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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陆j必;大学是 A册封i史悠久的著名高等学帘。其前身是归中国

的问 \L巾央大学、国jt东南大学等，并钮括院系调整时与南京大

学合并的金陵大学。在建国后四十年的实践中，虽然而j进巾有曲折，

前成绩是主要的。尤其这 f多年来，南京大学有很大发展和变革。

为了校本校师生员 1:指其他有关问忘了解本校的历史幸11办学概辑，

总并为从事"教育志"辅寨和高等教育‘史研究的自志提棋有关本校
的棋‘小;资料，我们特地编写了《南京大学大事记}叫书。

f.: f5按编年体记叙本校自 1902年创办以来至1988年的重要史

实，每年接对 i可睡1r.锚排，基本i二…事 d条，有将跨越时间较长

的史实，题分数条记载。

本 15共分四部分:第-部分为中央大学茹身时期z 第二部分

为巾央大学时期3 第二部分为南京大学时期:第黯部分为金鼓大学。

共记录史实2451 条。

本 f~是本较高等教育研究所棋担学校重点科研项目编写《南京

大学史〉的 a个组成部分。编写人员除本班人员拌，并吸收有关单

位的同志参加缩写工作，基本上按西部分分工钱卖端写。

在本书编可过程中，得到本校档案馆文书档望这室、图书馆过

期报刊阅览室;栩港台书刊阅览富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有关问

志也给予热情的带胁和指导。在此， i草表谢忱。

眼于我的的水平和经踵，难免有欠妥、遗漏、错误之处，总

i奇i55者指iE。

198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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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简史

南京大学是我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是国家教委直属重点高

等学校之飞南京大学最早的前身是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哉学堂，

以眉先后更名为:两江蹄莲学堂、南京南等!蹄莲学校、 E建立东南

大学、黯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手拉国立中央大学o 1949 

年南京解放昂，玫名南京大学。建校迄今已经整整八十七年了。

八十七年来，中部社会迭经洽菇。南京大学随着社会的变革，

由清朝末年，中经辛亥革命、北洋军;鸿飞囡民党就治时期，嗣后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酶的纬大时代。经历了半疆民地半封建社会和

社会主义社会再每个历史阶段。南京大学的历史，可说是我翻近现

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结影。

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日益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

力日寰。至~19由纪末，罔家3夜醒:陆被帝踊主义瓜分的鱼险间面。

全罔J-.r教亡院存、变法白强的呼声急起，一些维新派人士一再

七书清珑，提出"废科举，兴学校'二改良教育的主张。 1900年人

回联军提占Jt京。次年，签订〈辛丑条约).清王辑丧机辱圃，危

在旦夕。 i盘子影势，遂于1902年(先绪28年)初，颁布了〈软定学盘

章程).于是中醒才开始有了比较宠备和系统的教资制度。就在这

一年5月，两江总督划坤一邀请张春、缪被珊、罗振玉等人商议办

学事室主。 叫政认为"应从师革学堂"入手。随即立y坤一上费〈筹办

师落学堂折).来凡刘坤一捕逝，张之涧移督到江。理年，张为办

学事再上书清廷，准奏，避也二三江师在学堂。

二三江师起学堂开办时，暂设在江宁府署。问时，在北极阁前

明朝由学遗址筹地兴筑校舍。张之洞请缪镀珊、方玉山、陈1á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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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人先后任三江师范的总稽查;委托杨n圭为学堂监捋(1903

190日，是为本校酋任校长。 1903年9月开学，设理化、农学、博物、

历史、舆地、于工、图画诸科，于:制 PLI年，井建设两年速成科，

4年最速成抖。由举、贡、禀、增 t11 身的先'1三和111 :f't U 本教斗拙

fr牧师，学生由两江总督辅f)(的江苏、安徽、江叫王省地方官按

分配学额保送，再由学堂考送。 1905年，继任江恃周醒 1)斗总督之

称两江，遂改校名为两江师也学堂。学校规划内容，无所变更。

学堂监督，杨重见圭之后继以徐乃吕(190日，既 1M由东由市儒李瑞

?肯接任(1905-1911) 。李先生不满学校师资水准，月 ;Y..:赴日本考

察教育，延聘该国绩学之士来学堂执教。并拟定新式宇:堂章程，

设立翻译机构，派遣教师留学。 兰江、两江师也学堂毕业学生约

二二千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两江师范学堂停办。

1914年，江苏各省立学校校长联名建议在两江师也学堂原址

设立南京高等师也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 ，经北洋政府批准，

于1915年9月正式开学。江谦被任命为校长(1914-1919)。招收回

文、理化两部11ji科各」级、国文专修科-级。同年12月增设体育

专修科，是为全国首创。 1916年增设工艺专修科。 1917年增设农业、

商业、英文3专修科。 1918年蜡设国文讲习所。 1919年，改国文部

为文史地部，改理化部为数理化部。次年一月又合并三部建立文

理科， -f设国文、英文、哲学、历史、地学、数字、物理和化学

等系。 1919年9月，江谦因病辞职，郭秉文继任校长(1919一1925) 。

他当校长后，实施"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

设备平衡、国内与国外平衡"的"四平衡"办学方针，倡导"严

谨求实"的学风，大力改革行政机构，取消学监处，成立校长办

公处，设立各种委员会，吸收教职员参加学校管理，对学校发展

颇多建树。

1920年4月郭秉文提议经校务会议通过筹建国立大学。9月 25 日

张春、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等人联衔向教育部正式陈情筹建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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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0 [rîJ 年 11 月教育部的豆豆张梅等人，争lJJ步问意~出 j句师之教育、

在、 L、内Î4 专修件岐归大学，各本科仍由南高部琳结办理。 12月 7 H , 

妇-Itr宇政府内务会议正式通过，予夺走名为t建立东南大学。同时委任

字fS 荣文黯ff:东南大学好各员。东大或;主时，以南i坞'师之工艺科为

基础，建成 l~手h 1，'1体育々跨抖、教育专惨科建成教育科;在业

专持科发展为我手l; (以上王f:l段夜校本部}扩建l雨、11'.专修科，并与

幌市大字码:: I二海合1J'rr可科大学。 [1 i] 年，由高 lj币-rr开女隶，第一挝女生

(8 人}入学。 1921年2月南南部文理科增设政治纯济系及两详文学

系， 对:指导芹农料之唯物系、教育科之心理系。问年3丹 18 日那聘张

辑、黎J已 tìt、王汪汪等15人为东大校萃， 6月 6H 成立校轰金。9月教

育部任命事1$ 乖文兼任东南大学校长。 1922年6月上海商科大学改由

东南大学费办，改名为"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0 1923年6

月 rtf尚师作才卦，正式并入东大。这时，东大已具相当壤摸，学科

卉舍，食校共设5科28 系，去IJ文蚓科:国文、胁"史、外隅语文{由阳

市文?条、英 i卉系主运德、法、 H 各学程合并改组阳或)、政治经济、

哲子气物理、化学、数字飞地学系:靴宵辑:教育、 f乙、理系;工科:

机械主程、 t木工粉、屯挽[程系z 农科:生物、农艺、国艺、

奇牧、蚕桑、病虫害系 tiH斗:普通商鼓、会计、工商管理、银

有理财、 i毒品草地输系。 (1926年3月调整系科i焚烧，实行文理分科，

将政治约辟系分设为政治系与经济系，将生物系分设为动物系与

植物系，敏育抖增设乡村教育系)全校共有教职员200多人，学生

1600人，年经费40余万，办学成绩卓著，人才辈巾，理科尤为世人

既推崇。当时，东大与花大齐名。公认北大时文史哲著称，东大i及

科学名道。其实，东大之文史哲也不在:I~犬之下。京南大学被替

为中国家南地区的最高学府。

1924年4月校董事会议决，暂时停办工科。 8月，校遭军事会需

次议决，并与全国水奉ij周总裁取得→致意见，以本校工科与向海

工程学校为基础改组成国立?吁海工科大学。由东大工科主任事以

芳出任该校校长。

3 



1925年1月部秉文被赖时执政教育部免去校长职务。此后，京

大校长颇额更迭，胡敦复(1925) 、陈逸凡(1925) 、蒋维芥(1925) 、

集拾(1925)先后破任命为校长，但均未正式服职。

1927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踱委员会颁布大学区制，先在江

翻两省试好。将国立东南大学与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南科大学、

江苏政法大学、江苏匿科大学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

苏州t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国立第剧中LlI大

学i 问时裁撤江苏省教育厅，改为第四中出大学眩教窝行政部 (!ã

即改部为院). :1!权处理本省盖脑内的一切教育行政事宜。路教育

行政院外，金校共设九个学院:文学挠、哲学院、自然科学辑、
社会科学辑、工学院、教商学院(以上六学肆设在南京剧牌楼东太

原祉)、在学院(设在江革第一农校原牡λ 医学院和商学院〈设在

上海)0 1928年2丹，依熙国民政蔚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决议，第四

中 ÙJ大学改称江苏大学。同年5月，政名嗣立中央大学(以下称中

大)。

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时，国民政府任命张乃旗为校长(1927-

1930)。改名中央大学后，曾任命英雄晖为校长，吴未到j任，校务

仍由张乃燕负责。

1928年8月，中大调整豌系设踵，政设文、理、农、工、教商、

商、捷、阪等8个学院、 40个系科。学制4年{监学院7年)。当时金

校教师290人，在校学生1838人。 1929年8月，."大学区梅"停垃试

行，棋复江苏省敬育厅，中大不再负担大学眩行政工作。

1930年底，朱家事在接任中大校长(193非-1932)." ..九·一八"

事变后，中大师生抗日情绪高涨，校方压制学生的抗院要求，于

是引发了"黯朱运动..朱家罄被追辞职。国民政府先后任命任鸿

隽、段锡朋等为中大校长，都因遭到学生的反对南未履职。 1932

年6另，国民政蔚下令解散中大，教师解聘，学生听候嚣别。 7月，

国民政府组成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腾蔡元培为委员长，李雁先

为副赘员长。整理委员会将设在上海的商学巍、 E援学院划出，分

4 



E判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蜀立上海医学院。

1932年8月，罗家始被任命为中大校长(1932-1941)。他就任

后，提出堂之建中大"安全、充实、发展"的步骤，稳定教学秩序，

广聘敬蝉，调整鼓系，改革课程，扩充设备，使中大稳步发展。

1934年设理科研究所挥学部和农科研究所农艺部。 1935年重建筐

学院(学制6年) .同时留壳、附腐盟立牙E皮带科学校。经过院系调整，

中大据有文、理、法、教商、农、工、墨七个学院，下设34个系。

-因原有校舍慧地无发蝶余地， 1935年11另，在市郊石子肉征得8千

商土地，计划重建中大。国民政婿拨款24:0万元，子在年11月破土

兴建。

1937年发生芦沟桥事变，重蜡计划未能实现，商量萨11是迂校

重庆沙坪棋松林坡。 12月初，于新校址开学。医学踪及农学黯畜

牧要黯系.'则建在成都华商坝，前属中学建在贵阳。是时，中大

学生人数为1072人。后来，黯民政府随迂重庆，中大学生辘增一倍，

校舍不敷使用。次年，在离沙坪棋25里的柏摸建立分校，作为一

年级校舍。 1938年12月，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设理科、法科、

农科、工科四个研究所(于改年9月正式招生〉。周年，改教育学院

为师施学院，增设囡文、英语、数学、理化、博物、史地、公民

曾11育系和盘子军专修科z 工学院增设航空工程、水利工程两系z

农学院增设畜牧棒盟专穆科事医学院增设6年制牙科，并与牙医专

科学校合办牙隧门珍部; 194，1年恢复社会学系，研究院增设文科

和提科研究所。

1941年8月，罗皇族伦辞职。在挠战期间，罗家伦之后，先后出

任中大校长的有:颜孟余(1941-1943)、蒋介石(1943…1944) 、

藏毓嚼(1944一1945)。在他们任期内，先路设立了农业经济系、"
气象系、边政系及俄语专修科E 同时，对师范学院设置的系科作

了归井。

1945年8月，抗战盟和l。吴有讲i出任中大校长(1945…1948) 。

他于9月到校就职，即篝备复员事宜。技年6J=l金校师生分批来下。

5 



11月 1 日，在南京原址开学。入学学生达4700多人，大大超过了战

前嫂摸，于是扩建了家桥校舍{战前为我学院费踊).将在、医学

院迁入，称中文二部，其它至二学院仍设在校水部。 1947年10月，

吴有制11出望参加联合望文敬组织会议，校务出版学院院民戚寿商

代理。 1948年8月，由周鸿经出任校长。 1949年王丹，国民政府制

定"自立院校应变计划..欲将中大迁往台湾，遭到进步师生坚决

反对，周鸿经不辞而走，校教授会组织幅较务维持委员会"主持

校务，迎接解旗。

至解放削夕，中大成立三十周年，已拥有七兢42系(科线}、

23个研究所。文学院设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系和俄文专修科:

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非理、气象系:

-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社会飞边政系和司法组:辩班学院设教霄、

艺术、体育系和体育专修科;工学院设土木工梅、电机L橙、钱

械工程、航空工程、水利工程、化学工程、建筑工程系:农学院

设农艺、在~Il'.能济、剧艺、农垃化学、森林、畜牧、兽医系及裔

牧兽医专修科z 医学院设医科、牙科、牙远专修科、护士师资专

修科及商银医!原检验职业科。研究院于设中留文学、外部语文学、

历史、哲学、数学、物理、生辑、地理、生物、化学、心理、法律、

政治经济、教膏、农~、森林、农业经济、畜牧愕阪、土木工程、

电挠工程、生理、公共卫生刷生物化学等研究所。并先黯制办和

出版〈中大半月刊上〈地学杂志}、〈史学杂志》、〈法律学刊〉、〈心

理丛和Ij)， (教育季fiJ)， <艺术杂志上《体育敖志上〈商学院学报〉、

《商学总ftJ)， {中央大学日刊〉、中大丛书、心珊丛书等。根据

1947年的统计，全校教职员1266人，学生4066人。其规模之大，

学科之齐全，师资力景之雄厚、办学条件之充裕，均居全国各大

学之苦。

款现中大及前身之历史，均把广揽具有真才实学的教ø窜作为

办学之根本。数十年来，本校人文薯萃，各家云集。曾经在本校
执敬的著名教授有:梆始征、刘f自费、. ~J酷钧、党问棋、缪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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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ó挠、戴皮米、鼓{昆、美梅、陶f于知、胡小石、梅光迪、吴摩、

茅以升、艾伟、薛鹤琴、张某甜、杨杏佛、过探先、汤用彤、宗

白华、踏在才3、张、一、楼光来、封、洪芬、胡同t复、秉志、邹秉文、

胡先骗、常与手段、戴修攒、张莫若、章第周、挝、本文二徐悲鸿、

马思路、马寅初、提希、瑞文撒、戚海南、胡焕庸、贺昌群、潘蒜、

张江树、察盖慧、金带虫、高济*、范J存忠、郑集、徐克勤、任美愕、

罗棋;学、事在梅林等等。提启槌也回来校讲学一年。他们都是当时

学界之精英。在近半个挝纯的办学中，培养学生逾万人，在每个

时期均，不泛出类拔3京之士。如著名古典文学家胡小石，著名地理

学家张其陶，著名物理学瓶、前中回科学院副院长果有训，著名

物理学家、全国人大常强余酬接员低、中科院主席固执行主席严

济葱，世界著名实胧物理学来、前荣国物理学金会长吴健雄，著

名地质学家、国际地科联悔详地股委员会主蹄许靖华，著名作家

聂华苓等都是本校的毕业生。在现今中闹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单是

东大、中大毕业生就有四十位，如加上键在此工作过的校友则占

学部委员总数的五分之斗。

同时，从南高师、东大到中大，广大姆生在向黑暗统治的长

期斗争中形成 F光荣的革命传挠。平在".五照..运动期蝇，南南

帅的进步师生在北平爱国运动的影喝 1亨，就冲出校门，走向社会，

举行罢课游行，成为当时南京学生运动的主体力擎a二十年代弱期，

这里曾是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南高姆和东大学生谢远主运、

吴肃、茹苦俨都是南京地丧旱期的共产党员，为南京地12{党、周

组织的建立在1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23年8月，中黯社合义背年

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东大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林育南、

蒋中累、瞿秋白、挥代英等30人左右。本校学生谢远定作为南京

埠医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从制豆豆开t" 运功到j

拭目救亡运动. #事生1n均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抗日后期，提

然学校里的国民党党、，器组织十分猖獗，并且通过导师制度、军

事苦苦络等絮紧控翻着学生。然而，中大的地下党组织在间反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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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斗争中得到恢笼与发艇，并且成立了"救亡会"、"新民主主

义青年社"等革命外围组织，进步患想「为传播暑进步力量不断

社大。拉战胜利后，党领导人民开腻了反肉战、反稳裁的斗争，

中大的爱醋学生运动进人高潮。 1947筝的"五二。"运动租1949

年的 ι四·一"运动都发幸运在这里，中大的革命婚生在运动中发

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尤其是"五二。"运动，规模空前，震惊全国

它向国内其他爱嚣民主运动汇成一段洪流，戒为反对国民党统治

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打过立了国民党的统插。是本校历史上先辉

的第章。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本校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志士为

争取人~解放事业剖胜利前件后继，英勇奋斗，慕茧献出了自己

的生命。在本闰时期，先后为革命部牺牲的除草期共产党员谢远定、

提肃、知精俨商外，还有东大、中大的学生吴先洒、成律、梁承、

钟天楠、文化艇、开阔庆、王来典、麓祥冀、李林潘、陈朝海、

程黯绎、成黯宾等问志{不包括毕业后牺牲的同志)。能们的革命

菊神，锺得永远部念和发扬。

1949年4丹 23 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 5月 7 日，南京市平管

会撤代表赵塔接管中央大学。同年8月 8 日，南京市草管会文教委

员会通知，盟立中央大学改名为盟立南京大学。由梁希 (1949) 、

潘寂(1949-1951) 先扁担任校赘会主席。 9月，中共南京大学总支

成立，李慕庸任书记。 1950年10月，根据中央教育部的通知:"各

辍学校校名，概不加百立'字祥"，遂名酶京大学。 1951年7月，

瑞华东鞍宵委员会通知，本校改行校长制，播蒜挂校长(1951-

1957)。建爵初期南京大学在课程、系科及提掏设置上作了初步演

辑和改革。取滔了"三民主义"课以及一些与新民主主义相违背

的课程和重复的课程。法学院取消了边政系，杜会系并入政治系，

6年医学教育缩短为4年，先眉增设了林业专修科、吨象专修科及

地质采矿专修科，并改学分散i为学年割。取消￥11等处。

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南京大学的工学辑、师施学

院独立二建成商豆豆工学院、南京师寇学院z 农学皖与愈大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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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建成南京农学院:臣学院于1951年日独立建校，院系调整时

定名为第五军重大学，后并入第四望在黠大学z 南大的哲学系调整

至北京大学，法律、政治系调整窒华东晓法学院，经济系调整至

复旦大学z 爵以离京大学的文、黯学院和金棱大学的文、理学院

为基础，加上原中山大学、 ÚJ京大学习新枉大学、复旦大学、齐

鲁大学的部分系科，建成…撰文理科稼合大学，仍名南京大学。

校址迁至天津路金陵大学原雄。

金陵大学是圄内著名教会大学之一，她的前身是美理基督教

会美以美会于1888年在南京盹河治制办的汇文书踪。设文科、军

科和神科(称博物馆、磁带馆和神道榻).另设中学部赛成美错。

她是美国教会在南寐创办嫌卑的一个书院。后来美菌基督教会中

的基督会和长老舍又分别于1891年和1894年创办了基督书院与益

智书院。三个书院的学制大致相间。工十世纪初，教会为扩大影响，箱

运盘时势，给给合并将院。 1907年基督、益督书院合并为宏商将院。

1910年去背书院又持人汇文书院，以大学建制成立金幢大学，推

京汇文书院院长组文 (A . J . Bowen) 为校长。大学始建时，设1比料、

师荒专科、华在科及腾腾中学。 1911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嗷商用

立案，经纽约大学认可，接受该校的文凭和学位。以蹈，又增设

农科、林科，为我菌农韩教育之先翠，创始人为举办"华撑义服会"

的本校教授裴以理{加拿大籍)0 1916年合并求科、林科为袋栋科。

同年，东方服科大学并人本校，又恢复医科0917年又改为黯颈科，

另设鼓楼挺院)0 1921年改文科为文理科，增援理学士学住。 3至

1926年，金大的文臻、农林两科共设13个系、 3个专惨科，在校学

生500~人，成为一完备大学。 1927年，国提党政措定静南京，国

时用变动，凹籍敬职员离宁。成立新校董会，接选文理辛辛科长陈

褂光为校长。白此金大遂由中国人主持较务。 1928年，按照愚民

政牌大学院颁布条例呈请立案，间年9月 20 日立撒照瞧，为国内教

会大学最先立案者。改组后的金陵大学，进行了若干改革，撤销

宗教系，宗教课程由必穆改为选修，来教仪式改为自愿参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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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各级行政工作也逐步改由中国人主持。这在当时教会大学中

开了风气之先。 1930年，接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章程将文理科改建

为文学院制理学院，农林科建成农学院，商时成立了与三院并列

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于1935年，又按教育部章程，先后设立了文

科研究所史学部、理科研究所位学部、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

1937年7月，抗战军兴。同年11月，举校商迁，在成都华商坝假华

商大尝校舍开办，理学院分部设在重庆求精中学，酣中设在万县。

抗战期间，金大堪设了望乡音专修科、图书馆专修科郭英语专修科(与

其他学校合办)，农科研究所增设农艺学部相阔艺学部等。抗战最

科，复员南京。 1-946年9月在南京原址开学。 1948年，金大文理农

三院己有22个系、 4个专修科、 7个研究所。在校学生达1100人，

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综合大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金陵大学逐

步走上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轨道。 1951年2月校长陈裕光另有任期，

ι 出理学眈院长李方封11耀任校长。同年9月，金段大学与金段女子文

理学皖合并改为公立金陵大学，由李方哥哥、英贻劳分别任校务委

员会正副主任委员。至此，金大与美国教会便新绝了一切联系，

串人民政府正式接管。金大在64年办学中，共培养学生吕千余人。

造就了许多出类拔萃剖人才，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医学专家戚

海南、哲学家刘伯辑、农学家辙家湾、陈祯以及化学家陈褂克、

李方哲11等等。现在南大工作的戴安邦、魏荣爵、周{白眼、五绳祖、

吴内句、程千~乱等教授也都是金大的毕业生。金最大学始建时，

仍设在F剖沿汇文书院原址同时在鼓楼西南坡购地建造新技舍。

至1921年新校舍基本境工，大学都迂人。原校址改设附属中学〈今

之余陵中学)。

院系调整梧的南京大学，为文理科综合大学，设中国语文、

西靖、俄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今理、地质、地理、

气象、天文等13个系。设置汉语古文学、历史、俄语、德语、英语、

法语、数学、天文、地理、化学、合动物、植物、地质、地球化学、

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气象、气候等18个专业，并暂设气象、地

10 



, 
/ 

1iIi: 2个专修科，骂:设主在速成中学。全校教职工490人。出潘寂仔:

校 i乏，碎叔子(原南京告文教局长)、李方运11 (原金楼大学校长)ff:

两'1校长。从1953年10月起，南京大学改函中央高教部直接领导。

1M]年，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成主，孙叔乎任党委书记，陈毅人任

党委刷书记。

院系调整是南京大学燃烧发展的新起点。党的教育方针开始

在予校得到实施。 1953年 10月锋订的《南京大学暂行组织规程L

UJ1确境定"本校的慕本任务是:培养具有忠实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正确的马列主义或点，深序的文住科学基础知识，专门的现代化

科学理论知识，德才兼备，体槐塾强的科学研究人才和高、中等

学校师资。并结合隅家建设与教育工作的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工、

作。"为实现这个任务，学校除进行智商、体宵敏宵衅，重视德育

教育。白 1953年剧，开始全面系统地时学生进行 i专列主义理论教育，

正式成立马殉主义被研室，开设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马硝

主义基黯等政治理论课程，并在校部设立政泊辅导处，系设政治

羁导员，加强玲学生的思想工作。并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 1956 

年把本科生挎位年珉改为5年。同年，开始捕收副博士研究生 (57

人k 攻注25个专业方向。

自 1953年艘，开始在叶立自有组织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件。 1954

年南大校委会作出决定，定5R20 日为校庆段，每年校庆期间，举

行全校性的科学报告会。 1955年是阐赚大学53周年校庆，全校潜

行第一届科学报告会。同时， <南京大学学报》创刊。同年，潘藏

校长李方组11副校长桂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都会议。李方世fI教授当

选为自然科学学部委员。

院系调整后，系的设置继模进行调整。 1955年，合并阴谐、

俄市两菜为外国语言文学系z 合并数学、天文两系为数学天文系z

取消，合理系，在生物系下设合理敏研组。是年南京大学副13个系

调赞为10个系。

1957年，潘藏调任中罔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跨年9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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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校长兼党盎书记事事影秋(1957-1963) 到校视事。

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法潮中，南大出现所语"万马

奔腾"的局面，一准新专业陆旗设立起来，到1960年为止，专业

设置增加到44个，如声学、核物理、高分子、计算数学、计算技术、

生物化学、大气物理、放射地震、哲学{障时成立政治系)等专业

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原来的化学专业，此时也分解为有机化学、

无规化学、锦理化学、分析化学4个专业;还增设新闻和技术物理

2个专修科，成立南京大学前属气象学院。同时，余校的科学研究

选题也一下翻了几番。被赞为南大"五朵金花"的"华南花墙岗

及具成矿规律的研究"、"分子簸"、"内蒙董事原考宰"、"金蹒棋路"

及"大来革的引进与利用"等重大科研项自就起步于这个时期。"大

跃进"在一定程度上使进了学校学科和科研工作的发展，但是，

它不仅克金打运L7lE常的教学秩序，影嘀敏学服量，耐旦出现了

浮守现象，使学校事聋的发展带有较大商吕散。

1961年以后，贯彻党的人字方针，进行调整整顿。本着"保

证鼓点，发展特色"的原则，将专业设置出44个调整为28个，撤

销新闻租技术物瑞2个专修科，气象学院强立，建成南京气象学院，

农场停办，工厂大部分手马，科研工作也逐步缩姐战钱。间时按

需要政治革增设政，治组济学专业，数学天文系重又分设为数学系

和天文系。这时金校共有12个系，设29个专盘。学校发展规模由

万人压缩到6300人。教学秩序趋于稳定。

1960年10窍，南京大学被列为国家直属的重点高等学校之一。

郭影秋在南大任校长6年，吁请在艰难中受命，在磁阻中工作。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得不化大力去抓政措运动和生产劳动，

但钝尽力黄街党的教育方针。在1959年春季，他强调指出，学校
的中心任务是教育科研工作，并向全校挥生提出了"坐下来，钻

进去，认真读书飞"教学是Æ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等口号，积极

落实〈高教60条)，使学校较快地辈挺立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教育质

量稳步提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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