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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虽然西北联合大学整体存在时间不长，但其积极社会舆论和进步思潮，在当时极大地感染和影响了陇南当局和

开明士绅，为后续开创陇南师范教育的新局面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西北联合大学学子卜宪基毕业之初投身开创陇南师范教

育，重要影响有：把办学和时代需求、社会潮流紧密结合起来；重视成规模、有组织的师生读书活动，把提高思想觉悟和时代意识

放在办学的重要位置；倡导学以致用，把“知行合一”作为培养人才的基本标杆，在乡村师范教育方面落实能力培养；在教育中培

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向往光明和进步，为延安输送后备力量和青年精英，担当了培育人才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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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０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１６６９６

号令称：“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

和北平 研 究 院 等 院 校 为 基 干，设 立 西 安 临 时 大

学" ［１］（后复并入省立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国立西

安临时大学后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

联大" 。从历史的视野中反观西北联大，就会发现

它有三个特点是无法抹去或忽略的：其一，历时较

短但演进过程繁难。西北联大作为校名存在，时间

仅１年零４个月余（１９３８年４月３日至１９３９年８

月８日），若 延 伸 到 国 立 西 安 临 时 大 学（１９３７年９

月至１９３８年４月３日），也 只 有１年 零１１个 月。

其二，存续形式上院校分立并峙。除西安临时大学

（简称西安临大）、西北联大阶段，作为办学实体外，

它却以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

等分立院校的形式持续办学。抗战胜利后，除了西

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部分师生迁回复校外，其

主体（如北平大学）则永久根植于广袤的西北地区，

薪火传承。其三，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各有千秋。

西北联大的文理基础学科特色明显，教育、工、农、

医科应用学科很强。相比之下，西南联大设有文、

理、法商、工、师范５学院２６个学系，虽然文、理基

础学科较强，但缺少农、医应用性学科，师范、工科

亦逊于西北联大。然而，历史总容易将同类事件中

的次要者模糊，进而遗忘。西南联大成就了太多的

辉煌，人 们 偶 尔 才 会 想 起 落 寂 而 短 暂 的 西 北 联

大。［２］３６有鉴于 此，本 文 拟 对 西 北 联 大 对 陇 南 教 育

的影响做一探讨，以为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西北联大对陇南教育影响的

多重表现

　　西北联大对陇南教育的影响有多种途径，具体

表现在：（１）西北联大的进步学生组织和进步学生

个人在陇南造成了积极的社会舆论和进步思潮，参

与了陇南教育组织的管理，为后续开创陇南师范教

育的新局面达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２）奉令南迁

并入西北联大工学院的焦作工学院在陇南播撒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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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的种子，促进了陇南教育界抗日救亡运动的

深入开展；（３）西北联大部分教师直接参与了陇南

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对解决陇南教育中小学教师

奇缺问题、提高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４）

西北联大学子毕业后投身陇南教育事业，对开创并

办好陇南师范教育居功至伟，意义重大，卜宪基可

为典型一例。对于前三个方面的表现，限于在其他

文章中已有所涉及，仅作概括论述；对于第四个方

面的表现，因为与陇南师范教育发展源流有直接关

系，需要详论，故专列部分在后文予以探讨。

抗战初期，西北联大初建西安临大时就有在校

学生个人到达陇南，宣传教育救亡，号召兴建中等

教育办 学 机 构，参 与 陇 南 教 育 组 织 的 管 理。１９３７

年１０月１１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颁发第１７７２８号

训令《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３］２５确

定了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的筹建制度和基本格调。

在学科方面，１９３８年６月 至７月，西 北 联 大 农、工

两学院独立设置，前者与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于

１９３９年４月正式成立。早在西安临大时期的北平

大学农学院，就有返乡学生王乐恺（陇南成县人，时

为北平大学农业经济专业二年级学生）等人先期到

达成县（陇南）开始宣传抗日、教育救亡、号召兴校

等活动。最初 助 力 成 县 教 育 局 长 左 汉 光① 筹 建 成

县初级中学（后 改 为 筹 建 成 县 简 易 乡 村 师 范），至

１９３８年７月王 乐 恺 从 西 北 联 大 农 学 院 毕 业 后，被

县府聘任为成县简易乡村师范（后改为省立成县师

范）首任校长，从事陇南第一个师范教育机构的组

织管理工作。

同时，学生进步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以

下简称“民先队”）和“西安临大战地服务团”进入陇

南，开展支持华北抗战的宣传活动，造成积极的社

会舆论和进 步 思 潮，为 开 创 陇 南 师 范 教 育 制 造 先

机。据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１日《陕西省西安学委关于

学生工作情况报告》（原文件存陕西省档案馆），早

在西安临时大学筹建时期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日正

式开学，就有中共西安临时大学支部（据中共中央

组织部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７日批转中共陕西省委《关于

西北联大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和有关人员党籍处理

意见的报告》）领导下的党员学生和“民先队”西安

临大分队部分成员，以及西安临大抗敌后援会组织

的“西安临大战地服务团”部分成员，还有在凤翔县

组成的“第一随军服务团”［３］３５成员，经宝鸡西进至

天水、成县，他们在当时晋南前线战事吃紧的情况

下，在陇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支持华北抗战

的宣传活动。他们的到来唤醒了陇南广大民众的

救国意识，也带来了新思想、新风尚，使陇南山区守

旧的、落后的、封建保守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其

中包括外地求学回乡的陇南大中学生，他们试图通

过教育济世，开办识字班，编印小报，举行“四四”儿

童节纪念活动和健康比赛；抗敌后援会成县分会则

进行“一日一分救国金”［４］３８劝募活动。同时，他们

苦于成县学校太少，陇南教育落后、教师缺乏的现

实，向地方政府发出兴建学校的倡议。西北联大农

学院（北平大学农学院）学生王乐恺、卜宪基就参加

了陇南最早的师范教育机构———成县简易乡 村 师

范的初建，并分别担任首任校长和教导主任，教授

语文、数学、理化和农业等课程。这些进步学生组

织和进步学生个人在陇南造成的积极社会舆论和

进步思潮，也极大地感染和影响了地方当局和开明

士绅，为后续开创陇南师范教育的新局面创造了极

其有利的条件。

西北联大工学院一 部———焦 作 工 学 院 从 天 水

南迁至汉中，为陇南成县、徽县教育领域播撒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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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的种子，助推了教育质量的提高，影响重大。

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平津，沿平汉铁路继续向南

进犯，战火迅速烧到豫北。当时作为中国第一所矿

业高等学府的焦作工学院受到严重威胁。院长张

清涟呈文教育部长王世杰“拟在紧急时期”“择定安

全区域”“迁移保存”学校。在获得批准后，１９３７年

１０月迁校车队假道郑州于２４日到达西安。次年３

月临汾失陷，日机轰炸西安，为长远计，师生乘火车

再行西进至虢镇站，然后长途跋涉五百余里到达天

水，成为天水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校。焦作工学院

以当时天水南郊的水月寺（今秦州区人民公园）为

临时校舍开 展 教 学，１９３８年 采 矿 冶 金 系 和 土 木 工

程系的２５名学生在天水毕业，［５］成为焦作工学院

最后一届毕业生。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同年７月

改组文 件，［６］４３８１９３８年１１月，院 长 张 清 涟 率 师 生

及眷属１４６人从甘肃天水乘汽车整建制迁入位于

陕西城固的古路坝国立西北工学院。焦作工学院

虽在天水仅８个月的时间，但它为陇南播撒了科学

文化的种子，助推了教育质量的提高，促进了抗日

救亡运动在社会各界的深入开展。期间有不少焦

作工学院的学生先后到周边县份做抗日救亡宣传，

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助学助教活动。其中部分毕

业生曾到徽县、成县活动，有的后续还较长一段时

间担任成县师范学校教师。

抗战前期，华北高校流亡师生散居陇南 徽 县、

成县，为中小学支教，他们在转变陇南教育理念、推

动教育发展、提高教育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 机 轰 炸 天 水 城 北 关。是 年 冬，国

民政府教育部在天水成立国立五中，为川陕甘设立

的１０所国立中学之一，首批师生千余人从西安步

行西迁天水，其中设有师范部。［７］１８２７１９３８年５月国

民政府教育部又在天水成立国立甘肃临时第一中

学，收容战区失 业 失 学 师 生；７月 成 立 国 立 第 十 中

学，组织民先队、战区教师服务团组织抗日救亡远

动，宣传抗 日，介 绍 教 师 在 天 水 周 边、陇 南 县 城 从

教，支持 抗 日。［７］７４有 资 料 表 明，从１９３８年 至１９４６

年，先后有西北联大及其国立五校学生以及华北其

他大学 流 亡 师 生 穆 庆 屿（辽 宁 籍）、田 宝 瑞（河 北

籍）、王茨兰（河北籍）、汪作炎（安徽籍）、张子敬、苗

克俊、孟敦学等人分别担任省立成县师范语文、生

理卫生、体育、音乐、手工、动物、植物等课程的教学

工作，［８］８还有陈 绍 舜、李 云 先、申 稽 平、石 子 量、周

道、胡建业等人从事成县（陇南）的中学教育教学或

在成县师 范 担 任 文 书 和 兼 职 教 师 职 位。［９］７－９这 些

教师的到来，具有战时“人才库”的作用，对解决陇

南教育中小学教师奇缺问题、提高教育质量发挥了

重要历史作用。尤其对陇南教育“母机”的师范教

育，在初创时期就给予了高层次、厚文脉的强有力

支撑，对增强和充实成县简易乡村师范教师队伍功

绩卓著。

　　二、西北联大学子卜宪基对陇南

教育的影响

　　在抗战特定历史背景和西北联大影响下，陇南

第一个师范教育机构成县简易乡村师范建立。王

乐恺任成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首任校长，为加强学

校管理力量，即 聘 请 同 班 同 学 卜 宪 基 担 任 教 导 主

任、任课教师。《成县师范校史》称卜宪基“１９３８年

春随学院到勉县，这时民先队组织在整个西北联大

为一个区队，每个学院为一个分队，他是分队长，李

金吾为 副 队 长。组 织 仍 是 地 下 活 动，不 能 公 开。

１９３８年７月卜宪基从西北联大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毕业后，由同班同学王乐恺邀请到成县，同年８月

正式被聘为成师教师、教导主任。”［８］７《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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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地区大事记》载：“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北农大学生、

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卜宪基到成县师范学校担任，

发展了一批抗日民先队队员，成立了二十多人的抗

日救亡宣传队，由折步洲（即叶滨）、邓述祖（即邓品

珊）等负责。”［１０］３４《民主协商报》文章称：“就在这时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北 平 大 学 农 学 院 农 经 系（当 时 该

校已迁至陕西沔县）毕业的进步知识分子、抗日民

族先锋队队员卜宪基，担任了成县师范学校教导主

任。在摸清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思想情况后，卜

宪基首先在进步师生中发展了一批抗日民族先锋

队员。”［１１］综合这些史料和王乐恺关于创办成师于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开学的记载［１２］看，卜宪基受聘

时间应该在１９３８年８月他从西北联大毕业未久，

但实际到校执教是在该年１０月。

卜宪基对办好陇南师范教育的重大影响，主要

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确立办学方向方面，他积极组织 力 量

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把办学和时代需求、社会潮流

紧密结合起来。卜宪基来陇南应聘任职后，即重视

学校师生思想情况调查，在进步师生中发展“抗日

民族先锋队员”，以此为基础组建有二十多名队员

的“成县师范抗日救亡宣传队”，选定首届学生代表

折步洲、邓述祖负责具体工作，团结联合田宝瑞、王

茨兰等教师指导排练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捉

汉奸》《狂欢之夜》，歌剧《渔光曲》，歌曲《义勇军进

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热血

歌》《保卫黄河》《铁蹄下的歌女》等二十多个宣传抗

日救亡的文艺节目，［１１］利用节假日下到成县、康县

的城镇乡村演出，激发了城乡公民的抗日热情，也

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由于在战时特殊时期，广

大师生因此而勤奋努力，学校办得生气勃勃。

第二，在树立良好学风方面，他重视成规模、有

组织的师生读书活动，把提高思想觉悟和时代意识

放在教育教学的重要位置。卜宪基组织师生搜集

图书，从成都、西安购买图书，以“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胸怀和气度宣传积极抗战的政治主张，传播“生

活书店”“开明书店”“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进步书

刊。其中有高尔基、托尔斯泰、鲁迅、郭沫若、茅盾、

闻一多、巴金、夏衍、曹禺、田汉、邹韬奋、范长江、艾

思奇 等 中 外 进 步 作 家 的 作 品 和《共 产 党 宣 言》

等，［１３］２６还有《全民抗战》《文艺阵地》《黄河》等进步

刊物以及《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的吼声》等歌曲

集，大大丰 富 了 学 生 课 外 阅 读 知 识，开 阔 了 视 野。

配合读书活动，他们活学活用地组织各种以抗战救

亡为内容的作文竞赛、论文竞赛、歌咏比赛、读书报

告会和特约名人演讲会。如１９３９年通过西北联大

教师介绍，即请马来西亚明修善社首任理事长、侨

胞马友三作题为“关于中日问题”的演讲，请国民党

空军中队长姜献祥作“飞机构造”的演讲，极大地增

强了师生的历史责任感，活跃了学校的学术气氛。

第三，在构建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他倡导 学 以

致用，把“知行合一”作为培养人才的基本标杆，在

乡村师范教育方面落实能力培养。卜宪基和其他

教师一起，通过校办农场、农村田野劳动，落实学生

“知行合一”的培养措施。配合文化课学习，实施对

学生能力的 培 养。１９３８年，由 卜 宪 基 倡 导 创 办 了

抗日油印小报《芦沟桥》，名称含有以雪国耻之意。

“由折步洲和我（邓述祖）担任主编，高联珠负责刻

写。为扩大影响，经同校方协商将《芦沟桥》定为成

县师范校刊，半月出一期，用壁报形式张贴，有时也

编成四开两版的，内容主要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

版面活 泼，图 文 并 茂，体 裁 多 样，有 散 文、诗 歌、漫

画、宣传画等。”［１４］２２－２３一些重要新闻及抗日救亡宣

传队活动情况，均登在显要位置，重大事件如“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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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大捷”“台儿 庄 会 战”“武 汉 失 守”等 都 以 号 外 刊

印。１９３９年３月，《芦沟桥》改为周刊，临时重要新

闻，就编成传单，群众称为“快报”，发行范围也从学

校逐步走向社会。后来，因当局干预不得不转入秘

密出刊，其 中 有 三 期 就 是 利 用 邓 述 祖 伯 父 经 营 的

“新兴东 纸 店”，在 夜 间 编 写 刻 印 的。这 些 实 践 活

动，极其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第四，在学生的后续发展方面，他重视培 养 学

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向往光明和进步，成为

向延安输送的后备力量和青年精英，担当了为国家

和民族解放培育人才的历史重任。卜宪基在重视

学生文化知识学习和教学生活技能提高的同时，还

通过培养学生的思想观念，为进步事业储蓄力量，

并将那些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的优秀学生，输送到

延安解放区 使 其 投 身 革 命 事 业。１９４０年 前 半 年，

卜宪基分三批安排折步洲、邓述祖、王嘉恺、石琦、

李建章、胡思智等六名首届学生离开成县，带着他

给八路 军 驻 西 安 办 事 处 的 信 件，经 介 绍 奔 赴 陕

北。［１５］其中折步洲、邓述祖到达陕甘宁边区投身革

命，历任多职，解放后他们分别担任甘肃省广播局

局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为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建

设做出了应有贡献。

卜宪基上述四个方面的影响，在彼时引起了地

方当局的不满，成为他后来被迫离开陇南的主要原

因。（陇南）成县乡村师范学校中师班第一届毕业

生雷振邦在《亲历记》中说：“卜仲元（宪基）老师是

成师抗日民族先锋队的负责人，除担任教导主任的

工作外，一边教学一边组织抗日宣传队，利用节假

日分队下乡演剧、办墙报、办夜校，并与学生叶滨、

邓品珊、李建章等创办了校刊《卢沟桥》，宣传抗日、

揭露腐败和时弊，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扬言卜仲元

是共产党，王（乐恺）校长和几位同学怕卜老师被人

暗害，１９４０年 设 法 护 送 他 离 开 成 师。”［１３］２６这 段 史

料与其他记载存在差异。实际引起国民党成县县

党部、地方政府和军警注意的是因为卜宪基组织三

批学生奔赴延安。这些事件发生在１９４０年 春 夏，

而他虽由王乐恺掩护一段时间，但迫于人身安全，

不得已于１９４１年离开成县师范赴兰州国立西北技

专任教。他在成县师范仅仅执教和工作了三年时

间。

虽然卜宪基在陇南师范教育开创时期任教和

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在有限的三年光景里，做了不

少事情。他思想积极、进步，但他当时还不是共产

党员，他实际入党是在解放后的１９５６年。［１６］２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后期的历史条件下，他默契配合王乐

恺治校治学，主管成县师范教务工作，重视言传身

教，从学习到生活、纪律、品德、修养、体育锻炼都严

格细致地管理，除冬天穿棉袍和蓝布罩衫外，平时

一身学生装，朴素而干练，平易近人。从天明出操

到晚上熄灯就寝，寒暑不易，大量的时间花在与师

生相处、活 动 与 交 流 上。他 承 担 过 语 文、数 学、理

化、史地、农业等主要课程的教学，重视结合实际夯

实基础而提高技能，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兼顾培养兴

趣。他的学养和教法完全出自北平大学、西北联大

时期的学业积累，赢得师生的敬仰和赞扬。

由西北联大优秀学子王乐恺、卜宪基开创的陇

南师范教育，经过８０年的发展，在２１世纪初迎来

了新的历程：２００１年，陇南两所师范学校———成县

师范和礼 县 师 范（校 训“勤 奋 求 实／博 学 创 新”）合

并，建立了“甘 肃 省 陇 南 师 范 学 校”；２００３年，经 国

家教育部批准在陇南师范学校基础上建立“陇南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首任校长武勤俭带领广大教职

工，继续奉行“坚苦奋达”的早期校训，蒙荫西北联

大“公诚勤朴”精神，积极进取，使陇南师范教育发

·８１·

第３期

２０１８年３月　　　　　　　　　　　　　
教育与教学研究　　　　　　　　　　　　　　

Ｎｏ．３
Ｍａｒ．２０１８



展步向了新阶段；［１７］２０１４年，陇南农校、成县职专

并入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实现新的资源整合。

陇南师范教育进一步壮大。现任校长刘先春继续

秉承“坚苦奋达”之传统，以西北联大“发展西北高

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之历史责任为明鉴，正在带

领师生向“升本”新目标迈进。

注释：

①左汉光（１８９８－１９５５年），字 照 青，甘 肃 省 成 县 城 关 镇 北

泉村人。少年时就读于成县北街三官殿私塾和县办仓泉

书院。青年时赴兰州 求 学 五 年，毕 业 于 甘 肃 省 立 第 一 师

范本科。学成回乡后，历任成县县立第一小学教员、县财

政局局长、东街小学校长、教育科长、成县师范国文教员，

为陇南成县新教育 奠 基 人。解 放 后，被 政 府 邀 为 民 主 人

士，曾任成县民政科 长、教 育 科 副 科 长、县 各 族 各 界 人 民

代表大会副主任，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９

日病逝。１９８５年，经 成 县 人 民 政 府 报 省 审 批，将 其 从 事

教育之业绩列入《甘肃省教育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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