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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墒f治国

在云南大学建校七十周年前夕，由云南大学校志编审委员会

编的(云南大学志>(共十卷)<总述>、<大事记>、<英烈传>编印出版

了，其余各卷亦将陆续编印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云南大学是一所有悠久历史的老大学，七十年来为国家培育

了数万名各类人才。她的成长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

从1922年12月成立私立东陆大学(云大的前身)、1930年改

组为省立东陆大学、1934年改为省立云南大学，到1938年改为国

立云南大学，几经改组变迁，到40年代中后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前云南大学的鼎盛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

解放初期接管和改造，开始进入探索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阶段，这

是云大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变化，学校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经过

50年代院系调整。由一所文、法、理、工、医、农的多科性综合大家，

变为一所文、理科综合大学，其间一，50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和

“反右倾”的“左”的错误影响，使学校工作遭受损失。60年代初，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办好学

校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的正确办学思想，出现了云大历史上建

设和发展的较好时期。十年“文革”浩劫，云大成了重灾区，学校遭

到严重破坏。 ‘‘
‘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云大在拨乱反正中前进，在1982年

基本完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进入了改革开放和大发展的阶段。

按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全面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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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党的教育方针，云大不论在学校规模、培养层次和学科专业结构

上，还是在科学研究、高新技术开发、校办产业、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大的变化和发展，已由六、七十年

代的一所文理科综合大学发展成为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当前，学校正在贯彻邓小平

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

伐，真抓实干，为进入“211工程”计划(面向廿一世纪，在全国重点

办好二百所大学)而奋斗。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云

大发生的变化，是云大历史上又一次最深刻的变化。

云南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中共云南地下党

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吴澄(女)烈士，就曾经是东陆大学的学生。

1939年就成立了中共云南大学支部。1945年在昆明爆发的震惊

中外的争民主反内战的鼍一二·一”运动中，云大革命师生与西南联

合大学、中法大学等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师生一起，在中共云南

省工委的领导下，并肩战斗，取得了斗争的胜利。1946年西南联

合大学等校复员北返时，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杀害了著名民主人士

李公朴、闻一多，云南大学的革命师生，不顾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与

镇压的威胁，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反动

派的法西斯暴行。1948年7月，云大师生与全国人民一起，掀起

了反美扶日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竟出动大批军警，包围进攻学校的

会泽院和南菁中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七·一五”事件。。解放战争

时期，云大有六百余师生参加革命武装斗争。云大赢得人民的称

赞，被誉为“民主堡垒”。+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云大师生

职工和校友中有60余位英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坚贞不屈，

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从容就义，慷慨捐躯，赴汤蹈火，壮烈牺牲，他

们的无私奉献和高尚品德，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将永远激励着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们，为报效祖国，振兴中华而奋

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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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云南大学志>坚持实事求是、概述历史全貌、突出云大特点的

编纂方针。从事编纂和撰写的同志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对学校

70年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资料和调查研究工作，力求编

纂一部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特点突出、文风端正、可读

性强的志书。编纂这样一部志书，对人们正确认识云大的历史和

现状，向师生员工进行热爱祖国、热爱云大的革命传统教育；对总

结办学的经验教训，探索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

新路子，都是很有意义的。

本志书的编纂是高等学校编纂校志的一个尝试，有些资料需

要进一步搜集挖掘。观点也待进一步提炼和深化，以期有可能修订

再版时，把它修订得更加完善。

199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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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遵

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概述历史全貌，

突出云大特点的编纂方针，力求编纂一部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内

容丰富I特点突出、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文风端正的社会主义新志

书。
’’

． ，

二、编纂本志书对人们正确认识云大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办学

的经验教训，向师生职工进行热爱祖国、热爱云大的革命传统教

育，激励全校师生员工更加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搞好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办好云南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

三、在体例上，继承和发扬志书的优良传统，以记为主，也不避

开重大历史事实的论述，阐明正确的观点。分别按志、记、传、图

表、附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表随文走，以时间为经，事实为纬，以

大事为经，各类专志为纬，本着纵写历史，横排门类的原则。章法

上，采取章节体，以卷、章、节、目，分门别类地、按层次地记述我校

的历史和现状，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四、本志书的时间断限，上限为东陆大学创建起，下限截止于

1993年。有的卷可从其机构建立起，记述到搁笔时止。

五、学校的各项改革工作，按出台先后。分别在有关篇目中记

述。

六、各类附录，分别载于有关卷、篇、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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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七、本志书共分十卷。第一卷<总述>；第二卷<大事记>；第三

卷<党群志>；第四卷<教学志>；第五卷<科研志>；第六卷<思想政治

工作志>；第七卷<成人教育志>；第八卷<附属中学志>；第九卷<行

政与后勤志>；第十卷<人物志>。

八、<人物志)含<英烈传>和<人物传>。<英烈传)是为曾在我

校工作学习过的师生职工，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鞠

躬尽瘁，英勇捐躯的英烈立传。<人物传>是为曾在我校工作学习

过的师生职工中，在革命斗争、学校的建设发展和教学科研等工作

中，贡献突出，成绩卓著，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立传。传记要概

述传主的生平，突出其在云大的事迹。其他需要录入的人物，用名

录或人物表列出。
’

·

九、以语体文记述，使用标点符号及国家统一的规范汉字和简

化汉字。引用古文应加标点。引文出处随文说明，若需注释，一律

注于各章之后。涉及各学科名称j术语，一律用全称。

十、经学校审定的本志书顾问、编审委员及主编、副主编歹!}于

卷首。各卷负责编纂单位和编撰人，分别排列予各卷目录之前。



前言

—‰-!釜
刖 肓

．云南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陆大学，创立于1922年12月8日。

在它正式成立之前经历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酝酿过程和筹备时

期，可谓创业艰难。1930年改组为省立，成为云南省立东陆大学。

1934年依照教育部令，改校名为云南省立云南大学。之后，经过

两年之久的努力，于1938年7月1日改为国立云南大学。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名为云南大学。现将其各个时期的大事分两

个部分记述。第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部分，自1915

年至1949年9月底。第二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部分，

自1949年10月1日至1993年底。第一部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前部分已于1993年3月4日第一次印刷出版，并获1993、

1994年度滇版优秀图书编辑三等奖。1997年与第二部分合印再

版时，除个别条目作了些修改外，主要内容未作改动。 ．，

第二部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年IO月一1993

年)部分。这一部分记述的是云南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至改革开放中，为探

索和实践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大学所经历的历程。它有

胜利的欢悦，也有失误的苦痛。然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抑或是失

误的教训，如实地记录下来，以史为鉴，将使来者得到启迪，获得宝

贵的精神财富。这一部分划为三个时期：一、把旧大学改造、建设

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三、在改革开放

中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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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酝酿与筹备时期

(1915年一1922年12月)

酝酿阶段：云南筹议创设大学，始于1915年。当时云南省

政府派员赴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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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在滇、川、黔三省联合会议上，又有设立联合大

学的倡议。
‘

’

1919年i随着人们对军阀混战的厌恶；“偃武修文”思潮的

兴起，创立大学之呼声日益高涨。“各界人士或请愿议会，或建

议政府，亦纷纷以为言。”是年夏，昆明尚志学社龚自知曾向省

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在本省筹办大学，经省议员张仁怀交大会

审议通过，“转咨政府核议执行。”远在美国留学的云南学生董泽

(雨苍)、杨克嵘、陶鸿焘、何瑶、段伟等人谈论国事，亦“罔不

以滇省速办大学为作育人材救济时艰之拟议。”当时云南的统治

者唐继尧审时度势，于是年9月，以云南督军公署、1省长公署名

义，会衔咨复云南省议会，表示：“对本案(创立大学)亦屡经

筹议，卒以库款支绌，未能为具体之规划。现本督军兼省长(唐

继尧)力图整理内政，对于教育全都，均积极进行。大学校之

设，必期于成。已在酌定一切办法，俟稍就绪，再行饬财政厅筹

发经费，并咨贵会备案。” ．

．

大学之设遂由一般酝酿，转入筹备阶段。

筹备阶段分前期与后期。1920年秋至1921年2月为前期。

1922年3月至1922年12月为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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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夏

1920年

夏云南第一批留美学生董泽、杨克嵘、陶鸿焘、卢锡荣、

段伟、肖扬勋、何瑶、周恕等人学成回到云南，他们既是创设大

学的倡议者，又是筹备大学的骨干和主要师资力量。其时，云南

中等学校亦有较大发展，仅昆明已有中等学校10多所，学生达

三千余人，要求升人大学以求深造者日益增多，社会各界对兴办

大学“颇为迫望”。唐继尧也打出了废督裁兵、振兴实业和交流

东西文化的旗号。所以，当董泽等人向唐继尧建议创立大学时，

立即得到唐继尧的支持与鼓励，并允在经济上加以资助。随即指

令参议王九龄、秘书官董泽主持筹备事宜。设筹备处于翠湖之水

月轩。
’

．

10月22日 董泽拟就<东陆大学进行计划概略>。(概略>

开头说：“中国频年多难，学务废驰。大学教育不发达，遂致人

材缺乏，文化未兴。感此痛苦，西南各省为甚，而滇省为尤甚。

联帅唐公(唐继尧)侧然忧之，故拟在滇中设立一大学，为培养

人才、昌明学术之远图。”(概略>分8项：学校之目的为养成文

学、政治、经济、教育、专门实业等人材。名称，拟称东恼大

学。学校扩充之程序，初期先立大学预科及大学本科，分文学、

政治、经济、教育等4组，共7年毕业。二期添设矿科、机械

科、工程科。三期添设医科、农科。<概略>尽管比较粗略，但

基本反映了云南的实际需要，特别是云南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

分子的要求，受到欢迎。当时有路南矿山股主赵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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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月6日 <滇声>发表(云南设立大学之好消息>的报

道。说，大学已定名东陆，由唐继尧兼任校长，王九龄任副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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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董泽任教育长。 ．’一一。一

一11月22日 王九龄、董泽就大学校址、经费j大学内容呈

文唐继尧说，．“学校地址，自以规模宏敞，．空气清洁之区为适用。

九龄等曾经省垣内外亲履查勘，‘只有距城西三里许之大观楼一

所，尚觉相宜。该处向称名胜，虽房屋构造与学堂性质不同，但

略加改造已可适用，较它处拓地建筑，事半功倍。应请准予拨给

本校，鸠工修茸，以垂永久。”“大学基金，切实筹计，至少须集

300万元”。“按其生息所入，以作校中常年经费，根基稳固，措

施乃克裕如。”“一面恳请由钧部先行筹给10万元。作为开办经

费：并由九龄等分途劝募后，按集资多少：。以定办学次序。”“再

大学内容，文实并重。，‘然各国大学亦有先办文科，：后办实科者。

但就滇之现势观察，觉工、机械各科，亦有可以同时筹办之机

会。”

1921年

、2月j咽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倒戈反唐，：唐继尧通电

辞职，于2月8日离开昆明，乘滇越火车出走，’流落香港，大学

筹备工作亦因之中辍。+
‘’

’

‘

．

’’

， +1922年 ’、

‘

．

+

，’
．

‘

3月唐继尧回师云南，与顾品珍部激战于宜良大河两岸，

顾品珍被击毙。3月20 Et，唐继尧古领宜良，24日回昆明，重

掌云南军政大权。仍令王九龄、‘董泽恢复大学筹备工作。． ．

6月1．日 有文牍书记2名，先行到差襄助筹办。

6丹11日 王九龄以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官兼东陆大学筹

备员名义就大学筹备处地址与筹备经费问题呈文唐继尧说：“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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