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高大学志

云南大学出版社



雪高大学志
肖
，C一 述

(1922年一1976年7月)

《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编
第一、二、三章编撰人丁宝珠

第四：五、六章编撰人刘洪

1993·4·20·昆明

固



《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顾I司

楚图南费孝通吴富恒姜亮夫高治国

杨一堂李树基张光年冯素陶杨守笃

杨克诚杨春洲杨维骏浦光宗

编审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吴家仁

’

副主任委员： 王学仁．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

r，。。

卫念祖尤一中 王广宪王学仁方应祥

刘西芳朱应庚朱惠荣朱维华李兆同
／

李埏吴家仁吴道源张文勋周庚鑫

林亮杨光俊杨思忠杨智勇 胡泮生

顾建中徐绍龄盛作斌

主编：

副主编：

吴道源

许建初



《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顾I司

楚图南费孝通吴富恒姜亮夫高治国

杨一堂李树基张光年冯素陶杨守笃

杨克诚杨春洲杨维骏浦光宗

编审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吴家仁

’

副主任委员： 王学仁．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

r，。。

卫念祖尤一中 王广宪王学仁方应祥

刘西芳朱应庚朱惠荣朱维华李兆同
／

李埏吴家仁吴道源张文勋周庚鑫

林亮杨光俊杨思忠杨智勇 胡泮生

顾建中徐绍龄盛作斌

主编：

副主编：

吴道源

许建初



，1

t
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创建东陆大学碑记

民国九年，会泽唐公继尧，既护共和，延国脉，外觇世运，内审国情，慨人材之

消乏，文化之颓靡，毅然废督裁兵。振兴文治，作救国之远图。时泽自美利坚归，王

君九龄适参密勿，因相与建议立大学。而帑绌不胜，公乃倡首捐赀创设．命王君与

泽共筹备。无何，因故中辍。十一年，公更使泽成之，复筹备处。先后聘张邦翰、杨

克嵘、陶鸿焘、杨维浚、姜荣章、李文焱、毕近斗、童振藻、邓绍先、邹世俊、王用预、

刘国澍、惠我春、柏励、施俊霖、严继光、杨武勋等为筹备员。决议取创办人别号为

校名，及组织学制经费校址诸端。随请护政府核准组织大纲，指定旧贡院为校址。

又得各方助款，乃组织建筑委员会，筹构校宇。计定，建筑事务所，以张邦翰任工程

师，杨克荣为事务总理。中建会泽院，张邦翰设计。其西造理化室，余名钰设计．北

筑实习工厂，杨克荣设计。他若礼堂、宿舍、会食、办事、休息诸室，则杨维浚督茸旧

宇为之。初校址既定，既厘制教材规章，招考预科学生。而筹备处亦选举泽为校长，

王九龄为名誉校长。由创办人聘任，遂依组织大纲。分立各部。以肖杨勋充预科主

任，赵家通副之．周恕任会计长，杨维浚为庶务长，陶鸿焘任秘书长，余名钰为理化

室设备专员，王绂为中校医，李士贤，胡昭及为学监．未几，学生考录入校。爱于十

二年四月二十日举行开学及奠基典礼，规模渐备。十三年，续招预科学生，恢张校

务，以邵润为秘书，缪嘉铭经济部主任，秦教中为西校医，李致中为林场管理员。且

由创办人聘卢锡荣为副校长兼编辑部主任。是年末，预科第一班毕业。十四年，接

办本科．以华秀升主文科。肖杨勋主工科，赵家遁主预科兼摄图书事。杨克嵘主实

习工厂．肖寿民继主编辑部。十五年，聘王承才继西校医，洪济轩继中校医．刘钰继

李士贤兼学监，袁丕佑继图书部主任．余名钰为理化部主任。会计长周恕病故。以

何瑶继之。十六年开办附属中学，以聂体仁为主任。陈立干继林场管理员．而工科
主任肖杨勋则与实习工厂主任杨克嵘互易。十七年末，文工本科第一班卒业。十八

年，预科主任赵家通辞，以邓鸿藩继。并改聘法医院长穆礼雅任西校医，彭元槐．赵

焕钊作学监．添聘范师武为训育主任，严继光为历史系主任，其各科教员，则由职
员兼任外，先后聘袁嘉谷、柳希权、柏励、华近斗、龚自知、李耀商、李国清、聂长庆、

洪锡麒、陈懋泉、周锡夔、段伟、李炽昌、黄晃、浦薛凤、陈华庚、岑立三、郑鹤声、商

娥生、段宗承、鲁启奎、刘嘉钵、张炳翼、杨雄欧、李乾元、陈复光、林荫等，王璨、张

伟、倪隆德、王秉章，及法人葛尔田、马嗄泰、美人彭格尔、安汝智分任焉。若夫校中

大计，则搡诸董事会。其先创办人唐公董事长。而聘陈钧等为董事。规画初基，措

捐经费，校务赖以孟晋。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创办人逝世，乃由陈钧、王九龄及泽

重组董事会，增聘龙云、唐绍骧为董事．以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成立，公推龙云为

之长。又续聘周锺岳、马骢为董事。基础于是弥固。本校自开创迄兹，阅时八载，披

荆斩棘．历诸艰苦，而卒能巍然日见进展者，则在事诸人之殚精瘁力，为国家兴文

化，地方培人才之所致也。用泐贞珉，以稔当世。使知缔造之不易，而相与维持不敝

焉，则国家地方之幸，抑亦同人之愿也。



传>编印出版了，其余各卷亦将陆续编印出版，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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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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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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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廿一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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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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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中共地下党云南大学支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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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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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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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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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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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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修订的更加完善。

一九九三年--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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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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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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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四、本志书的时间断限，上限为东陆大学创建的一九二二

年，下限截止于一九九。年，有的卷也可记述到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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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载于有关篇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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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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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志》；第七卷《成人教育志》；第八卷《附属中学志》；第九卷

《行政后勤志》；第十卷《人物志》。

八、《云南大学人物志》是《云南大学志》的一本重要专志，是

反映云南大学七十年来各个历史时期，曾在我校工作学习过的

师生职工中，在革命斗争、学校建设、教学科研等工作中有突出

贡献、有卓著成绩、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将其事迹汇集整理

入志．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富有云大特色的《人物志》，以起到彰

明史实，启迪后人，弘扬正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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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出处随方说明，若需注释，

一律注于各章之后．涉及各学科名称、术语、行语，一律用全称，

通用翻译的称谓，必须用原文(各种语种)，务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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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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一1930年)
’

●

第一节 私立东陆大学创办的历史条件

私立东陆大学是云南大学的前身。1922年12月8日，由当

时的云南省长公署批准成立。因创办人唐继尧别号。东大陆主

人”，学校筹建时，就被命名为“东陆大学”．

私立东陆大学1922年批准成立，是当时云南地方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独特发展的结果，也是云南社会、经济、政治、

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

云南是我国西南边疆大门，西南与缅甸接壤，南面和越南、

老挝毗邻，国境线长达4千公里。在自然地理人文方面，具有

自己的特点，如山川险阻；有以铜、锡、铅、锌为主、蕴藏丰

富的有色金属矿；有富饶的森林、水利资源#有门类众多的动

植物；还是一个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有25个兄弟民族居住在

这里。
‘

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腐败，政府不能抵抗外国资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虽因人民奋起反抗，没有遭到亡国的耻辱，但却逐

渐沦为受好几个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上

个世纪末，缅甸、越南为英、法帝国主义者分别占领，从此，英、

法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把罪恶的魔爪伸进云南。所以，进入近

代后，云南就成为帝国主义者垂涎的对象。对于帝国主义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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