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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西北联大档案的

几个历史疑点澄清 （完 ）

文 ／ 姚远 王展志 樊 亚萍 伍小东

四 、

一

分为五后 的再联合

（

＿

）西工、 西农 、西大 、 西医的再

联合

国立西北工学院和 国 立西北农学院

是第
一批 自西北联大母体分 出并独立的

两个学院 ，
时在 １ ９３８ 年 ７ 月 ２ １ 日 。 消

息传 出 ，
工学院先有拟乘机恢复

“

北洋
”

之议
，
原北平大学农学院 师生亦觉 复校

无望
，亦起维持现状之议 。 为此 ，徐诵 明 、

潘承孝等 ５９ 人 《为农工两院教授聘书如

不续送恐各教授他往语示 》致电教育部 ，

表示反对 。 西北联大农学 院全体学生亦

于 １ ９３８ 年 ７ 月 ２７ 曰联名 呈件 《 呈请

维护西北联合大学组织完整 ， 恳 请诸公

同心协力 据理力 争》 。 １ ９３８ 年 １ ２ 月 １ ５

曰
，
国立西北农学 院筹备委 员会 向 教育

部报告 了１ ９３８ 年 ８ 月 至 １ １ 月 底的筹

备工作 ，
表 明接收 重组工作 已经大致完

成。

１ ９３６ 年 ９ 月 开始 的西北农专 与北

平研究院的合作 ， 延续至西北联大和西

北农学院成立之后 。 其中 北平研究院植

物研究所 的金树章 、刘汝强 、林镕 、
汪德

耀先后在 西北联大文理学 院生 物 系任

教
， 复转西农任教 。 刘慎谔 、孔宪武等被

聘 为西农教授 ， 既为调查所的研究 员 ， 又

为西农 兼课
，
后来孔宪武又被聘为 西北

师院教授 ，
长期 留在 了大西北 。 加上北平

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黄文弼 、 何士骥等人

留在西北联大文理学院历史 系 ，
这在某

些程度上维持了 与北平研究 院的联系 ，

弥补了 该院最终未能成为西北联大
一

部

分的缺憾 。

对于工农两院的分 出 ， 教育部 的解

释很 明 确 是工 、农两院的分立 ，
是

“

调

整国 立各校院 系计划和抗战建国纲领
’ ’

的
一

部分 ，其 目 的是要
“

谋全 国高等教育

机关设置之合理
”

和
“

确立西北农工教育

基础之计
”

；

二是
“

农工两院设备简陋 ，
不

易发展
， 令与附近院校合并改组成独立

学院 ，使人力物 力集 中 办理
”

， 使其更 为

充 实 ； 三是关于战后复校 问题 ，

“

至北平

收复后如有设立两院必要时
， 仍得照 旧

设置
，
此 时不勿庸过虑

”

。 当然 ，
战后的实

际情况是 ，
教育部关于

“

仍采维持
” “

仍得

照 旧设置
”

的承诺并未兑现 ， 北平大学 的

工 、农两院 以至全部北平大学并未复校 ，

这是后话 。 但是 ，
这显然已经从 国 家层面

拉开 了

“

致力于发展西北教育既定方针
”

和
“

确立西北农工教育基础之计
”

的帷

１ ９３９ 年 ８ 月 ８ 日
，西大 、西 师 、西 医

最后自西北联大母体分出 。 １ ９４６ 年 ８ 月

西 医 复 并 入 为 国 立 西北大学 医 学 院 。

１ ９４９ 年 ， 陕西省师专 、 师专南郑分校 、 商

专 、医专等又并入西大 ， 实现 了新的联合 。

（二 ） 同 出一源三校训

“

西大
＂

的
“

公诚勤朴 西工
”

的
“

公

诚勇毅
”

和
“

西农
”

的
“

勇毅勤朴
”

的校训 ，

同 出
一

源
——

西北联大
“

公诚勤朴
”

的校

西大直接继承 了 西北联大 的校训 。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５ 曰
， 西北大学百年校庆

筹备 委 员会全体会议研究确 定 ：
沿用

１ ９３８ 年 １ ０ 月 国 立西北联合大学第 ４５

次会议提 出 的
“

公诚勤朴
”

校训 为西北大

学校训 。

“

公
”

，
即公正

，
公平

，
无私

，
天下

为公
；

“

诚
”

， 即真心实意 ，
心 口 相 符 ，开心

见诚 ，
无所隐伏 ，诚者天之道 ， 思诚者人

之道
；

“

勤
”

，
即 劳 ， 出 力 ，

取必以渐 ， 勤贝
！！

得 多 ；

“

朴
”

，
敦厚 、质朴 ，

原始的 自然质朴

的存在即
“

道
”

。 西北大学前校长方光华

的简要解释是 ：

“

公
”

，
即

“

天下 为公
”

；

“

诚
”

，
即

“

不诚无物Ｖ
‘

勤
”

，
即

“

勤奋敬

业
”

；

“

朴
”

，
即

“

质朴务实
”

。 蒋介石以
“

械

朴多材
”

四 字为
“

西大
”

第
一

至六届 毕业

同学的 ６ 次重复题词 、 居正 以
“

菁莪械

朴 ，邦 国之桢
”

为
“

西大
”

第
一

届毕业同学

的题词 ，
以及陈立夫 以

“

学 问在于济世 ，

勤俭乃 能服务
”

为
“

西大
”

第
一

届毕业 同

学的题词 ，也反映 了 对于
“

朴
” “

勤
”

的理

解 。 黎锦熙在释解西北大学校训时指 出 ：

“ ‘

公诚勤朴
’

校风之养成 ，
盖与西北固有

优 良之民性风 习相应 西北民族杂居 ，

异于东南 ，而其开化亦久 ，
异于西南 ； 融

为
‘

国族
’

正学府 之任务矣 。 四 千年使华

夏之雄风 ， 宁以遇暴敌而遂摧挫？ 惟在西

北 ，必借教育学术之力 ， 努力铸成
‘

国族
’

以发扬之 。 西大之责
，
无可旁贷

”

。

公字楼 、诚字楼 、 勇字楼 、毅字楼
， 在

今西北联大后继院校之一西北工业大 学

的校 园 内 ，
四座颇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端庄典雅 ，
时刻提醒着师生铭记

“

公诚勇

毅
”

校训 。

“

公
”

， 即公为天下 、报效祖国 ；

“

诚
”

， 即诚实守信 、襟怀坦荡 ；

“

勇
”

，即 勇

幕 。

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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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精进 、敢为人 先 ；

“

毅
”

，
即毅然果决 、坚

朝不拔 。

“

公诚
”

定为人处世准则 ，

“

勇毅
”

明探求真理精神 。 国立西北工学院的院

训
“

公诚勇毅
”

确立于 １ ９３９ 年 ，成 为 师生

在抗 曰烽火 中严谨求知 、 教育报国的精

神支柱 。 这与 之后西北工业大学 在长期

办学 中形成的
“

热爱祖国 、 顾全大 局 、 艰

苦创业 、献身航空
”

的西迁精神 、

‘ ‘
一

中 二

主三严
”

（

“

以教学 为 中心
” “

以学员 为主 、

以教师为主
” “

严谨严密严格
”

）
的办学理

念 ， 以及
“

三实
一

新
”

（基础 扎实 、 工作踏

实 、作风朴实 、开拓创新 ）校风 ，

一

脉相

承
，
积淀 了丰富的 内涵 。

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校训
“

勤朴

勇毅
”

，同样源于西北联大 的后继院校国

立西北农学院的校训 。 １ ９３８年 １ １ 月 １ １

曰 国立西北农学院筹委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以
“

勤朴勇毅
”

为校训 ，但经 当 时 的教

育部审核 ，
最终确定 为

“

诚朴勇毅
”

。

以
“

诚
”

字起首并 以之 为核心 ，又结

合学校
“

农
”

的特色 ，
同 时有追求科学 、追

求真理 、 向 往光 明 、 勇往直前的精神 。

“

诚
”

：诚者 ， 信也 ，真实无妄之谓 ，
为人处

世
，
须 以诚为本 ；

“

朴
”

： 朴者 ，
质也

，
少私

厚道之谓 ，博学经世 ， 须 以朴修身 ；

“

勇
”

：

勇者 ，气也 ， 刚心锐志之谓 ，创新创业 ，须

以勇求进 ；

“

毅
”

：
毅者 ，

力也
， 不达不止之

谓 ，任重道远 ，
须 以毅建功 。

“

诚朴勇毅
”

四字校训 ，
集 中反映了 西农师生践行

“

经

国本 、解民生 、 尚科学
”

的办学理念 ，立志

为我 国农业科教事业发展全力奉献的精

神风貌 。 古农史学家和教育家 、 被毛泽东

称赞 为
“

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

的辛树帜教

授 ，被毛泽东称赞
“

用
一个小麦品种挽救

了大半个新 中 国
”

的著名小麦育种学家 、

中 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 员赵洪璋教授 ，

以及被昆虫学界誉 为
“

蝶神
”

的著名 昆 虫

分类学家周尧教授被誉 为践行西农校训

的化身 。

（ 三 ）联大改组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仍

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预算户名

１ ９３９ 年年底 ，

一分为五后的 国 民政

府行政院预算 ， 仍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的户名调整扩充 。

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西北联大预算

的训令 （ 节选 ）

（ 国民政府行政院字 １ ３５８２ 号 ）

令发廿八年度国立 西北联合大学改

组后调整预算书 ，仰知照 。

令教育部

案奉

国 民政府二十八年十 月 二十一 日 渝

字 第五九五号训令开 ：

“

为令饬事 ， 据本府主计处二十八年

十 月 十 四 日 渝 岁 字 第四二六号呈称 ， 案

准行政院 吕 字 第五三一号 函开 ，
查

前据教育部呈拟将 国 立西 北联合大学 即

行改组为 国立西北 大学 ，废除委员 制 ， 采

用校长制 ， 并将原有之医 学院 与 师范学

院一并独 立设置 ， 分别改组为 国 立西北

医 学院与 国立 西北师 范学院 。
改组 以 后

之国立 西北大学及国立 西北 医 学院 暨 国

立西北 师范学院之经费 ， 仍就二十八年

度原 列之国 立西北联合大学经费 概算数

２０ １８ ．３

调整妒充 ， 不另增加 国库 负 担 。

查教育部编造二十八年度国立 西北

联合大学改组后调 整预算 书 内 所列 调 整

预算数计为 （

一

）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四十

九万一百零九元二角 八分 ； （
二

） 国 立西

北 大学 十
一 万五 千 零五 十 四 元七 角 二

分
；

（三 ） 国 立西北师范学院八万元 ；
（
四 ）

国立西北 医 学院五万元 ，
合计七十 三万

五＾
—百六十四元 。

院长 孔祥熙

中华民 国廿八年十月 廿六 日

在 １ ９４０ 年 ７ 月
，
国民政府文件中 ，

仍可常见
“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 国立

西北大学 、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 国立西北

医学院等三校
”

的称谓
，
以及预算 中

“

二

十八年度联大原额七十三万五千一百 六

十四元少六千元
” “

追加国 立西北医学院

经费六千元
”

的合分痕迹 。

（
四

）西工 、西大在两年 间共有
一位

校长

西工与西大等西北五校关系极 为 紧

密 ，

一

度甚至两校共有
一

个校长 Ｄ 赖链于

１ ９３９ 年 ３ 月任国 立西北工学院代院长 。

１ ９４２ 年 １ ０ 月 ３ １ 曰起又兼 任国立西北

大学校长 ，
至 １ ９４４ 年 ８ 月 １

日卸任 。 直

到 １ ９４３ 年底潘承孝继任西北工学院 院

长后
，

教育部始准予他辞去院长兼职 。

国 民政 府行政院关于赖琏 的任命

令知 国府明令任命赖琏为 国立 西北

酸

国

立
西
北
大

学
１

９
４
１

年
毕

业
同

学
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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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８ ． ３ 历史

临 时大 学授课时 间表
”

中 ，
周 四 下午

４ ： ００
－

４ ：
５０和５ ： ００－５ ： ５０

，
还排有他的

“

水工学
”

课 。 １ ９３８ 年 ５ 月 ９ 日
，西安临

大常委会还致函李仪祉家属李赋林 （ 陕

西水利局 ）到校领取其代课车 马费 ， 并加

送车马费 ，
两项共计 ２５０ 元 ，

经家 属 同

意设立
“

国 立西北联合大 学水 利工程教

授李仪祉先生纪念基金
”

，

“

转款存储 中

央银行南郑办 事处 ， 年息八厘 ， 每年利

息贰拾元 ， 作为奖励水利 工程最优毕业

论文之用
”

。

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的关系 ，张学 良致

李仪祉信 ，
感谢为东北大学工学院

“

却酬

讲学
”

，
表 明李仪祉在为西安临大工学院

兼课的 同时也为东北大学工学院兼课。

（ 六 ）西大 、西工 、西农三校联席会议

针对面临的物价上涨 、 再次迁校等

共 同问题 ， 国立 西北大学 、国立西北工学

院 、 国立西北农学院 ，
不仅屡次采取共 同

对策 ，联名 向行政院 、监察院 、 教育部等

机构反映面临的严重生活困难
，
而且于

１ ９４８ 年 ５ 月 ５ 曰建立了
“

国立西北三校

院行政联席会议
”

制度 。 该会议 的参会者

为
“

三校院长及教务 、 训导 、 总务三处长 ；

推定西工郝主任圣符为本会秘书 ； 两周

开会
一次

， 由三校院轮流 召集之
”

。

联席会议先后举行了２２ 次 ，讨论了

毕业生公费总发放办法 、 毕业生救济金

大学校长 。

令教育部

准 国 民政府文 官处三 十
一

年十 月 二

十一 日 渝文字 第五四三五号公函开 ：

“

准铨叙部三十一年十 月 十 四 日 简

字第 三 ０ 号通知 书 ， 为 拟任国立 西北大

学校长赖琏业经审 查合格 ， 实授核叙简

任一级俸六百八十元 ， 请转陈任命等 由 ，

当 经转陈奉国 民政府十 月 二十一 日 明令

开 ：

”

任命赖琏为 国 立西北 大学校长 ， 此

令
“

等因 在案 ，
除 由俯公布及填发任状

外 ，
相应 录案 函达查照并转饬知照 。

”

等

由 ， 准此 ，合行令仰知照 ，
此令。

院长 蒋中正

中 华民国卅一年十 月 卅
一

曰 发

赖琏在 １ ９６９ 年将兼掌两校的这段

经历
，记述为 个最愉快 的回忆

”

。 这说

明 ，在教育部看来 ， 虽 然联大 已经分立
，

但仍 由很 多共同点 ，
仍有很 多联系 ，

以致

可 由
一位校长执掌两所大学。

（ 五 ）
西大与西师合聘教授

，
共用校舍

与设备

１ ９３９ 年 ８ 月
，
西大与西师虽已分为

两校 ，
但由于学科专业相似 ， 皆有综合性

大学 的某 些特性 ， 故 自迁城固 以后 ， 即长

期合聘教授 ， 所见合聘教授表就有黎锦

熙 、谭戒甫 、叶意 贤 、张舜琴 、 陆懋德 、蒋

百 幻 、蓝文征 、许兴凯 、 刘拓 、赵进义 、刘

亦珩 、张德馨 、杨立奎 、 蔡钟瀛 、张贻侗 、

朱 有宣 、谌亚达 、 马 师儒 、 唐得源 、 曹配

言 、 金保赤 、 曹鳌 、 卢宗濩 、傅种孙 、郎豹

君 、李 问渠 、王镜铭 、何竹淇 、顾学颉 、赵

兰庭 、姜玉鼎等 ４２ 名 教授 、 副教授与助

教 。

除此 以外 ，
还互相 兼课 、共 用教室 、

共用宿舍 、共用图书馆 ，

甚至西大 、西 师与

西 医三校共用
一

辆小轿车等紧密的合作

办学历史 。 １ ９４ ２ 年至 １ ９４４ 年陆续迁往

兰州后
，
又在教育部主持下将城 固 的全

部校舍赠予西大 。

李仪祉 （
１ ８８２

－

１ ９３８ ）的聘任也表 明

后继院校 间的密切联系 。 李仪祉是联系

“

西大
” “

西农
” “

西工
”

和
“

东工
”

等联大后

继院校的
一

个重要人物 。 与
“

西大
”

的关

系 ， 李仪祉创办的 三所学校均与
“

西 大
”

有关 是 １ ９１ ２ 年创办的三秦公学留德

预备班 ， 于 １ ９ １４ 年并入陕源西北大学 ；

二是 １ ９２２ 年在水利道路技术传 习所基

础上创办 的水利道路工程专 门学校并为

陕源国立西北大学工科 ， 并任工科教授

兼主任 ， 成为
“

西大
”

乃至整个西北第
一

个工科 ，
１ ９２５ 年 ５ 月 至 １ ９２７ 年复任陕

源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
三是 １ ９３２ 年 ，

“

西

大
’’

前身西安 中 山大学改 为西安高 中 ， 李

仪祉于西安高中 附设水利工程专科预备

班
， 将陕源

“

西大
”

的高校身份延续到

１ ９３５ 年该班并为
“

西农
”

水利组为止。

与
“

西农
”

前 身
“

农专
”

的 关 系 ， 即

１ ９３４ 年 ， 将西安高 中附设水 利工程专科

预备班并入 国 立西 北农林专科学校 ，
成

为该校水利 系的创 始 ， 李仪祉兼任西北

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讲座教授 。

与
“

西 工
”

的 关系
，
李仪祉于西安临

大创设之初
，
即相继任西安临大 、西北联

大工学院土木 工程 系 名誉教授 。 他除 在

１ ９３７ 年临大工学院 （
今西北大学太 白校

区大礼堂 ）做《抗战 力量》的演讲之外 ，
土

木工程系课表 中第 二学期的
“

最小二乘

方
”

必修课 ， 估计即 为其所开。在 １ ９３８ 年

３ 月 ７ 日他去世前
一

天 的
“

国 立西 安

１

９
４
０

年
国
立

西
北
大

学
足
排
垒
球

锦
标
队
合
影

１ ９



历史

管理办法 、 凡经传讯学生的学籍处理办

法 、教授 、 副教授 、讲师 、助教加课钟点费

发放办法 、 就中央银行透支款利率联合

呈报教育部减息 、教职员薪俸补发办法 、

三校院呈教育部按实际物价增加办学经

费 、学生公费和 员 工薪津 、 国 立西 北 四

校馆在京存书运 回 （ 推 测还 有西师和 陕

西省图书馆 ） 、 在西 安商议三校院派 员

赴川南勘察校址 、三校院分别组织迁校

委 员会和 在成都成立
“

国立 西北三校院

联合办事处
”

、 呈请教育部速拨迁校经

费 、推西大赵进义 、西工 王健庵 、 西 农虞

宏正各 为勘察校址首席委 员等问题。

“

国 立西北三校院 行政联席会议
”

制 度在杨钟健校长等的主持下 ，
三校院

密切配合 ，

一

边 呈请拨发迁校经费 ，

一

边派人赴川勘察 ，

一边给学生放假 ， 有

效地拖 延和阻止 了 又
＿

次迁校 。 其 中 ，

特别是在成都成立
“

国立 西北三校院联

合办事处
”

等拟议 ， 隐 约可见
一

个新的

西北联大 呼之欲 出 。

（ 七 ） 国立西北大学奉 教育部令于

１９４５ 年 、 １９４６ 年分两批 为 ２２０ 名 临大

－ 联大毕业生 补发毕业证 ，
表 明教育 部

对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关 系的认可

这些学生 如 曹 国政 ，

“

北平私立辅

仁大学文 学院西洋语言 文学 系肄业两

年后借读于西安 临大外 文系 ， 旋临 大迁

移城 固 ， 校名 改 为西北联大 ，
生亦经过

考试而正式转入联大于廿八年六月 廿

＿

曰 考试及格领得胡庶 华 、徐诵 明 及李

蒸三位常务委 员之毕业证 明 书 。 迄今六

七年矣 ，但正式证书尚 未领得
”

。 在曹 国

政致函教育部后 ，
教育部长朱家骅 训令

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 ，
补发 曹国政

等的毕业证 。

１ ９４６ 年 由 西北联大后继院校 国 立

西北大学补发 １ ９３７ 年度 、 １ ９３８ 年度西

北联大借读生 、 转学生 ６０ 人
，
１ ９４７ 年

补发 １ ９３９ 年度 、 １ ９４０ 年度西北联大 毕

业生 １ ６０ 人。 总计 ２２０ 人的毕业证 ，
均

有西北联大 四 常委签名 、联大文理学院

院长刘 拓签章 、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签

章 、 西北大学 印和教育部核验章 。 这表

明 ，
教育部认可 了 国立西北大学与 国立

西北联合大学 间 的继承关系 。

（
八

）西北联大最后
一次分化过后

两年 ， 便有恢复大学联合体模式的 呼声

《西北晨钟 》 １ ９４ １ 年 ２ 卷 １ 期发表

董恩的 《西北大学与西北各独立学 院有

合并 的必要》

一

文 。 主要从
“

集 中 人力
”

“

集 中财 力
” “

集 中物 力
”

，
以及文理工农

医大学 同处可互相借鉴 、 互 通有无 ， 促

使文理融合等方面的 理由 ，
提 出

“

西 北

大学 与 西 北各独 立 学院有 合并 的 必

要
”

。 兹择其要点如 下 ：

西北大学 与西北各独立 学院 皆战

时 的产 物
， 因教育部本 着抗战期 中 集 中

财力 物力 起见 ， 而使从 战区迁移到 后方

的大学实行合并 ，其 目 的善矣 。

如 果各院校合并而 为
一

，
那 么认识

同学集会增 多 ，
将来在社会上各种人材

皆有 ，做起事来亦较方便 ，
这不是对于

建设西北有莫大 的 利益吗？ 总 之 ， 西北

各院校合并有利 无弊 ，
关于利 的方面 ，

实在太 多 ， 不仅上述而已 。

要想达到永久 的基础起见 ， 则只 有

把学校迁到关 中 沿着陇 海铁路而设立 。

武功 为陇海铁路必经之地 ，
当宝鸡至西

安 中心点 ， 为农学 院校址所在 。 把学校

合并后 ，
建设于此 ， 再好也没有 。 那时 ，

我们可 以建设一个大学城 ，
此在德 国 即

盛行 。

客岁西北政务视察 团来西北考察 ，

该 团 由 教育部 陈部长率领 ，历 经陕甘宁

青诸省 ，
对于西 北各大学现状 ， 及西北

地理环境 、 交通 、文 化 、 建设各方面
，
当

深切 明 了 ，西北各院校是否应该独立而

分散 ， 抑应该合并而集 中 ， 对于今后西

北建设效 力大小 ，
当有 更确切的指示 ，

以不负设立西 北各院校的 目 的 。

从
“

脱稿于 谞 水河水 文站
”

以及文

中 多涉西 农 的语气来看 ，
这可能是西北

农学院毕业学子的
一

个建议 。 当然
， 其

２０ １ ８ ．３

所言 无谬 ，
合分 皆有利弊 ，

自不待言 ，合

久必 多见合 之弊 ，
分久必多见分之 弊 。

这位先生 的建 议肯定代表 了 受尽奔波

之苦 求学的相 当 一批学子的心声 ，
也从

另
＿

个侧面 反映了 人们对逝去 的
“

西北

联大
”

这种大学联合体的怀念 。

其实 ，
刚 刚得知西北联大要再次分

立 的消息时 ，来 自 于 四校 的西北联大 师

生似乎已经适应 了 这种模式 ， 特别是可

以 继续获得北平大学等原校毕业证 的

做 法
，
给人 的感觉是 ，

北平大学等校虽

然戴 了
一

顶 同样 的联大的
“

帽 子
”

，
但各

自 的母校仍在运行 。 这无论是北洋的李

书 田 、平 大的徐诵 明 、平师 的李蒸 、 女师

的齐璧亭 ， 皆有此心 。 原北平大学校长

徐诵 明 为 《 国 立北平大学
一

九三九年毕

业 同学纪念册 》所作的序 中 ，
即有 ：

“

光

复河山 ，
重返北平 ， 不失 旧 物

，
此心未 尝

＿

曰忘也
”

的说法 。

因 此
，
当 联大要在继工农两院独立

设置后再一次最后分立 时 ，
立刻 在校 园

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 首先发难的是北平

大 学农学 院 的 学生 。 １ ９３８ 年 ７ 月 ２７

曰
，
西北联大农学院 即原北平大学农学

院全体学生联 名 呈件 ： 《呈 请维护 西 北

联合大学组织完 整 ，
恳请诸公 同心协力

据理力争》 ：

自 本 大 学 成 立 以 来
，

设教 西 北 启 发

边 陲
，

当 此之时
，

使命綦重 ，
此所 以 最 高

国 防 会 议 将 本 大 学 改 称 西 北 联合 大 学

以 重 其使 命 而健 其 组织 也
，

考 其 意 义 盖

欲西 北 之 各 独 立 学 院 各 专 科 学 校 次 第

并入 本大 学
，
集 中人 力 财 力 以 共 负 其使

命耳
，

今 教 育部 电 令 本 大 学 农 学 院 与 武

功 农 专 合 并 改 称 国 立 西 北 农 学 院 显 系

与 最 高 国 防 会议 决 议案之 意 旨 相左
，

此

应 据 理 力 争 者
一

；

按 国 防 方 针
、
名 流 意

向
、
高 等 教 育之 实施 率 以 综 合 大 学 为依

归
，
良 以 节 省 经 费 便 于 教 学

，

我 国 实 施

以 来颇 著 成 效
，

兹 教 育 部 所 命 显有 背 于

国 防 方针 失检 于 实 际 效果
，

此应据 理 力

争者 二
；

西 北 联合大 学乃 平 津三校 院 合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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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而 成
，
现 虽 平 津 失 陷

，

然 吾校 尚存 西

北
，

而 能 于 最 高 领袖领导之下 其 意 义之

深何 可 言喻
，

况 来 此 者 翅仕 平 津更 坚 定

抗 战之 志
，
滞 平 津 者 系 念吾 校常 怀 南 下

之 心
，
故 西 北联 大之 高 最 高 国 防 会议 亦

谆谆 言 其使 命也
，

且以 三校 历 史彪 炳全

国
，

当 如何获其存在
，

今而 若 是 实有 失于

抗 战之 意
，

此应据理力争 者 三 。
我 西 北联

合 大 学 既经联 合 当 为 一 体
，

徹理任 当 共

负 之
，

联 大之 荣 即三校之 荣
，

联 大之 辱 即

三校之 辱
，

昔 既联合 而 负 其使命
，

今 背其

联 合是则联大 之蠢
，

此 所 以 恳 诸公 同 心

协 力 者
一

。 我 三 校按校址之处在 以往 历

史 之光 荣 以及 其在我 国 所 负 使命
，

… …

大 类 皆 仿佛… … 之复 宜如何 图 其共存 共

荣 而 希 于抗战 胜 利 之后 重 回故土 乎 。 唇

齿之意 虞 果之迹诸公明 哲何待言
，

此所

以 恳 诸公同 心协 力者二 。

从其中
“

我西北联合大学既经联合

当 为一体
”

，

“

联大之荣 即三校之荣 ，联大

之辱即三校之辱 ，
昔既联合而 负其使命 ，

今背其联合是则联大之蠢
”

等强烈语气

来看 西北联大
”

之称确 已为大家所认

可
， 的确已经深入人心 。 这也可能正是西

北联大之所以至今仍 然被人们 关注 、 被

人们怀念的原因所在 。

五 、结 论

合亦是分 ，
分亦是合 ， 合 中 有分 ，

分

中 有合 ，
分分合合本无 常 。 １ ９３８ 年 ７

月 ，
正 当 全面抗战爆发周 年之 际 ，

国 民

政府 重整全国专科以 上学校 ， 促使立足

未稳 、
黉舍稍 安的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母

体诞生 了两个最早 的子体
——工

、
农两

院
， 并开始 了 新

一

轮的分分合合 ： 以 当

时 国 内 仅有 的两所工科独立学院
“

国立

西北工 学院
”

的 名义 （ 另
一 所 为 国 立交

通大 学唐 山工程学院 ） ， 实 现了 华北 、东

北 、 中 原 的 国 立北平 大学 工学院 、 国立

北洋工学院 、 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 、私

立焦作工学院的新
＿

轮联合 ； 以 当 时国

内 唯
一

的独立农学院
“

国 立西 北农学

院
”

的名义 ， 实 现 了 西北 、华北 、 中 原 的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 １ ９３２ 年 １ ２ 月

归并上 海劳动 大学农学院和 １ ９３４ 年 ９

月 归 并陕西省水 利专科  ＞ 、 国立北平大

学农学院 、 国 立河南大 学畜牧兽 医系的

新
一

轮联合 。 这不仅成 为
“

国立西北五

校
”

架 构 的先声 ，
而且 同 时形成 了 我 国

战时最强 大 的综合性 工程技术和综合

性农业技术的两所独立学院 。

国 立西 北大学作为 民国 时期西 北

唯
一

的
一

所综合性大学 ，
继承 了 北平大

学 、北平 师范大学和西 北联大综合性的

衣钵 ，

一

度名 列 民 国 十大著名学府 ， 在

发展西北 高等教育方面 ，
发挥 了重 要的

“

高等教育母机
”

作用 。

民国年 间 ，
西北地 区盼望创设大学

的愿望 曰益高涨 ， 尤其是随 着开发西北

重心的西移 ， 甘肃发展高等教育 的愿望

尤其强 烈 ， 陕甘间在 １ ９２３ 年 、 １ ９３６ 年

曾 两次争办西北大学 ，
直至 国民党五全

大会 、 行政院 、 蒙藏委 员 会均做 出 了 有

利 于甘省的决议 ， 后 因预算 未能通过而

流产 。 这 为稍后 国 立西北师范学院迁设

兰 州 ， 国立西北 医学 院并入国立西北医

学专科学校设立兰州分院 ， 国立西北农

学院协助 创建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和 国

立畜牧兽 医学院 、 国立 西北工学院拟设

平凉或天水 ，
以及 国立 西北大学有意在

乌 鲁木齐设立分校等谋划 奠 定 了 民意

基础 。 同 时
，
这些意见为将西北联大 改

为 国 立西北大 学 ， 并将工 、农 、 医 、 师分

别独立设置和 在 陕甘 的展 布作 了 重要

的舆论铺垫 ，
也 因应 了 陕甘宁青新地方

政府和 民 间 团 体渴 望兴办高等教育 的

强烈愿 望 。 其中 ， 尤其是西师迁兰 ，
意味

着 发源于晚清北京的我 国 最早 的 师范

高等教育 由 平津 向 西 推进 了１ ０００ 公

里
，
至西 北 的东大 门 西 安 ，

再由 西安 向

南翻越 秦岭推进 ２５０ 公里至 与成都平

原接壤 的汉 中盆地 ， 再 以其传承者 国立

西北 师范学院迁兰 ，

一

路 向 西 ， 将现代

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再向 西推进 了１ ０００

公里 ，
直抵邻近新疆 的敦煌

，
真正实现

了 在 陕甘展布高等教育 的初衷 ，也
一举

扭转 了 中 国高 等教育重床迭屋的 畸形

分布 。 西 师实际 上肩负 了 厚植西北基础

教育 、 培 植 中等教育 师资及广开社会教

育 的重 大使命 。 当 然 ， 西 医最终落地西

安 ，
也将我 国 发源于北京的最早 国立 西

医高等教育传承光大 ，
从而 奠定 了 西北

区域医疗中心的地位 ， 开拓 了 西北 医疗

卫生事业 的新纪元。 （ 全文 完 ）

（作者单位 ：
西北 大学 西北 联 大研

究所 ／ 西 北大学科学 史 高 等研究 院 、 陕

西省档 案局 、 大唐 陕西发 电有限公司 、

渭河热 电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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