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爿l
1 893—1 993

p

．

、肚L罗＼一史

v～

．

～篙～校，嗣r●学大汉



武江大学校史
1893—1993

吴贻谷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00周年．
’

武汉大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高等学府之一．依据史实查

证，其前身为1893年11月由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

强学堂，与天津大学前身天津西学学堂(1895年)、交通大学前身

南洋公学(1897年)，同属我国最早的近代性质高等学校．这一事

实，已为国内外教育界许多专家学者所认同，近年来成为本校广

大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的共识。

作为武汉大学30年代自寺校友，我有幸在珞珈学府受业四年．

半个多世纪岁月虽已匆匆流逝，但当年师长谆谆教诲、同窗切磋

砥砺的情景，传统校风的潜移默化，至今犹历历在目，久久难以

忘怀．1985年，我重返珞珈山时，亲眼目睹母校在改革开放中发

生的根本变化，亲身感受正日渐形成的优良新校风，今昔对比，尤

为母校空前的业绩而引以自豪．

编写‘武汉大学校史'，确实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由于

百年工程浩大，时间十分紧迫，已成史稿自不免瑕瑜互见，难尽

人意，需待后来者据实订正，使之更臻完善。然而初创之举，我

以为对于母校具有回顾前瞻、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进而对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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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我国高等教育史学，也提供了若干可资借鉴的观点和一秕可充

佐证的史料．

在母校积极筹备百年校庆之际。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欣然

命笔为武大题词：．。发扬优良传统，培养优秀人才”；“大胆改革．

开拓前进”，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武汉大学的巨大关怀和殷切期

望．我虽已耄耋之年，仍愿在中央领导同志题词鼓舞之下，与海

内外校友一道，为母校的建设发展再效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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