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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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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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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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为国应云南大学，几经改组变迁，到40年代申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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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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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50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左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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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坚持“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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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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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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拇步伐，真抓实干，为进入“211工程“计划(面向

21世纪，在全国重点办好一百所大学)‘而奋斗。一可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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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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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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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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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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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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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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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记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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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q'-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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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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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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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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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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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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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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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册)编纂

出版。 ．

‘

。 (吴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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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物志·人物传(二)

队队长。

1919年北京发生“五四”运动，华秀升毅然参加了爱国学

生游行示威，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幸得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育

界知名人士的出面营救方获释。出狱时，曾受北大、清华等院校

师生集队迎接返校，并摄影留念。

这年华秀升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被选送公派赴美留学，入密

苏里大学神学院的文理系。当年从清华毕业，又到美国留学的云

南籍学生仅有二人。1921年4月27日他从该校毕业，获得文学

学士学位。同年9月，考入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研究部主修历史

和政治。1922年5月通过了他的硕士论文《政权分立的理论及

其在美国的应用》，该论文分7部分共73页，主要论述美国资产

阶级民主政治之优劣。他还是佛罗里达大学第一足球队主力队

员，踢右边锋。半个多世纪后，该校档案馆的管理员还称他为

“我校第一位来自亚洲的运动员”。
’

．

1922年；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1924年，正在攻读

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华秀升接到祖父在上海病故的噩耗，立即请假

回国奔丧。出发前，他曾与一家美国公司谈好一份工作，并订购

了返程的船票。当他在上海料理完祖父的丧事后，又赶回昆明看

望母亲。见到伤心过度的母亲身体十分虚弱，1需要人陪伴，便毅

然放弃返美计划，留在昆明侍奉母亲。后被省政府任命为云南高

等师范学校校长兼美术学校校长。 t、‘

． 时任私立东陆大学校长的董泽，获知华秀升回到昆明，即向

校董事会推荐华秀升担任东大教授。1926年华秀升被东大聘为

文科主任，便辞去其原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兼美术学校校长等

职，--,b投入东大的教学管理工作。他在东陆大学讲授经济学，

还兼任工科的英语教学，并自编教材。他纯正流利的英语El语，

受到学生的欢迎。 ·

‘

?1929年10月，东陆大学副校长卢锡荣升任省教育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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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任命华秀升接替副校长职务。为提高教学质量，他协助校

长向省外聘请知名教授，如聘任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的政治学专家浦薛凤，心理学专家陈华庚等。1930年9月董泽

辞去校长职务，省政府任命华秀升为代理校长0随即参加了“省

立东陆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私立东陆大学的校产校具的清理

造册、移交等事宜。 ，‘ ．

华秀升任代理校长后为谋求学校发展，对机构设置进行改

革，在校长下设立了教务会议，这样有利于让教授参与学校管

理。在教务会议之下设有秘书处、教务处、事务部，及各种室、

委员会等j在教学体制上，停办预科，专办本科。文科改为文学

院，下设政治经济、法律二系j工科改为工学院，下设土木工

程、采矿冶金二系，此为云大有院级建制之始。

学校由私立改为省立以后，．经费主要由省库拨给，但是经费

还是不能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华秀升继承了私立东大的传统，

四处募捐。．1931年，他以校长的名义发起了奖学基金的募捐j

在所发．《云南省立东陆大学募集奖学基金启事》中云：“人材消

乏，举世同慨。丁兹革命建设时期，事业的推进什百倍于曩昔，

则人材之需要亦什百倍于曩昔。于是人材之供给，遂成当前之重

大问题⋯⋯诸君热心公益，．志宏乐育，尚祈慨然捐助，’俾·资奖

进，为教育解决问题，一为国家培植人才，异日俊实辈出，效劳建

设，岂图个人之幸，国家社会交蒙其利矣。馨香沐手，毋任翘

企。”募捐启事发出后，即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初期便募得

5．36万余元。 ·．

．

一

．． 云大主体建筑会泽院，学校成立时建造，多年未进行过维

修，屋顶严重破损。1931年初．，学校决定予以修理。修理费需

要4万元，但省府只拨2万元。为此，华秀升以校长名义于2：月

致函财政厅长陆崇仁，表示“不敷之数，务祈准予补发。”3月

他和事务部主任杨维浚与承修厂商代表签定了《包工合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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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定了工料价银、修理内容、．完工日期、保固年限、领款时间

等项。工程完工后，省府验收，认为“工料尚属坚实，开支亦无

浮冒。” ’

华秀升在任东大代校长期间，虽然学校经费困难，但为加强

师资力量，尽力劝说在校教师特别是外省籍教师安心工作，．还聘

请政府机关、企事业有成就的人到校兼课。他主张学术自由，聘

请教师不问学派，只重专业特长。因而，当时学术气氛比较活

跃，各种流派都有一席之地，如政治经济系的教师有用奥地利心

理学流派解释价值和价格，也有对苏联政府政治制度大加介绍并

公开表示赞许，还有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加以宣扬歌颂。学校对

这些现象未作限制和干涉，．允许教师根据自己观点讲课，同时也

允许学生阅读各种学术派别的参考书，可以提出不同观点与教师

辩论。学校还定期举办中英文演讲，通过演讲及竞赛来提高学生

口语表达能力。在教学上采取学分制j严格考核学业成绩。+他积

极倡导体育运动，在校园东侧荒地上开辟了东陆体育运动场(今

天的东一院体育场)，全场周长为800米，有400米的椭圆跑道，

200米的直跑道及足球、网球、篮球场。．这是当时云南省第一块

符合国际标准的体育运动场。

华秀升在1926年7月21日，被选为云南省第一届体育协会

暨云南省体育促进会的会长，为云南的体育运动发展做了许多有

益的事。在他的倡议下，1930年10．月省政府在东陆运动场举办

了第一届全省运动会，华秀升负责组织指挥，并任总裁判。为开

好运动会，他邀请昆明市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到家里通宵达旦地商

量运动会的各项事宜，订出比赛项目及其负责人。由于准备充

分，运动会的开幕式盛况空前j许多市民也纷纷前来观看，临时

搭建的看台坐满了来宾。
‘

1931年，Ft军悍然侵占我国东三省，东陆大学师生义愤填

膺，学校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准备随时出征报效祖国；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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