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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新疆大学建校已有 80 年历史， 80 年来伴随着祖国各个历史阶

段的风雨云烟，走过了无数的睁睐岁月，到今天，新疆大学已发展

壮大为自治区高等教育的龙头学校，正以辉煌的业绩回报着社会

各界的关爱。

新疆大学 80 年的历程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它记载着

新疆近现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记载着新疆大学从建立到发展

所经历的曲折与辉煌;记载着早期共产党人为边疆教育事业确立

的严谨治学、注重实践和团结奋进的校风;记载着新大人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建设西部高水平大学的决心和能力。

《大事记》正是承载着新疆大学怎样走过 80 年的丰富史料，

也就成为一部了解新疆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文献，进而可以了解

各族学子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优良传统，

勾划出学校清晰的办学轨迹。

历史就是一份财富，记录了几代人的无私奉献，贯通了经久不

息的精神积淀。

历史就是一座丰碑，铭刻着光辉的起点，更展示着灿烂的未来。

校庆办公室

200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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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1 月

新疆督军场增新仿照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章程在博大书

院旧址筹办新疆省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 31 人，学

制 4 年。

7 月

选定省立一中学西舍为址，因阻就简，正式成立新疆俄文法政

专门学校，省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任校长，张纯熙任教务主任，李资

荫任事务主任。

新疆省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招收俄文法政第一班。

1925 年

7 月

招收俄文法政第二班，同时招俄文班(又称预科班) 。

1928 年

7 月

7 日， 因刘文龙赴南京出差，由军务厅长樊耀南代办校务，在第

一班学生毕业时，樊耀南策划政变，将杨增新和旅长杜发荣等枪杀

于毕业酒宴的宴会厅中。事后，政务厅长金树仁藉以陕甘军人势

力，将樊等人以谋杀罪捕杀。 此事被称为"双七事件" 。

8 月

20 日，南京政府委任金树仁为新疆省代表主席。金树仁将新

疆俄文法政学校剧本"却租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 。 任命党放黎为校辰。



1929 年

秋，陈升堂任省立俄文法政学校校长。

9 月

2 日，入学考试，续招法科学生 30 人。

16 日，正式开学上课。

1930 年

9 月

12 日，省政府第五十七次会议上，教育厅呈请拟将省立俄文法

政专门学校改组为法政学院，并拟在东关新辟市场内建筑新校址。

会议最后决定准令建筑，工程处划拨土地" 。

1931 年

1 月

1 日，新疆省立俄文法政学校正式改名为"新疆俄文法政学

院" 。 胡炳章任院长。

本年:全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三批，其中第二批是省立俄文法

政学校的学生。

2 月

教育部批准成立俄文法政学院。

1932 年

4 月

新疆省俄文法政学院增设经济系，系主任王明德，招收经济系

一班，即第五班，后改称法律系。

2 



1934 年

春，胡炳章呈请辞职，教务主任柴恒森和训育主任王明德维持

校务，随后由冯梁任院长。截止新疆学院成立，共毕业学生 145 名。

1935 年

1 月

1 日，新疆学院宣布正式成立，何语竹任院长，秘书邬选民(北

京大学肆业)，注册课主任李罕言(黄埔军校肆业)。 事务课主任昌亮

(满族，新疆蒙晗学校毕业)，法律系主任程东白，税务专修科主任刘

佛吾(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全院教职员共 46 人。

5 月

5 日，俞秀松(化名王寿成)，王宝乾，万献延，满苏尔等 25 名联

共党员受斯大林派遣到达乌鲁木齐。

7 月

新理学院增设政治经济系。 :XiJ佛吾兼系主任。 招收第一届政经

系一班，学生 22 名，修业期为 3 年;法律第四班毕业。 增设税务专

修科一班，其学生为测绘学校录取的 44 名学生组成，修业 8 个月，

共开设 12 门课程，侯栋岭兼科主任。

11 月

俞秀松任新疆学院院长。 他提出了学习苏联经验，制定了"以

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 原院长何语竹调任

财政厅副厅长。

1936 年

新疆学院增设教育系，聘请原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生宋荫毅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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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宋玉嘉)任系主任。 招收第一届教育系一班。 法律第五班，

寒假，新疆学院税务专修科学生毕业。

本年， 1934 年 11 月教育厅考选录取 84 名留学生到苏联中亚

国立大学行政法律系学习， 1936 年 6 月毕业，回国后在新疆学院编

班接受训练，加深了解新疆省情，三个月后分发各地工作。

1937 年

秋，新疆学院增设语文系，招收第一届语文系学生，由 10 余名

学生组成该系第一班。

11 月

12 日 ，新疆学院院长俞秀松(王寿成)被盛世才诬陷，以"托派"

的罪名被捕，讲师钱缔天、付希若、张雅诏和注册课主任李罕言、秘

书邬逸民等也先后被捕。

12 月

孟一鸣(原名徐梦秋)、钟赤兵 、蔡树藩、贺子珍飞刘英等经党

中央同意去莫斯科看病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 。 盛世才向中共中

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化名方林)提出留下他们在新工作。 经邓发向党

中央请示，同意孟一鸣一人留疆工作。 盛世才将教育厅副厅长阿不

都拉调任农矿厅副厅长。 任孟一呜为新疆省教育厅副厅长，并代行

厅长职务，兼任新疆学院院长。

1938 年

1 月

24 日，新疆省教育厅副厅长孟一鸣兼任新疆学院院长。

3 月

16 日，林基路(原名林为梁)和李云扬(化名李云梁)等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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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赴苏开会和治病的任粥时、蔡畅、张子意、马明方、苏进等乘飞机

到迪化。

4 月

14 日，孟一鸣致毛泽东转党中央的信件中，汇报了全疆的教育

情况及困难，请求派遣讲师、干部。

28 日，林基路在新疆学院欢迎会上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 会

后 ，他和师生在学院门前合影留念。

上旬，林基路由教育厅副厅长孟一呜呈报委任为新疆学院教

务长，并兼政经系主任。 祁天民任秘书，兼教育系主任。 刘志方任注

册课主任。 昌亮任事务课主任。 杨梅生任军事教官。

5 月

1 日，林基路组织全院师生和毗邻的省立一中于"五一节"一

起到水磨沟野游。 在野游活动中，林基路向同学们提出了"团结、紧

张、质朴、活泼"八字要求，并以此作为新疆学院的校训。

党中央同意孟一鸣请示派遣讲师、干部的要求，派郭春则(化

名郭慎先)等一批干部由延安赴新疆。 借用北门外军官学校的操

场，举行了"五月运动会分球类和田径等项目，并邀请了校外代

表参加运动会。

林基路提出"生活革命化"的口号，发表了感染力极强的"新

工作作风"的讲演。 随后他将讲稿整理成文，以《论六大政策的工

作作风》为题，在新疆日报上公开发表，人们争相传阅，被当局指定

为全疆干部的必读文件，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 月

新疆学院第一届政经系学生毕业;招收第二届政经一班。

8 月

新疆学院办民族高中班，全院大学部有 108 人，中学部有 192 人。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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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至 12 日 ，林基路在"三全大会"上印发《抗战歌曲集》 。

31 日，盛世才任命原聘为"督署高等政治顾问"的杜重远代理

新疆学院院长。免去孟一鸣兼院长职务。

11 月

2 日，杜重远到校任职，拟将新疆学院办为包括理、工、农的新

型大学。

27 日，新疆学院在校学生响应为抗日战士募捐寒衣而义演。

下旬，杜重远与萨空了结伴到内地及香港等地采购图书设备

和聘请教授。 杜重远到内地后，先在成都聘请了著名的翻译家，长

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生活书店总经理张仲实任政治经济学系主

任;到了香港，又动员久负盛名的作家，正在主编《文艺阵地》 的茅

盾(沈雁冰)任教育系主任;随后又聘请了文学教授高滔 、哲学教

授史枚和数理教师史杰、江豪等人。

同年:林基路作词，音乐家陈谷音作曲完成《新疆学院院歌》。

1939 年

1 月

20 日，杜重远携带家眷抵迪化。 林基路教务长离任，杜重远聘

请共产党员郭慎先(原名郭春则)继任教务长。 延安来的共产党员

白大方(化名刘伯珩)被聘请兼任教授。

2 月

15 日，林萄略同志(笔名多嘴)在《幸r~日报》发表了《学院应兄》。

3 月

11 日，茅盾携带全家从香港经越南、成都、西安、兰州辗转至哈

密，和张仲实、萨空了的家属从哈密乘汽车来到迪化。 盛世才、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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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等到郊区 20 公里处迎接。

盛世才任命茅盾为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

长兼艺术部长，张仲实、李两任副委员长，分别兼研究部长和编辑

部长，白大方到文化协会给茅盾当助手。

4 月

20 日， ~新疆日报》发表张仲实的文章《新苏政策的胜利~，沈

雁冰(笔名茅盾)的文章《新疆文化发展展望》。成立"新瞿文化协

会"沈雁冰和张仲实同志分任正副会长，领导管理各民族的文化

协会，编印各民族的课本等工作。

张仲实、沈雁冰等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公开邀请到新疆学

院。 后来又邀请高滔、涂治、史枚等人来新疆学院讲课。张仲实开社

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课，沈雁冰讲教育史、国文等课，高滔教国文。

5 月

9 日，新疆学院召开五月纪念会，沈雁冰同志作关于"五四"运

动的报告，杜重远院长作关于"五一"、"五三" 、 "五七"与"五

九"、"五卅"等事迹报告。

上旬，新疆学院，女中、一中等学校举行了歌咏比赛，演唱的歌

曲有: ~庆祝抗日军》、《黑龙江上》、《义勇军进行曲 》、《五月的

鲜花~ ~ ~新疆学院院歌》、《为祖国而战》 、《 国共合作进行曲》等。

新疆学院还演出活报剧《新新疆进行曲 》。

7 月

7 日，以杜重远为团长的"新疆学院暑期赴伊(犁)旅行团"由

省城迪化出发。茅盾、张仲实等人分任领队。全团共有各族学生 2∞

多名，分乘 12 辆卡车，来回历时一个月，旅行团每到一地就刷标

语，演出文艺节目，进行抗日演讲，深受群众欢迎。

《新芒月刊》第一期出版，盛世才和省政府主席李滨，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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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孟一鸣均有题词，杜重远撰写《发刊词》。名誉社长杜重远，编辑

顾问茅盾、张仲实、郭慎先、社长郭鸿志。

第一届政经系和第一届语文系学生毕业;招收第二届教育系，

语文系和第三届政经系各一班。全院大学部计有 109 人。

杜重远从四川重庆招收 17 名学生到新疆学院土木工程系。 其

中 10 名是重庆中共地下党员，这批共产党员在学院学习期间不公

开身份。 1941 年 7 月毕业后全部回到重庆继续工作。

8 月

上旬，赵丹、叶露茜、徐韬、程畹芬、王为一，俞佩珊、朱今明 、陈

瑛和易烈等人到学院任教，同来的还有史枚一家及 20 多名学生。

学生分在新疆学院工程班。

暑期，新疆学院迁到南梁"蒋家营盘" (原为杨增新第一师师

长蒋松林的通讯队驻地，故沿习旧称。 (今乌鲁木齐市第二医院斜

对面) 。

9 月

18 日，新疆学院学生当配角与赵丹等演出话剧 《战斗》。新疆

学院语文系 40 多名同学，与新疆政治干部人员训练班第二期学员

2∞人组成南疆冬季旅行团 。 政干班主任李一欧任团长。

本月， {新疆学院组织大纲草案》颁布，大纲就新握学院的办

学宗旨、学校行政系统做了具体规定。

10 月

19 日，茅盾在鲁迅先生逝世 3 周年纪念会上作了讲话。

上旬，杜重远因受盛世才的陷害，辞去新疆学院院长职务。 盛

世才对杜重远的软禁也从此开始。 教务长郭慎先也被调任阿山(今

阿勒泰)教育局副局长。

下旬，杜重远在新疆学院政治系学习的内弟侯立达被捕。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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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盛世才又逮捕了杜的秘书孙某，毒刑逼供，罗织杜重远"判国"

的罪名。

11 月

28 日，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电告党中央，杜重远等遭盛世才
陷害。

"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宣告成立，茅盾被推选为理事长。

新噩学院一批学生准备到延安去求学，被盛世才逮捕。

姜作周接替杜重远任新疆学院院长，聘政治系第一班学生许

尔达(许仲达)充教导主任。 张仲实、茅盾辞去新疆学院任职。

此时新疆学院图书室藏书 2 675 册，其中有外文书 29 册。

1940 年

1 月

新疆学院学生会负责人党固、顾宝山(珊}等一大批政治系学

生被捕人狱。

2 月

3 日，著名的社会学家沈志远专程到新疆学院作短期讲学。新

疆日报发表 《本市各大中学校师生欢迎沈志远先生来疆后在新疆

学院担任教授》 的报导。

4 日，新疆学院学生会改选，张志远当选为委员长，李玉祥、艾

抄等为委员 。

月底，萨空了借公务回到内地，离开了新疆。

盛世才制造了"杜重远阴谋案将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和迪

化城防营王兆庆逮捕入狱，并施以酷刑逼供，诬陷杜受汪精卫指

便，策应日寇侵华战争。 高滔、赵丹、王为一、徐涛等 1 2∞余人因

受此案株连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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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三卷六期《反帝战线》出版。 内有沈志远写的《目前国际

与国内形势》、张仲实写的《美日商约问题的透视》、《苏联各级地

方苏维埃改选的结果》、《一九三九年苏联文坛的总结》、萨空了写

的《中国语文拉丁化问题》 、朱旦华(笔名旦华)写的《纪念三八国

际妇女节》、李何(笔名小黎)写的《怎样粉碎日寇新花样的政治

进攻》。

4 月

11 日，新疆日报刊登茅盾写的文章《文化工作之现实与未

来》、徐涛写的文章《演剧与革命运动机史枚写的文章《发展本省

文化事业的二、三问题}，沈志远的文章《与反帝军人论战争》等文

章。

新疆学院组织学生出校刊《芒种 ~ ，还到伊犁等外地演戏，在

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引起盛世才的怀疑 ，对张仲实 、沈雁冰

等进行监视，在苏领事馆的协助下，张仲实 、沈雁冰乘苏联飞机回

到延安，逃过盛世才的扣留和逮捕。

5 月

学生会干部刘兆禄、廉焕、吴任武和张志远(张伯中)等语文

系的学生相继被捕入狱。

6 月

《新芒月刊 》改称《新芒} ，出版了第一卷第二期新芒月刊

社"也改称《新芒社》。 杜长乔国仁，总编辑李玉祥。

秋，教育系增招维吾尔族学员一班，首创用少数民族语文分班

教学的先例，亦为新疆学院真正实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之始。

新疆学院搬迁到新东门内江湖会馆旁的省立师范学校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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