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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九五0年八月，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西北民族学'

院这所新型的高等学校，在祖国大西北的土地上诞生了.

三 l ' 五年来，西北民族学院从元到有，由小到大，从最

初的大量培训普通政治干部，过渡到主要培养各类专门人

才，由几个系科和专业发展到十一个系(部)包括文、理、

医、农、艺、商各类学科、十三个专业的多学科的民族高等

学校.为西北五省区及内蒙古、西藏自治区培养了一万二千

三百零五名各类干部和专业人才.

成立民族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

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西北民族学院培养的大批民族+

部，为各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为各民族的发展进步，作

出了贡献，成绩是显著的.当然，她是在摸索中前进的，道

唱也是不平坦的.系统地研究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必将大

大丰富我国高等教育的内容，也将有利于进一步办好民族学

院.为了给有关单位和研究者提供基本史料，同时为了纪念

建院三十五周年，我们编辅了这本《西北民族学院大事

记》。

这本大事记，是按编年体记述学校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

的事实，可以作为基础资料使用.本书记事，一事一条，反映

大事、要事，教学方面的事稍详，其他从略.力图重点突

出，照顾一般，详略得当，反映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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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反映建院前的筹备过程，本书还尽可能录入民院

前身的一些大事.

本书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文书档案、院刊、报、纸以及对当

事人的访问.

本书在院长领导下，由校史编辑室的下列同志分段编

写z 魏诚(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一年二月)、包寿南

(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马国忠(一九五

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田沂(一九六0年一月至

一九六0年十二月)、俞涵斌(一九六一年元月至一九六五

年十二月)、唐景福(一九六六年元月至一九七六年九

月)、朱解琳(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由

马国忠同志主持编写。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文书档案室、图书馆、西北民族研

究所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的热情指导与帮助，谨致衷心的谢

意.

限于编者水平，加之时间仓促，遗漏、错误、欠妥之处

肯远不少，恳请读者指出，以便重印时修订.

校史编辑室

一九八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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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大事记主要根据我院历年档案、《民院生活》、

调查访问及有关报刊报道的资料等编写的;时间断限，上自

一九四九年九月，下至一九八四年底.

二、本大事记主要记述我院各年发生的大事、要事，并

以时有顺序、事有本末和存真求实的精神，编年叙事，综合

叙述.一般一事一条，记其始末，并按时间顺序排列;个别

跨年度的事件，又按实际情况，或分段记述，或综为一条。

三、所谓"大事"主要是指在全院或院内某一部门、

某一方面发生，而且在当时涉及范围较广、影响较大，或事

后影响又较久、较深的事件要事"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有

较大影响，不记又不能充分反映当时历史的事件。

四、鉴于历史事件的不变性和具体人的可变性，在处理

人和事的关系上，采取了"人随事出"和 e详事略人"的原

则，除院一级领导和院以上先进模范人物外，凡可出可不出

和不出不至于影响事件本身的人物一般不出.

五、在历史事件的记述上，本着"详异略同"的原则，

到有本院特点和个性的事件详记，对一般贯彻性的、共性的

事件从略:教学方面的内容从详，其它方面的内容从略z 第

一次出现的新事从详，重复出现的旧事从略:对未实行的决

议、规划、制度等，一般不予记载，必要记载的，也内容从

简，并加以说明.

3 



凡例

一、本大事记主要根据我院历年档案、《民院生活》、

调查访问及有关报刊报道的资料等编写的;时间断限，上自

一九四九年九月，下至一九八四年底.

二、本大事记主要记述我院各年发生的大事、要事，并

以时有顺序、事有本末和存真求实的精神，编年叙事，综合

叙述.一般一事一条，记其始末，并按时间顺序排列;个别

跨年度的事件，又按实际情况，或分段记述，或综为一条。

三、所谓"大事"主要是指在全院或院内某一部门、

某一方面发生，而且在当时涉及范围较广、影响较大，或事

后影响又较久、较深的事件要事"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有

较大影响，不记又不能充分反映当时历史的事件。

四、鉴于历史事件的不变性和具体人的可变性，在处理

人和事的关系上，采取了"人随事出"和 e详事略人"的原

则，除院一级领导和院以上先进模范人物外，凡可出可不出

和不出不至于影响事件本身的人物一般不出.

五、在历史事件的记述上，本着"详异略同"的原则，

到有本院特点和个性的事件详记，对一般贯彻性的、共性的

事件从略:教学方面的内容从详，其它方面的内容从略z 第

一次出现的新事从详，重复出现的旧事从略:对未实行的决

议、规划、制度等，一般不予记载，必要记载的，也内容从

简，并加以说明.

3 



六、在写法上采取直笔记述的方法，即将事件的发生、发

展、结果、影响等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述，力求反映事件的本

来面目，一般不再另加评议。为使条文叙述得当，在材料的

处理上又分别采取了顺叙、倒叙、插叙等不同方法:一般直

述其事，不过多引用原文.

七、机构、事件名称，一般不用简称.用简称时，也都

采用当时通用的简称，并冠以引导或作必要的说明夹注。

八、年代、会次、文号、数字，统一都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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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

九四九年

九月+八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在司令部

接见 l脑夏分区送来的夏河县藏族知识青年八人，并亲自主持

决定在兰州市公园路马家花园开办藏民问题研究班。该班归

一野政治部联络部和省军管会联络处领导，由秘书主任张养

吾同志负责指导.

+月三目

兰州市各族各界人民在东校场举行赚大集会，庆祝新中

国成立、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示威.藏民问题研究班学员黄

培德以藏族代表身份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韩志华作自由讲

话。

+月+八日

为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和政策，一野

联络部组成藏区招生组，由联络部西饶负责、研究班学员黄

培德、韩志华参加，到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共十余县(市)

情生。这次招生从招生人员出发到最后返兰，时经四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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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生从十一月中旬到次年四月陆续入校报到，共达三百

余人.

+-月-8

兰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在文化会堂开幕，会议中心是恢

复和发展生产，进一步巩固革命秩序.张宗逊主任作"组织

人民力量建设新兰州"的报告.研究班部份学员参加旁听，学

习民主政治精神.

+-月+三日

临潭、卓尼、顺县等地招收的首批新生入校学习.

+-月+五日

夏词致敬团于上月底抵兰，向人民解放军献哈达致教，

并进行慰问演出.二十余名团员自今日起随研究班学习.

+-月十六日

藏民问题研究班扩建为藏民学校，并于今日正式成立，

联络部部长兼校长范明同志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强调团结

互助，并号召全体学员提高政治觉悟、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

点，将来回去后给四百多万藏胞做事情，使他们有饭吃，有

衣穿，生活逐步提高起来.

藏民学校在校长、教务主任领导下设有组教、编译、总

务三个股。教育tr划要点规定全校分设翻译、畜牧、贸易和

纺织四个专业科，学制三个月。在校的七十二名学生分科学

习。因多种原因，此项计划后来未能全部实施.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月三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设立华东、中南、

西北、西南四个军政委员会.

西民军政委员会于一九五0年元月二十日在西安群众堂

宣告正式成立.

+二月二+八日

范明同志介绍一野第一军、第三军二十名同志来校学习

藏语文.

本年底，藏民学校在校学生一百一十八人，有藏、回、

蒙古、土等五种民族.

九五 O 年

元月十--曰

藏民学校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分

校任命范明为部主任.

二月三日

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首次行政会议，西北民族事务委员

会主任汪锋同志向会议提议"在兰州设立以培养民族干部为

目的的民族学院a 会议一致赞同，即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3 



施行

二月二+-日

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行政会议通过"积极培养大批少

数民族自己的干部、迅即于兰州筹办西北民族学院·的决

议.

三月四目( 5004 ) 

革大三部举行第一期毕业典礼，藏、汉、四、蒙古四个

民族的五十八名学员毕业.省军管会主任张宗逊同志、分校

副校长马济川同志参加典礼并讲话祝贺.

五月四日

兰州市各族各界青年在红山根人民体育场举行新中国诞

生后的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暨运动大会，革大三部师生前

往参加，同学们表演的藏民舞，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然掌

声.

五月五日

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主席派张养吾同志来兰，接任1在

大三部主任职.任命杨生华(藏族)为教导主任，王友轩为

副教导主任。

政务院颁发《各大行政区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 .其

中规定各大区高等学校暂由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或文

教部代表教育部领导n

同年八月二日，政务院公布第四十三协会议通过的《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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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 ，其中规定 z 中央教育部对全

国高等学校均负有领导的责任，各大行政区教育部均有根据

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领导本区高等学校的责任.……各大

行政区高等学校暂由中央教育部委托各大行政区教育部直接

领导.

五月+日

平:大二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议，选举成立支部委员会、支

委 II-l 五人组成，张养吾被选为支部书记，王友轩为组织委

员，奈志林为宣教委员。支部下设四个小组，共有党员二十

三人.

五月十-目

部主任向全校师生宣布教育计划，阐明革大三部的性

质、任务及第二期的教育目的、学制和课程内容.并动员师

生学习讨 论， ~J注:学习生活公约.

五月二十六日

全校师生二百余人于今日下午召开"保卫世界和平签名

运动动员大会张养吾主任作动员报告，讲述了开展保卫

世界和平签名运的重大意义。会后，各族同学积极热烈地签

名 .

五月三十-曰

张宗逊同志致函西北局彭德怀、习仲勋书记并转告汪锋

同志:革大三部将于七月一日结束，夫于西北民族学院的方

5 



针、干部、学生、经费、校址等问题即应及早妥善筹划，并

于七月一日前派专人来兰着手接办.

六月三目

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主席和司仲勋、张治中副主席写

信给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泪洪同志，介绍西北民族事务委

员会薛向晨处长来兰筹设民族学院，并与革大三部取得联

系。

六月九日

中共革大三部党支部召开党团支部委员会议，讨论通过

接收二十一名青年入团。本月十七日全校举行首次入团仪式，

青年团省工委、一野政治部党委均派负责同志参加.

截止本月底，第二期先后共吸收新团员五十二人，其中

藏族四十一人，汉藏六人，藏古族和土族各二人，回族一

人.

本月

西北民委派出的筹备人员五人，先后抵兰与有关方面取

得联系，月底赴临时校址一一西果园，具体办理各项筹建事

宜。

七月五日

革大三部举行第二期毕业典礼，共有藏、汉、蒙古、

田、土、维吾尔、撒拉等七个民族的二百八十五名学员毕

业.甘洒祺、范明等领导参并祝贺、勉励各族同学为支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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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西藏，完成建设新西藏的光荣任务而努力.

七月十七目

张养吾同志致函西北局彭、习书记:革大三部遵照彭总

指示，己于七月五日按期乒成教育计划并毕业，有培养前途

而留民院的一百一十二名学员周内迁回果园进行暑期学习.

民族学院筹备事宜暂由王耀清、李永昌负责.

七月二十八日

革大三部三十余名教职工和五个民族的一百二十二名学

员，由王友轩副主任率领，作为西北民族学院的首批干部和

新生，列队步行到达临时选定的校址一一西果园(原因北农

专校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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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学院

一九五 O 年

八月

一日上午，全院一百三十余名师生在操场首次集会，庆

祝"八一"建军节，并立布开始暑期学习生活.

继革大三部学生首批到校后，本月由西北民委介绍临

夏、西安等地的十余名回族学生陆续入校。九月二十三日，

西北民委保送陕西省十九名回、汉族青年来校.九、十两

月，天水、平凉和青海省招收保送的各族新生分批陆续到

校。十二月，宁夏(包括阿拉菁旗和额济纳旗)的回族、蒙

古族新生三十余人先后入校学习。年底，新疆省经考试录取

保送的二十余名各族新生入校报到。在校学生数共达四百余

人，有藏、回、蒙、汉、土、东乡、撒拉、维吾尔、哈萨克

等九个民族.

九月

四~I:民委派薛向晨、张一平二同志为西北民族学院临时

负竞人，先后到校主持校务.张一平兼管教务工作和党支部

的工作，种肇照主管总务工作.

中旬，为便于教学和管理，对教学组织作了改变，取消了

原来的区队制，改为班组.按学生的文化程度和语言情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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