的商
山山脊之上（今圆通山即为商山之一段），南临翠湖（古称九龙池）
而近省垣中心，北靠城墙（建国后拆除）而望蛇山，东接北门城楼
（今省杂技团门口）而迎金马山，西至今校文津楼北侧的地下车库而
向碧鸡关，所谓“左金马，右碧鸡，枕蛇山，面翠湖，所指他省所
无”，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堪称“风水宝地”。贡院中心为其主要建
筑至公堂，此为各省贡院共有之屋，取其“科考公正无私、一秉至
公”之意。其堂琉璃瓦顶，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庄严雄伟。堂之后
分别为监临、提调、监试、考试四房。堂之前为明远楼（今会泽院
址），寓光明远大之意。楼高二层，登楼远眺，大有“绮窗洞开，吞
山纳海”之势。楼之东西均为文场，习称号舍（今东宿舍即为东号
舍）。楼之前为仪门，仪门下为一坡，称贡院坡。坡面之上，有龙门
三道，意为士子中举后即由鱼变成龙，民间向有读书赶考为“鸡鸣清
早起，鲤鱼跃龙门”之说。坡脚两侧各有一牌楼式栅栏门，东曰“腾
蛟坊”，上悬一匾，匾书“为国求贤”四个金色大字；西曰“起凤
坊”，也悬一匾，匾书“明经取士”四字。两坊之名意为龙飞凤舞、
龙凤呈祥，寓意尤深。东西两坊通称贡院街，后来东段改称青云街，
意为士子中举，即可步青云而直上；西段改称文林街，意为考生云
集，甚有文人如林之势。坡脚前方（今大门外）则为一巨型赤色照
壁，乡试后放榜时，中举者之名录即题其上，正所谓“金榜题名”。
整个建筑浑然一体，庄严肃穆，气势恢宏。每三年一比的乡试，全滇
应试生员均汇集于此，各显其才。清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年），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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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曾奉旨充任云南乡试主考官，不远万里，自京师跋涉来滇主持，并
提出了“有志于学，求副实用”的选才标准。据统计，有清一代，云
南文武两科共取举人一万余名，其中经会试而中进士者八百余名，所
谓“数百年科举人才皆出其中”。长期以来，云南贡院成为为国选才
的重要场所。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科举制度也步上穷途末路，久负
盛名的贡院也如秋风落叶，逐渐萧条。１９０３年举行最后一次乡试后，
贡院号舍的砖瓦石料则被拆去，运至五华山修建两级师范学堂。１９０９
年又将位于承华浦（今省图书馆处）的中等农业学堂（又称甲种农业
学校）迁至贡院。至此，盛极一时的贡院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唐继尧
批准了学校组织大纲，令省府根据筹备处建议，拨具有历史意义的
“贡院”旧址为大学校址，并将圆通山划归学校作校园。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４日，筹备大会选举董泽为校长，唐继尧、王九龄

为名誉校长，并请创办人唐继尧聘任校长。会上拟定了大学规章及教
职员办事规程，筹备招生工作。根据《大学令》规定，决定先办理预
科（即原来的先修班），招四班共２００人（每班５０名）。为筹措办学
经费，唐继尧捐款１万元作筹备费，后又捐款５０万元。１０月１０日，
唐以其名义撰写招募启事，由筹备处印发社会劝募。其《募捐启》中
写道：今东陆大学既已定设立，“惟滇自光复以还，护国护法，迭举
义旗，帑藏空虚，中经政变，元气尤伤，教育基金，岂能悉由政府负
担。自非广为劝募，不足以集事。特订捐款简章，并由唐继尧尽力捐
助，用资开办。其常年经费，不敷尚钜。我各界同胞，具知教育为立
国之根本要务，提倡文化，夙有同情。尚希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慨
然赞助，集腋成裘”。

对于东陆大学的性质在筹备阶段曾有过争论。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东陆大学筹备处讨论《组织大纲》时，董泽建议：大学为最高学府，
欲避去各种牵制，巩固大学根基起见，主张“私立”为善，请众研
议。筹备员杨子深发言，无论“公立”“私立”总以能多得基金为主。
筹备员王梦怀发言，大学用人行政原属独立。所谓“公立” “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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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视乎款项自出之多寡而定，兹欲决定性质，仅可认定出款为标
准。筹备员肖敬业、杨季崖、陶继鲁主张定为“公立”为宜。最后筹
备员童仲华发言，谓大学性质问题太大，可改期再开会讨论。２８日继
续开筹备会，讨论大学性质。研究讨论甚久，恰在此时传闻北京因中
央政府拖欠国立北京大学教师薪金发生罢教，这使部分筹备员不再坚
持设公立大学的主张，最后经众表决定大学为“私立”，并将《组织
大纲》删改付印，从速宣布于众。
１１月９日，筹备处呈请唐继尧、王九龄担任东陆大学名誉校长一

职。２０日，唐继尧、王九龄允就名誉校长职。１１月１０日，拟具招生
办法，因提出兼收女生一事，掀起一场风波。省务会议讨论时，提
出：“男女同校，不妨多加审慎。兼以云南学校，流弊滋多。惟女子
教育，名誉尚优。现时东陆大学筹备尚未完足，管理上不无困难，拟
暂从缓议，以免妨碍进行。俟将来办有成效，再为兼收女生，或另开
女子班次。”唐继尧也批示：“俟大学成立，亦办有成效，再行添设女
子大学部，为女子升学之地。”事情传出，议论纷纷。杨凤贞、张琼
华、张邦珍及女师全体师生于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０日上书请求东陆大学开
放女禁，招收女生，“免使增进社会文化之最高学府，形式上犹有重
男轻女之瑕疵，致遭海内外之讥评，而伤大学之体制”。并表示要请
求政府诉诸舆论，以求最后之容纳。“虽牺牲一切，亦所费计也。”云
南旅鄂学会３月９日来函也认为省务会议表示缓招女生之事，“诚同人
所不可解者也”，要求“收回成命”。董泽以教育司司长身份在省立女
子师范学校第四班学生毕业演说中也表示：“我个人之主张，则必达
到男女平等之教育目的，故无论如何，吾必为诸君努力奋斗。”最后，
东陆大学提出先试收女生作为“特别生”的方案，得到省务会议与唐
继尧的同意，并于４月９日发布试收女生为特别生的布告，这场风波
遂告结束。
１２月７日，筹备处呈请唐继尧函聘大学校长并发给关防。呈文

说，现本校一切组织，均已大体就绪，定于明春开学。当此密迩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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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校长一职，自应从速先聘，然后纲举目张，办理有绪。１２月８
日，省长公署批准东陆大学成立，唐继尧函聘董泽为私立东陆大学校
长。是日，董泽就任校长职，启用印信，并致函省内外各官厅说：
“本大学校长一职现经筹备处函请创办人唐公聘任泽（董泽）为东陆
大学校长，并准函送木质关防一颗，文曰‘东陆大学之章’，印于１２
月８日启用视事。”中旬，宣布大学招生简章。１９２３年１月，开始招
收预科生，由省长公署致函各县推荐学生报考。同时，在省外及南洋
地区的报纸上登载招生广告。
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２日，在昆明举行大学预科生入学考试。全省推荐

来昆报考预科的学生共３００多人。３月２８日发榜，考试结果是达到录
取水平的只有３０余人，原计划招收预科４班，每班定额５０名，共２００
名。因成绩不佳，只好增收试读生４０名和补习生４８名（后又增２
人），共１２０人（女生６人），编为文、理预科各一班。

一桩新事物的诞生必然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干扰。在云南办大学是
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毫不例外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这些人提出三
个反对理由：一是云南教育经费支绌，中小学教育尚未办好，还办什
么大学。二是云南财力贫乏，军费开支尚感困难，哪有钱办大学。三
是没有教大学的师资力量。保守派的力量还是很大的，他们利用掌握
的权利，在各方面予以刁难，筹备处连找个办公地点都感到困难。
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１日，王九龄在给唐继尧的呈文中写道： “惟是创办之
初，诸待兴举。前次筹备，固以设立机关，具见端倪。嗣因政局变
迁，中途废止。不特内部人员星散四方，即设备物品，亦皆损失殆
尽。言念及此，良用喟然。刻既继续筹办第一手续，必须依旧设立筹
备处，以便办理各项事宜。查前筹备处成立，原假水月轩地址。现该
处已为军队驻扎，势不能遂行恢复，业经由职（王九龄）与图书馆再
三磋商，暂假该馆空室，附设为筹备处。”筹备员陶鸿焘曾撰文回忆
当时的情景： “回忆筹备之初，东奔西窜，欲求一席之地做筹备处，
几不可得。”几经搬迁，董泽任教育司司长后，始迁至教育司内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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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势力甚至利用封建迷信来进行破坏。在兴建和改建校舍的过
程中，在荆棘丛里打伤了一只举世罕见的黑狐，董泽把它送到博物馆
饲养医治，后不治而死。保守派借题发挥：“千年狐仙被打死了，大
为不祥，大学必定要垮台。”因工程需要，在一窝羊采掘石料，有些
绅士就向政府告状，说筹备处破坏风水，将给昆明带来灾祸。但是，
种种干扰破坏都丝毫没有动摇筹备人员们创办大学的信心和决心。他
们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在唐继尧的关怀及各界人士的热忱支持下，
积极努力地工作，加速了建校工程的进展。为保障工程顺利进行，原
定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日云南拥护共和纪念日，举行新校舍奠基仪
式，以申庆祝”一事也推迟到１９２３年４月建校工程基本完成后举行。

学校大门

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０日，东陆大学隆
重举行新校舍奠基典礼和大学开学
典礼。创办人、省长唐继尧亲临会
场，各机关长官，英、法、美、日
等国驻滇领事馆、各学校、各团体
代表等千余人参加了盛典。清晨，
省署特派的航空处飞机嗡嗡作响，
盘旋东陆上空，散发书面祝词，其
词云：“大哉东陆，为国之珍；群英
济美，善觉莘莘。学基始奠，文质
彬彬；猗欤休欤，中华主人。”全城
市民，莫不翘首仰望，一睹为快。
午前，在校本部建筑基地（今会泽
院处）行奠基礼，在奠基处铺上厚

厚的松柏，乐队高奏国歌，奠基石上镌刻唐继尧亲笔手书“东陆大学
奠基纪念”八个大字。校长董泽致奠基词，唐继尧亲自奠基。午后，
在大礼堂（今至公堂）举行开学礼。先由唐继尧致训词，其词中陈述
了自己创办东陆大学的原因：“（一）国家不幸，大乱迭兴，靖护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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