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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作为一所主要面向湖南省少数民族

地区和边远山区的综合性大学，屹立于高校之林，

已经31年了。现在，她正以崭新的姿态跨入20世

纪90年代1
1

，

’

e 。为了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借鉴历史经验，我
。

。们组织编纂了这部《吉首大学志》。并以此书献给为

吉首大学的创办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创业者

+、和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的一代又

一代新人，献给一切关心和支持过学校发展的各级

领导和朋友们。
‘ ‘

，

．． ‘第一部《吉首大学志》编纂问世，‘是学校文史

、建设上的一件重大事情，其意义十分深远。全志分

15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准绳。按

照方志学的要求、横排竖写、门类齐全、略远详近、

求实存真、总汇校情、反映规律，是一部朴实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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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的、科学的资料性著述。 ‘．

在志书编写过程中，坚持从学校实际出发，以

实事求是的精神，编纲订目、收集史料、分章撰写、‘

主笔统摄、反三复四始完成讨论稿；随后，将讨论

稿印发各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加以修订、提出评审
+

稿；再经专家学者、学校元老及学校党政领导审读，
+

各呈所见，从而使志书基本达到指导思想明确，事

实充实可信。 、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改革开放、经济腾

飞的新时代，可以预见，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 -，

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即将出现一个加速发展的

新趋势，这也是新时期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进一步办好吉首大学一这种要求就显得更加现实，更

为迫切。 一

．

一’

回顾过去，创业不易；展望未来，光明在前。我

们要振奋精神，．努力进取，携手并进，在新的条件＼

’下创造新的业绩。 ‘

编纂志书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

失”。《吉首大学志》编成，深感欢欣。是为序。

1991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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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

，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实

事求是地记载吉首大学的历史发展。
。

二、本志取事，上限为1958年，下迄1989年底，共

31年。
4 ‘ ”

， 兰、本志有述、记、志、图、表、录等体，以志体为

，． 主。首立概述、大事记；、中设各专章，下分节、目；末缀

附录。图照置于卷首，表格插在文中。
， 四、本志各项事业均以事归类，不局限于部门管理的

范围。 、．

’

五、本志坚持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力求突出地方特

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

’

“

六、本志著录的资料，来自学校档案、各部门提供、社

‘会调查以及知情者、当事人回忆的口碑资料。编纂注明备

查，成书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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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一所具有地方特色、

民族特色的省属综合性大学，创建于1958年9月。面向湖

南全省招生，主要为湘西和省内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中学师

资、民族干部、经济建设和管理人才。校址设在湘、鄂、川、+

黔四省接壤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新老校

区占地948盲。武陵源、猛峒河、德夯、凤凰古城等著名

风景区散布其周，枝柳铁路、湘川、湘黔公路从这里交叉

而过。奇异的风景，方便的交通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学
，

校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
。’

创建初期，学校在缺少经费、缺少师资、缺少设备的

情况下进行了艰苦的建校，开展了校址选定和建设、师资
组建和招生分配等项工作，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吉首大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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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置意见，学校是按照综合性大学的框架进行建设的。学

校成立时设师范部和工科。师范部开设中文、数学两个专

业；工科开设冶金、机械两个专业，还附设化工、机械等

中专班。全省统一招生分配，首届招生189人。学校成立

时，校址尚未确定，借用湘西吉首民族师范学校的部分房

子为校舍。1959年2月，湘西苗文学校停办，湘西自治州

人民委员会将其校址及校产划拨给吉首大学，学校在原苗

文学校(校址在今吉首市大田湾)的基础上开始扩建校园。

由于湘西地处湖南边陲，当时交通不便，偏僻落后，师资

引进极为困难，学校只好从湘西的两所师范和部分中学选

拔一批教师来校任教。‘1960年，学校增设了物理专业和农

机专业，教职工达57人，学生增加到463人。 ，

教学工作在“大炼钢铁"、“大搞劳动"、。大办工厂势等

口号的鼓动下，师生过多地参加大炼钢铁、制造水泥和校

办工厂的劳动，‘同时把课堂搬到炼钢炉前、水泥场地和工

厂里，进行实用性、针对性教学，教学秩序被打乱，基础

理论课、专业知识课被削弱，教学质量受到了一定影响。’

科研方面，部分教师只是围绕教学和教育实习开展了

一些技术革新和一些教材的编写工作。

(三)

1961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一的方针，

学属于保留的

高校又进行调整，吉首大学属于停办的学校，但国务院关

于湖南省高等学校调整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吉首大
“

学是属于保留的15所高校之一(批复中更名为吉首师专)。

省教育厅随即对吉首大学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撤销工科，

仅保留师范中文、数学两个专业，机械、冶金、物理、医

学四个专业先后停止招生。学生下放农村，职工精简20余

名。1965年省教育厅把学校拟定为湖南高校半农半读试点

， 学校。由于专业、教师和学生大幅度削减、以及学校性质

的改变，使这所办在湖南民族地区的高等学校出现了萎缩。 ．

教学上，这个时期学校认真贯彻教育部颁发的誓高等

一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即高教60条)，，纠正了1958年以来

教育革命中左的作法，教学秩序趋于稳定，以教学为中心

的方针得以实行，加强了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教学和基

、 ．本技能的训练。教务部门加强了教学管理，有计划地组织

公开课、观摩课等教学活动，广大教师努力执教，教学质 。

量明显提高。1964年至1965年，由于强调各项工作以阶级

斗争为纲，7阶级斗争教育成为学校一门主课，’教师与学生

分期分批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政治活动时间增加，’

加之进行半农半读实验，使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了冲击。

科学研究工作，1965年学校派员参加了湖南省师范专

科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负责编写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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