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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第二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综述

梁严冰1，2，姚 远1，姚聪莉1

( 1．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9; 2． 西安理工大学，陕西 西安 710054)

西北联大作为 20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大

的大学共同体之一，近年来倍受学界及社会各界瞩

目，并取得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为了总结西北联

大扎根西北的办学经验及所体现出的传统与大学精

神，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该领域研究，继 2012 年 9 月

首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成功举

办后，2013 年 8 月 3 至 4 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等院校主办，陕西理工学院承办的第

二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暨纪念西北

联大汉中办学 75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汉中隆重召开，

来自主、承办单位及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科

院研究生院、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云南师范大

学、河南理工大学、西昌学院、西安工程大学、西安科

技大学及汉中市、城固县等 20 多所院校及科研单位

的近 70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会议论题集中，与

会学者就西北联大与大学精神、西北联大的史实与

脉络、西北联大的历史作用与影响、西北联大学人研

究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议形成了关于西北联大的若干新的思考与结

论。
一、西北联大与大学精神。会议认为，西北联大

促进了对大学精神的深入思考。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张岂之在《我对中国大学精神的理解》中认为，中国

高等教育与中华民族复兴存在着紧密联系。对抗战

时期西北联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

我国的大学精神。张先生将中国大学精神归纳为:

民族蒙难，教育救国; 科学精神，人文依托; 文化传

承，新知创新; 大学昌盛，国家富强。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副会长陈浩在《用思想文化提振大学精神》中

认为，西北联大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之时，当时

联大学人所追求的爱国兴学、发愤图强、民主进步、
公诚勤朴等理念，对近代大学精神基调的确立有着

积极影响。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在《西北联大与大

学精神》中认为，西北联大不仅将中国大学制度系

统地植入西北，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大学精神提供了

一种独特的解读: 只有民族独立自由才有大学的学

术自由，学术自由离不开国家战略的自觉实践，离不

开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西北大学作为西北联大的

子体院校之一，在办学过程中始终服从国家和人民

的根本利益，致力于人才培养理念创新和学术创新，

力图搭建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桥梁，维护和发扬

西北联大的精神传统。厦门大学刘海峰在《历史需

要诉说: 西北联大的命运与意义》中通过大量新挖

掘的史料阐述: 正是因为有西北联大的存在，才使得

汉中在当时成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中心，并认为

西北联大留下了巨大的教育遗产及宝贵的精神财

富，相信再度走入国人视野的西北联大，必将在中国

高等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常

务副校长赵忠《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的新使命》一

文认为，研究西北联大，就要弘扬联大在艰苦岁月中

形成的扎根西北、爱国进取、艰苦奋斗、勤劳质朴的

传统与精神，从而充分发挥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功

能，注重大学文化建设中的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
开放性、创新性与和谐性。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强

调，虽然历史具有选择性和多面性，但是我们不应该

遗忘西北联大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贡献以及对历

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厦门大学张亚群从西北联大的

文物、校歌、校训和办学实践着眼，论述了西北联大

的民族精神的独特品味。西北大学赵弘毅论述了西

北联大光荣的革命传统与高远的学术追求。西北大

学姚聪莉分析了西北联大学术自由的重要体现和特

征，指出西北联大的学术自由风气是抗战时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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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重要体现，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西安科技

大学党委书记刘德安也对西北联大的文化传统及所

体现的民族精神进行了独到的解读，认为大学教育

必须确立坚定的民族精神导向。
二、西北联大的发展脉络。西北大学姚远《西

北联大留给陕南的一笔高等教育遗产: 陕西省立师

专总校与分校的前世今生》，通过确凿的档案文献

考证，确认今陕西理工学院与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

校总校及分校、由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发展而成的国

立西北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汉中分校( 653 分校)

一脉相承，其学源于平津，地缘于陕南，有“师”“工”
两源。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书记邹放鸣、教师薛毅就

私立焦作工学院与西北联大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

的考察，认为焦作工学院是西北联大一个富有特色

且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组成部分，学校从路矿学堂到

焦作工学院、再到中国矿业大学，其成长发展伴随着

历史的风雨与时代的沧桑，但始终与国家工业化进

程同步。西安科技大学副校长杨更社通过史料分

析，认为西安科技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 1938 年成立

的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工程系，而矿冶工程系由原

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矿冶系( 成立于 1895 年的采矿

冶金科) 和焦作工学院矿冶系( 成立于 1909 年的采

矿冶金科) 合并组建而成。西安交通大学杨龙对西

北联大医学院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梳理。
另外，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的后人徐冬冬、许兴凯的

后人许继昌等回忆了抗战时期祖辈和父辈在陕南的

工作与生活。这些论文对史料的考证与梳理，都有

助于进一步理清西北联大的史实和脉络。中国矿业

大学、西昌学院、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等校

追溯和续认为西北联大支脉学校并提供研究论文，

特别是西北联大办学地汉中陕西理工学院的积极介

入，进一步扩大了西北联大研究的地域和所涉学校

范围。
三、西北联大的历史地位。华中师范大学余子

侠《抗战时期高校联办的历史反观》系统梳理了抗

战时期高校联办的四种类型、四大支力和四类成就，

认为西北联大的办学传统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西

北大学赵万峰《论开发西北热潮对西北现代高等教

育发展的推动作用》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北开

发热潮极大地推动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包括西

北联大在内的一些高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组建的，

西北联大落户西北不仅促进了西北高等教育体系的

最终成型，而且促进了西北社会的发展。西北师范

大学副校长朱卫国与教师尚季芳的《抗战时期内迁

高校与西北地区现代化》一文认为西北联大对西北

地区开启民智、经济建设、政治民主建设等均做出了

时代贡献，而这一切又极大地推动了西北地区的现

代化。西北大学曹振明《以学科为中心论西北开发

与西北联大》认为，西北联大对西北开发有着高度

自觉，其学科建设发生了以西北问题为研究对象的

集体转向，并主动承担起了开发西北的重大使命。
陕西理工学院院长何宁和教师李巧宁等的论文对西

北联大的社会服务思想与实践及西北联大的建立与

陕南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西北

大学梁严冰《西北联大与西北历史研究》，杨云霞、
姚远《西北联大法学教育与陕西近代法制教育的初

创》分别阐述了西北联大对西北历史研究和陕西近

代法学教育初创的贡献，梁严冰在其论文中还特别

指出西北联大时期的西北历史研究是 20 世纪中国

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与影响至深至远。
四、西北联大的重要学者研究。天津大学高教

研究所王杰《以建设中国现代大学的视角认识李书

田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认为李书田任北洋工学院

院长和西北联大常委时，使北洋工学院成为中国大

学向现代大学转型的样板。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
张志永《抗战时期齐国樑先生在西北》一文，对齐国

樑先生为民族抗战和发展大西北教育所作出的重要

贡献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梳理。尹晓东、姚远《1945
年李约瑟博士访问西北大学》论述了 1945 年 9 月中

旬李约瑟博士来汉中，访问西北联大的过程，为西北

联大扎根西北，融会世界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提

供了新线索。钱海婷、白秀英、王淑红、姚远等还就

联大教授岳劼恒、曾炯等的教育思想与学术贡献进

行了研究，提供了数学、物理学等学科领域科学教育

的新个案。高远《书生本色———陈石珍》通过细节

分析，勾勒了 1940—1942 年间担任西北大学校长的

陈石珍的书生本色。
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古路坝西北工

学院办学遗址、城固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办学遗址等，

发出《关于保护西北联大遗产、弘扬西北联大精神

的倡议书》，呼吁共同保护西北联大的文化遗产，弘

扬西北联大精神，加强对汉中的智力支持。会议确

定 2014 年 8 月在兰州举行“第三届西北联大与中国

高等教育发展论坛”。 ［责任编辑 刘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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