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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哮'丁珍稳余三远超月生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院训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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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 1955 级 ( 1951 年入学 )学生毕业合影(第一排右 6: 吴忠 )



历史系 1956级( 1952年入学 )学生毕业留影

历史系 1957级 ( 1953 年入学 )女生毕业合影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崎吟觅子吼叫J儿以知学;

r
v
y
h
M
V
东
喃
甲
，

历史系 1 977级学生毕业合影0978 年春入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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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 1 978 级( 1 978年夏季入学 〉学生毕业合影



历史系 1979级学生毕业合影

历史系 1980级学生毕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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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6 年 ， 历史系师生在合川钓鱼城考察采风

历史系党课学习小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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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 18 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题字勉励学校民族工你

1991 年 ， 美国 、 以色列史学学者来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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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基础强化培训班第一届学生合影

2010年，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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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学院教职工参加" 中国梦·劳动美"合唱比赛

2006年，学院师生载歌载舞共建和i自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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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晶火嗲组建 10 周斗暨办，营 110 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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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新政"改革学制的波潮中， )1/东道于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在重

庆试士镜(今重庆潘中区石灰市)刽办了 )11 东地区第一所正规的师莲学堂一一

"官立 )11 东婷范学堂"。它就是西南大学的源头 O 从川东部范学堂开乡至今，已

经 110 年了!

国望这段起伏跌岩、曲折自环的历史，始知办学前辈之艰辛，历代学人薪尽

大传之致孜不悔。

)1/东蹄莲学堂建立不数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型建立，学堂余绪尚存，名

称亦沿袭未攻。至 1914 年，报据民 E元年教育部《婷莲教育令》之相关规定，更

名为" )11 东联合县立持范学校"0 1931 年 1 耳，又改名为" )11 东共立师范学校"。

此 20 余年悔，国家时局动荡，兵连祸结，学堂命运多外，校址频迁，经费留难，校

长晏易，几至停办。赖)1[东道尹甘绩铺、学校师生及社会费达尽力挽救，改建董

事会并举甘民继任校长，学堂方得以延续。

1932 年，经甘绩镶倡议、校董事会同意并积极筹备， 21 军军部守I1 令:在 )11 东

共立部范学校内设立乡村婷范专修科"以研究乡村问题、培养中级乡村师范之

健全婷资 "0 1933 年 2fj ， 乡村邦莲专修科迁至磁器口并在此经地扩建农场。

其一切教学、经费、管理仍由 )11 东共立师莲学校负责。 7 月，奉四月1 省唐之命，乡

村挥莲专修科改为"四月乡村建设学院"从)1)东共立师范学校分出单结办理，开始

捂钦本科学生，甘绩铺兼任院长。 1936 年， ffi 1m )11 乡持建设学院之名与当时之学

制不合，奉命改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 1m )1/省立教

育学院在艰难竭服中勉力发展。廷至 1949 年重庆解放，学院已有 9 个学系。

拉吕战争时囊，重庆地区捺1m)I!省立教育学院外，尚有一所 1940 年创办于

江津白沙的"理立女子部莲学院"。吕立女子婷范学费虽位居乡曲，学生亦不甚

多，却菩草了不少名婷，教学科研，颇足称道，是战时中国女子JIili范教育的最高学

府 G 拉 E 战争胜利后，国立女子蹄莲学院于 1946 年迁至重庆黄擒坪继续奈学。

重庆解放时，国立女子剪莲学院已有 8 系 1 科。



抗 E 战争胜利 Z言，原来自迁的众多高校皆复员如去，重庆高校骤然减少，许

多学子深造无门，一些教!原苏窒路兴叹而留清"待韭"。一挝热心教育的人士四

处奔走，恕利用已复员学校留下的校舍和设备，筹办私立高校。九经周折，终于

成功。其佼佼者为卢作孚首倡创办、于右任任董事长建于北璋夏坝复旦大学自

址的私立梧辉文法学院和梁激溟在北璋金醋碑创办的勉仁文学院。

重庆解放后，百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决定筹经商所新型高校。 1950 年 10 JJ , 

遂将t1!1 )!1省立教育学院在科以外的￡个系与国立女子挥莲学院合并，组建西吉

蹄莲学院。校垃定在西 )11 省立教育学院房在的磁器口，后迁至北璋天生街 2

号。私立梧辉文法学院和勉仁文学提高所学院的部分教师移至西南师范学院任

教。 1司年 11 月，以四川省立教育学就求科 3 系(农艺、国艺、农制)为基础，并入

私立梧辉文法学院的农学专业和私立华西梅合大学的表艺系，组建为西南农学

院。校址在私立相辉文法学挽臼茬，且将她仁文学院房舍校产并入。后来，西南

农学院为扩大校匾，迁至天生桥一带。至此，本是同立军的持生员工及系科，经此

次分化重盘，建成了商月号性质有躬而又毗特而居的亮等学藉。

百 WJ 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建立后，虽然商校专业不肉，学校发展方自与建

设重点也有差异，型是经茄却大体相近:经过全国性的院系需整，办学实力进一

步增强。教学上"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店的教育体制逐渐被

改造;从土地改革、思想改造运动封后来捕"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

师生员工都参与其中。其间，反右激斗争、"大跃进"运动及"反右锤"斗争等，影

嚼了学院的正常教学秩序和师生和的思想与生活，而"文化大革命"对学校则造

成了更大的破坏。然而，商个学院倚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办学。学皖规模逐

渐扩大，毕业学生前后相继，堪称桃李满天下，且多为所在单位之出类拔萃者。

1978 年进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两个学院的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师资队任~及舟、学条件等，皆得到空前发展，并于 1985 年

先后升格为大学。 2000 年，重庆轻工业职工大学并入西南婷范大学 o 2001 年，

西甫求生大学期与自 )11 畜牧兽医学皖、中 E农科院柑桔研究所重组为新的西南

农业大学 G

商校酝酿合并始于 20 世纪末。几经磋商，多次谈判，最后在中共重庆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经教育部摸准，西南婷芫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合并

之事尘埃落定。 2005 年 7 另 17 日，久分之两校得以复合，组建为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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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茵大学由教育部直属，实仔教育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建，进入匡家

"211 工程"和"985 工程先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有列。学校占地 8000 余亩，全

E 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等 5 万余人。

西南大学组建已整整 10 年。 10 年来，学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

展，紧抓枉遇，深先改革，面统发生了亘大变生。合并前，两校分别以作育部资、

专注农科为奋学特色;组建后的西南大学则是一月号涵盖哲、经、法、教、文、史、理、

工、农、墨、管、艺等 12 个学科门类，井大力推进国挥化进程的综合大学。学校科

研实力雄罩，师资队伍完备，国际合作和社会摄务或效明显，校嚣文化氛盟法露，

人才培养)fi量不断提升，为国家的亮等教育事韭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先建设散出了重要贡献。

百年风雨，百年蘑礁，始成今自之辉煌。西南大学生于西南，立于西南"杏

坛育人、功课农桑、心系天下、服务民生"是学校永远的追求。学校将继续发扬

"特立西南，学有天下"的精神，秉承"含弘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调，坚持创新发

展、协娓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学科建设为龙

头、队伍建设为保障、科技创薪为支撑，齐心博力，顽强拼搏，朝着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综合大学吕标迈进!

西南大学的历史由历代西大人共词谱写。回顾学校历史，总结办学经验，探

索办学规律，鉴往知来，才子推动和促进学校今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更是对全校师生员工特别是莘莘学子和青年教邦进行爱校如爱E教育的重要举

措。为此，在西南大学组建 10周年暨办学 110 周年之际，学校决定在《西富;师范

大学校史》和《茵茵农业大学史稿》的基础上修寨一部较为完备的西南大学史 O

2012 年 6 月，成立了校史编篡工作领导小组、校史编靠工作办公室，以及工作组

如专家组，负责领导、筹划校史编篡工件。

《西南大学史》共分 4 卷:第一卷从 )11 东炜范学堂鬓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

学院的组建(1906-1950 年) ;第二卷从西南师范学院的建立到西南大学的组

建(1 950-2005 年) ;第三卷从西南农学院的建立到西南大学的提建(1950-

20号 5 年) ;第四卷西南大学组建后的十年 (2005-2015 年九各卷分知组织编

写组负责撰写。

在编撰过程中，编写组成员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本着求实之精神，

将吉 1906 年以来 110 年的办学历程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如以记录。然雨，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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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诸多吕素的制约一一史料被失，撰写时悔不足飞编者驾驭史料的能力及编篡

水平有限等，故难肇所愿，每是点错误本未能免。

在校史编写之初，学校即提出将此书编成"传世之作"之要求。我们深知，这

是学校对编篡者的黠勉和最切期望。"京乎其上，得乎其中"我们向着高标准努

力，或许能得其"中"吧。《西南大学史》定藕付梓之后，是"上"是"中"抑或是

"下"即非编者说了算。现在，因卷本的《西南大学史》呈现在大家菌前，恭请读者

诸君、全体西大人和历居校友，评头品足，褒贬捂持。我们将洗耳恭听，执笔恭候!

在组织编写《茵茵大学史》四卷本的商时，学校启动了 33 卷学院(部、校区)

史的编写工作。各学皖、学部、校这分别组建了自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编写工作

组，许多离退休老司志和在职教焊费参与其中，各编写工作组确定写作提纲，全

面牧集资料，认真撰写初稿，反复修改完善，茄时两年有余，颇利完成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精的鼓(菁、校这〉史编写任务。学校担捷〈菁、校这)史的编写作为学

校文住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多次组织召开校史编写工作启动会、培训i 会、研讨

会、推进会等，全力推动院(部、校区)史编写工作;制订了《校史编写的规范与要

求}，才院(部、校区)史编写进行统一兢范;组织专家对院(部、校区)史提纲、书稿

进行了多轮审读、修改，并多次深入各单位程求和反馈意见。

整个校史编靠工作，得到了校内外相关单位的鼎力支持和帮助。重庆市档

案局(结)及学校档案馆为之敞开大 fl ，给予查阅资料的极大方便。学校各职能

部门，不厌其烦地提供所需材料。全校师生员工、离退休老 i司志及学校、学挂历

任领导，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有的对校史的编寨体偶、编写大纲和书稿等，提出了

中肯的意见。负责具体组织编写工作的校史编篡办公室和分躬牵头负责校史第

一至西卷编写任务的党委宣传部、党委组级部、校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的主要

失责人，以及历史文位学院的部分研究生，在资料搜集整理、文稿枝改等方亩，做

了大量瑕苦、细致而必不可少的工悖。《百南师范大学校史》和《西南农业大学史

稿》为《百南大学史》的编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谨向

所有关心、支持、帮助我们的单位和个人，自窝部史稿编写组成员，自参与校史四

卷本和 33 卷皖(部、枝在)史审读的所有专家，致以由衷的感谢!

①《西南大学史)4卷的执笔者共有 36人，涂3人外，其余皆为在职人员 e 他们只能利用工作之余和假

期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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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话言

春华勃勃，秋实项项，上溯基业百年，下启薪火相承。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

院其前身可追溯到 1940 年国立女子师范学挠的史地系， 1952年更名为西南拜克

学院历史系， 1985 年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9年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与旅潜学院， 2006 年更名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O 吴~、吴

毓江、邓子琴、杜钢百、李源澄、郭豫才、列、培良、张圣英等一批学界名押在此执

教，奠定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深厚基础，铸就 7今日之院剖:进学、修德、会通、超

胜。史地系第一任系主任谢澄乎，书记季平。学挽现任F.t长黄贤全，党委书记黄

泽立。

学院现有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古典学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世界史、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历史教育硕士(含高师项士)授予权。中国史为重庆市重点一级学科，历史地

理研究蔚为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拉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为重庆市 2011

楼同创新中心 C 陪时，我在于 2000年成为全萄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基地， 2004 年

成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基础强化培制学校。亦是国家级少数

民族高层次骨干强化培训i基地。

学院下设中国史、世界史、历史教育、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教育等 5 个系，

以及历史地理研究所、拉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古典文嘿研究所、伊朗研

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于右任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椅 O 开设历史学(师范)、历史

学(国学研究与应用〉、民族学 3 个本科专业。承办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项

士研究生基础强化培训和少数民族预科教育。

学院琉有教职工 78人。专职教师 64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3人，硕士生导邦

37 人，教授 19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 )25 人，博士〈含在读 )43 人;有国家社科基金

会评专家 2人，国务拉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4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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