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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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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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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工、医、农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变为一所文、理科综合大学，其

间，50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左”的错

误影响，使学校工作遭受到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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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办学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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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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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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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在全国重点办好一百所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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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中共云南大学支部。在1945年昆明爆发的震惊中外

的争民主反内战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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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余名师生参加革命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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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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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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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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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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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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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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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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发展志书的优良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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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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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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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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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中，在革命斗争、学校建设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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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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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列

于卷首。各卷负责编纂单位和编撰人，分别排列于各卷目录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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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共产党云南大学组织

云南大学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所现代高等学府，是具有悠久

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学。初名私立东陆大学，成立于1922

年12月8日，1923年4月20日正式开学上课。先办预科，1925

年开办本科，1927年开设附属中学。1930年经云南省政府决定，

改私立东陆大学为省立东陆大学，1934年改校名为省立云南大

学，又于1938年7月改为国立云南大学。1949年12月，云南和

平解放，1951年lO月，经中央人民政府确定，校名为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自1927年起，在校学生中已有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大学建立支部始于1939年4月。中国共产党

云南大学组织于1952年1月公开。

夕如





、

第一章 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开创时期的

东陆大学共产党人
’

‘

第一节东陆大学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

在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建立之前，1924年冬，云南省立第一

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李国柱发起组织了秘密革命团体“云南青年努

力会”，该会宣传孙中山的理论和国民党一大宣言(事实上确定

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来规定《向导》(中

共中央宣传部发行的刊物)、《中国青年》等为会员的必读刊物，

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1925年春考入东陆大学文科预科班的吴

澄、杨淑德(杨静珊)，就是“青年努力会”的成员，吴澄是该

会的创建者和负责人之一。至1926年底，“青年努力会”的成员

遍及昆明中等以上学校。
’

‘

1925年，上海爆发反帝爱国运动，全国掀起反帝浪潮。英

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

昆明后，以云南青年努力会成员为骨干，联络东陆大学与昆明中

等以上的学校代表一起，于7月1日组成“云南学生沪潮后援

会”，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揭露英帝国主义在沪残杀中国工

人真相，号召各界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开展募捐活动，支援上海

工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东陆大学爱国进步学生与全国

人民同仇敌忾，不顾学校严禁上街游行的命令，参加宣传抗日、

抗英、抵制仇货。这是东陆大学成立后，学生首次参加的爱国

运动。

吴澄在东陆大学坚持边学习边工作，秘密在校外进行革命活

动，同时也给东大学生予影响。她于1925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因革命工作的需要，是年秋离开了学校，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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