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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高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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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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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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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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大师生与全国一起，掀起了反美扶日运

动，国民党反动派竞出动大批军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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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壮烈牺牲，他们的无么奉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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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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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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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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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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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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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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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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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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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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传》的撰写要坚持实事求是，概述传主生平，突出其在云

南大学的事迹。用传主的有代表性、感人的实例和实绩来说明他

们的为人、成就和贡献，避免空泛地议论和主观的评价，寓评价于

实例和实绩的记述之中。文字要精炼、规范，一般掌握在4000字

以内。

《人物传》立传名单分为三部分：一、一至三届校董事会成员，

排名以董事长、董事及其任职先后为序；二、历任校长、校党委书

记、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排名以校长、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校党

委副书记及其任职先后为序；三、对学校的建设发展和教学科研等

工作，贡献突出，成绩卓著，有较大影响的教职工，排名以传主卒年

先后为序。

《人物传》是校志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专志，由多

人分头撰写，按校志编纂的总体框架，在体例、框架结构和格式等

方面应有其相对的统一要求，为此，党史校史办公室提出了《撰写



2 人物志·人物传(一)

(人物志)注意事项》并聘请统稿人，使本志书在体例上更趋完善，

文字上更精炼、规范。

立传人物名单由校志编审委员会审定，其他需要录入的人物

用名录或人物表列出。

由于各传主的卒年和撰稿人成稿时间先后相差较大，同时考

虑到编纂工作的连续性，确定《人物传》分集编纂出版。

(吴道源)



唐继尧



4 人物志·人物传(一)

义官兵与有关方面人士组织了辛亥云南军政府，推蔡锷为都督，唐

继尧被任命为军政府的军政、参谋两部次长。

云南新政府成立后，进行了若干改革，并派兵援川、援黔、援

藏。1912年1月后，蔡锷以“北伐”为名，派出韩建铎率两梯团

(旅)援川，派唐继尧率一个梯团援黔，又派段王献率部援藏。唐继

尧出兵后，于1912年3月，在贵州立宪党人、耆老会的支持下，突

袭贵阳，推翻了响应武昌起义后建立的贵州新政权。接着，唐继尧

被推为贵州临时都督(后袁世凯北京政府又正式任命唐继尧为贵

州都督)。 ．

1913年10月，蔡锷被调入京，唐继尧返回云南继任都督。他

回云南之初，拥护袁世凯。然而，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复辟

封建帝制的罪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滇军军官也积极酝酿反

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武装斗争。在形势逼迫之下，唐继尧改变了

拥袁的立场，转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一边来了，并加紧了反袁武

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1915年12月19日蔡锷逃出北京后，辗转来到昆明，与唐继

尧、滇军将领及外来爱国志士一起筹划，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武装斗

争。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武装讨袁，同时组织讨袁护国军，

以蔡锷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四川，以李烈钧为护国军第二军

总司令人广西，以唐继尧为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兼护国云南军政

府都督负责留守和机动出击。于是，反袁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护国战争得到南方各省的迅速响应，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

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案，却仍想把住大总统职位不放。护国军坚

决要求袁世凯下台，并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了护国军军务

院，与北方政权相对抗。军务院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在众叛亲离

的情况下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病死。袁世凯一死，护国战

争，也就无形结束，军务院也于7月14日撤销。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唐继尧逐渐堕落为滇系军阀的头子，表面



唐继尧 5

上支持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皖系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却又以“靖

国”为名，暗中拆台，孙中山甚为气愤，曾发表通电指出“南与北如

一丘之貉”。就是说，南北军阀在本质上并无两样。

在这一时期，唐继尧创办了东陆大学。

东陆大学的创办有一个酝酿阶段。早在1915年，云南省政府

派员赴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时，所拟计划案内，就有筹议在本省设立

大学的意见。1918年，滇川黔三省联合会议上又有设立联合大学

的倡议。1919年，昆明尚志学社龚自知等曾向云南省议会递交请

愿书，要求筹办本省大学，经议员大会审议通过，交政府核议执行。

同年，远在美国的云南留学生董泽等，亦建议尽快筹议创办本省大

学。省督军公署、省长公署表示将积极筹备进行。1920年，云南

留美第一批学生董泽等归国，再度建议创办大学，云南督军唐继尧

表示支持，答应在经济上给予资助，随令首设大学筹备处于云南市

政公所所在地，即翠湖湖心亭之水月轩，并嘱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议

王九龄、秘书官董泽主持筹备工作。为此，董泽拟就了《东陆大学

进行计划概略》，提出了创办省内大学的基本设想，并开始选择校

址，筹备工作已提到日程。

然而，由于1920年爆发了川滇战争。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

又新被打死，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率部返滇，在川军的支持

下进逼昆明。唐继尧内部不稳，遂通电辞职，于1921年2月8日

离昆赴港。顾品珍于2月9日进驻昆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统治

云南。创办大学筹备工作搁浅。

1922年初，唐继尧纠集3000余人，以突然袭击方式反攻云南，

顾品珍被击毙，唐继尧于这年3月返回昆明，重掌大权，史称唐继

尧“二次回滇”。他回滇后仍令王九龄、董泽恢复大学筹备工作。

1922年7月11日，大学筹备处正式成立于昆明双塔寺省立工业学

校内(后迁至教育司署办公)，以董泽为筹备处长，先后聘请省内名

流、各界要员23人为筹备员。筹备处草拟、审议《东陆大学组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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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大纲说，本大学定名为东陆大学，不仅为造就本省本国人才，

并为东亚学子研究学术，昌明文化起见；且纪念唐公萁赓倡办盛

意，因节取东大陆主人外号，特定名东陆大学。大纲经唐继尧核准

进行，并经省政府决定，指拨旧贡院为大学校址，准备建设校舍。

到9月，已筹集到资金约100万元，其中唐继尧资助50万元。

但尚需继续筹措200万元，始能全面运作。10月，经筹备会议商

议，推举董泽为东陆大学第一任校长，唐继尧、王九龄为名誉校长。

就在1922年lO月，唐继尧为了“追述往事，纪其缘起”，曾撰写了

《东陆大学缘起》一文，强调“筹办东陆大学，以冀挽绝学于既往，牖

文化于将来”。大学拟设奖学金，资金来源呈请省政府由各县分

摊，大县年解200元，中县150元，小县50元，作为大学奖励各该

县学生费用。鉴于资金主要来源的渠道，筹备处讨论最后确定东

陆大学为“私立”。

1922年12月8日，私立东陆大学宣告正式成立，由大学创办

人唐继尧正式聘任董泽为校长。1923年3月22日举行入学考试，

最后录取预科生20余名，预科补习生80人，共108人。同时聘请

各方面知名人士为教授、讲师、教员等。

1923年4月20 El，东陆大学举行隆重的校本部(即会泽院)奠

基仪式及开学典礼，有数千人参加。此前，唐继尧为会泽院的落

成，亲笔书写的“东陆大学奠基纪念”八个大字已镶刻于奠基石上。

他出席奠基仪式及开学典礼并讲了话，董泽致奠基词并报告大学

筹备经过。唐继尧讲话中强调了创办大学的原因有四，“(一)国家

不幸，大乱迭兴，靖护诸役，数次起兵，以‘正义’、‘人道’相号召，即

欲以此纠正人心，治国平乱，不料结果均无甚美满。于是憬然于国

家之败坏，由于无多数优秀人才奋斗其问，致正义无由伸张，民治

无由发达。迨民国八年，军事收束后，乃觉悟培养人才之不可缓。

(二)欧战以后，思潮勃兴，至理名言，阐发无遗。但各处环境不同，

主张亦因之有异，适此者，未必尽适于彼。研究所得虽多，但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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