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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的民族主义与民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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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北联大在抗战时期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学术与教育成就，而且体现出强烈的民

族主义思想与民主观念。联大学人彰显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倡导民族精神；号召广

大国人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建立广泛而全面的国内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北联大的民主观念不仅体现在学校管理与办学实践中，而且联大学人

自觉秉承与坚守“五四”以来的学术民主与自由传统，同时主张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与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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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与民主观念，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政治

追求和政治目标，不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表现为一

次次的社会思潮与民众实践运动，而且还深刻地影

响和推动着近代中国历史的演进与发展。抗战爆发

后，由平津三院校即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

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与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合组而成

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西南联大一样，不仅在战时

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创造了诸多辉煌灿烂的学

术与教育成就，而且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和时代潮流，
以民族大义为担当，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民主

观念。对此以往学界少有关注，本文意在通过对西

北联大民族主义与民主观念的考察与梳理，为急剧

变动的中国近代历史演进及中国大学精神提供一观

察视野。

一、西北联大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且有待

深入的课题，倍受学界关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历史较长，争议颇多。［１］但无论如何，有一点 是 清 楚

的，即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与掠夺，
以维护和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一直是民族主义

的核心内容。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益严

重的民族危机，激发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自

信心，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显得空前重要与

紧迫，进而成为全民族的头等大事。为此，联大学人

紧扣时代主旋律与最强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奋

斗。

１．彰显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倡导民

族精神

抗战爆发后，深重的民族危机需要全国各民族

和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奋起抗战。抗战不仅是一

种军事力量的较量，它还是一场社会动员力的较量。
而要动员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

参与到抗战的洪流中来，就必须要有一种为抗战勇

于牺牲、坚持奋斗的精神支柱，从而起到振奋民族精

神、抵抗日本侵略的作用。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

与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西北又为中华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为此，联大学人自觉从悠久的历史及灿烂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激励广大青年学子

为维护民族尊严、实现民族振兴而努力奋斗。早在

１９３７年８月中旬，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组研究员何

士骥等人，即对西安鱼化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

了考察，至１９３８年初，发掘获得了一批石器、兽骨、
鹿角器及蚌器、骨器、陶片等历史文物［２］，此 项 发 掘

不仅弘扬与 再 现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悠 久 历 史 与 古 老 文

化，而且为 陕 西 田 野 考 古 工 作 作 出 了 开 创 性 贡 献。

１９３７年９月，西 安 临 时 大 学 成 立 不 久，学 校 即 深 感

陕西考古学 会 所 藏 历 史 文 物 不 仅 在 史 学 上 颇 有 价

值，而且对于广大青年学生了解与直观感受祖国灿

烂的文化不无益处。于是，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８日，历史

系考古学班及其他学生共３０多人，在陆懋德教授的

带领下，赴陕西省考古学会参观。将近下午５时，大
家乃向负责人致谢告退，但“师生均无倦容”。［３］

为了进一步彰显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

极宣扬民族精神与民族英雄，西北联大还于１９３８年

７月３日及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４日至９月２日，对张骞墓

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与保护工作，并多次组织师生

参观及进行祭扫活动。如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０日，教育

系联络家政系举行全体导师远足会，主题即为晋谒

民族英雄张骞墓，并聘请历史系教授许重远专门讲

演张骞史略及其贡献，师生听后无不为张骞史迹及

其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所感召，并深受教育与启发，听
者为此“莫不动容”。［４］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０日，《西安临

大校刊》创刊，创刊词中指出：“今日吾国抗敌战争不

竞至此，大多 数 同 事 同 学 之 故 乡 父 老，已 被 芟 夷 一

空，试问此时此日，成何现象？岂非吾辈最高学府中

人所当泣血椎心，锻炼磨砺，以与暴敌相周旋耶？”并
呼吁联大师生：“戮力同心，难危共济，尽瘁此临时教

育事业，以挽救当前民族之大危机。”［５］１９３９年４月

６日，联大常委 李 蒸、徐 诵 明、胡 庶 华 等 亲 率 学 校 全

体师生１４００余人公祭汉博望侯张骞墓，殷祖英教授

在祭文中指出：“惟公此举，使命不愆，民族气节，上

薄云 天。”并 宣 誓 实 行 国 民 抗 敌 公 约，坚 持 抗 战 到

底。［６］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９日，联大第４５次常务委员会

议通过了由国文系系主任黎锦熙教授、法商学院院

长许寿裳教授合撰的联大校歌，其中“并序连黉，联

辉合耀”，“华 夏 声 威，神 州 文 物，原 从 西 北，化 被 南

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７］，又足以让人

遥想起当年联大师生为弘扬华夏文化、振兴中华民

族而勇于献身的豪情壮志及满腔热血。１９４３年１１
月，西北大学创办的《西北学术》月刊创刊号出版，校
长赖琏题词：“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

宁靑新区域之广大，不惟缅怀先民之功绩，起无限之

敬仰。且于祖国前途，抱无穷之希望。故恢复历史

的光荣，创建 新 兴 的 文 化，实 为 西 北 大 学 应 负 之 使

命。”并将“融合东西方文化”及“发扬民族精神”作为

该刊办刊主旨。［８］编辑部主任郭文鹤在《发刊词》中

也特别强 调“发 扬 我 民 族 之 精 神”的 重 要 性，指 出：
“我中华民族本世界上最优秀无比之民族，前此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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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屹 立 东 土，繁 衍 滋 大，实 列 祖 列 宗 艰 苦 缔 造 之

力。”而近百年来，虽屡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蹂躏，但
“吾四万万五千万之民族，岂能永远呻吟辗转于他人

铁蹄之下”。只要“我民族人人诚能研究学术，以发

扬民族之精神，则民族危亡，立可挽救，而将来之强

大，亦可预期”。［９］

除此之外，联大教授还撰写了大量关于民族精

神的文章，以激励广大青年学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倡导 民 族 自 强 不 息 精 神。如１９３９年３月１
日，《西北联大校刊》第１２期《集训专号》发表了许寿

裳教授的文章《勾践的精神》，文章指出：“越王勾践

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报仇雪耻的好英雄，也是一位抗

战建国的好模范”，号召广大青年在抗战建国的时代

“永远保持着受训时期的生活，努力前进，并且学着

勾践的精神，对于抗战建国的大事业，有所贡献”；并
且深信“只要我们能够学着勾践的精神有自信，有计

划，刻苦耐劳，长期抗战，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那么

我们的抗战建国，革命大业，一定是成功的”。［１０］《集

训专号》还发表了李季谷教授的文章《中国历史上所

见之民族精神》，文章认为：“任何民族，其能存在至

今者，必有其特殊精神也。吾中华民族自亦不能例

外。”可以说“中华民族，自立国以来，凡四五千年，其
间所遭困难实甚多”，但“至今而不衰者，则缘吾民族

具有特殊的民族精神故也”，并列举了“越王勾践之

卧薪尝胆”、“荆轲刺秦”及文天祥《正气歌》等激励学

生发扬民 族 精 神。文 章 坚 信：“吾 中 华 民 族 抗 敌 精

神，虽至死不变也。”［１１］还有一些教授也指出：“我中

华民族立国已五千年，……亟应以民族主义振起一

般民众之精神，使人人有‘勿忝所生’之志趣，与我民

族固有之文化，尽量发扬，与我民族固有之优点尽力

发挥，以期待世界有所贡献而恢复我民族固有之光

荣。”［１２］

２．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抵抗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

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微，积贫积弱，屡 遭 西 方

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人民

族意识与民族观念的淡薄。为此，抗战爆发后面对

强敌的蹂躏与践踏，联大学人大声疾呼树立民族自

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建立

独立、自主与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而奋斗。联大常

委胡庶华在“精神的改造”演讲中，号召广大青年学

生养成“奋发蓬勃之朝气”，并针对当时学生中存在

的一些错误思想，认为：“许多人因为民族自信心与

个人自强心的缺乏，不谓民族无复兴之希望，即视民

族复兴之事业与己无关，或者有些青年对于人生很

悲观，这是最大的毛病，我们要立志替国家干轰轰烈

烈的事”，要养成“勇敢奋斗的精神”，并教育大家说：
“虽然物质被敌人破坏，但是我们的精神却不能让敌

人破坏，如果敌人能摧毁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自己

的罪过。”［１３］他还 在《战 争 与 文 化》一 文 中 呼 吁 大 家

认清日本侵略者的本质及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认

为：“自有历史以来，无论用什么为出师的美名，其背

景总含有几分土地的侵略。所以，兴师动众向别国

用武的，是侵 略 战，而 防 御 侵 略 保 卫 国 土 的 是 自 卫

战。侵略战违背公理正义，在历史上来看，有些虽然

得到一些胜利，结果总是失败，而被侵略的国家反因

外侮而精神振作，一切事业有突飞猛进的成绩。”并

用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与圣人先贤的经典语言来激

励大家：“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易曰：‘殷
忧启圣，多 难 兴 邦’；书 曰：‘忧 劳 兴 国，逸 豫 忘 身’。
斐希特曰：一个国家是可以用强敌之侵略为工具，转
以争得其独立自主的。”［１４］

一些联大学人还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

侵略的斗争历程，来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国家意

识、民族观念，并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近代民族

国家而不断努力。杨人楩在《就六三纪念论鸦片战

争及禁政———林文忠公禁烟百年纪念会演词》一文

中，高度赞扬林则徐为反帝反侵略而进行的禁烟运

动，并对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及英国的殖民政策给予

了猛烈抨击。他认为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半由于

政局纷扰，一切未上轨道，故无一贯坚持的精神；半

由于办理禁政之人事问题，非舞弊营私，即属不负责

任”，从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１５］故号召国人以史为

鉴，在抗战时期团结一致，振作精神，给侵略者以坚

决打击，将其最终赶出国门。一些学者还坚决要求

废除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谋求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认为：“近百年以来，因为满

清政治腐败，武备不修，外侮迭乘，定下许多不平等

条约。……而日本要求之二十一条，尤为中国莫大

之耻。”所以在抗战时期，“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及“废
除不平等条 约”应 视 为 我 们 的 最 高 目 标。［１６］这 既 是

建立独立、自由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也是前提。以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仅是以民族建国为目标

的近代民族主义者，而且以五族共和思想为基础缔

造了中华民国，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为争取建立近代

民族国家奋斗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其作用、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远的。对此联大学人

予以充分肯定与赞扬，认为辛亥革命“真是一件惊天

动地、骇人听闻的事，非有胆有识的总理，谁能发动

这个扭转乾坤的革命斗争！”孙中山以其“百折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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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挫愈勇，再接再励的精神，经过了数十次的失败，
终于推翻了三百年的满清专制政府，建立了中华民

国”，其一生的神圣革命事业与精神是永垂不朽，与

日月争光的。［１７］另外一些学者还高度评价了五四运

动反帝反侵略的“勇敢”与“纯洁”，并对它在建立近

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号召

广大青年“本此‘五四’精神，此后如遇任何恶势力，
不但不可为屈服，而必须奋斗，必须打到，即不负‘五
四’所遗留之教训矣”。［１８］一些学者还号召广大联大

学子为人师表，树立远大理想，自觉担负民族未来重

任，指出：“今当民族抗战之际，如何使将来之国民人

人有国家意识，民族观念，与夫抗战建国的能力，诸

生皆有共责。”［１９］

３．主张建立广泛而全面的国内外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

在中国近代史上，尽管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主

义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差异很大，对此学术界也有不

同的争论与认识，但正如前文提及，抗战后的危急形

势客观要求中国的民族主义，首以抵抗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为主要内容。而要抵抗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就必须建立

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大学人与同时期的许

多人一样，主张各种政治势力、派别、阶层集合在民

族统一战线 的 旗 帜 之 下，形 成 全 民 族 的 抗 战 局 面。
许重远教授 在 对 近 代 民 族 主 义 进 行 系 统 考 察 后 指

出，在抗战时期我们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应注意以

下三个方面：（１）民族主义的意义，不限于同一种族，
同一宗教，同一语言或同一风俗习惯，在我国均系包

含各种族、各宗教及各种语言者而成为“中华民族”。
“现在常有人误解此点，专以汉民族立场而抹杀其他

各种族”，“我若不察，自相提贰，是中敌人之奸计，为
民族之罪人”。（２）在民族利益面前应牺牲地方、种

族、宗 教、党 派、阶 级 之 意 见，为 整 个 民 族 独 立 而 奋

斗。因为“整个民族存在则一切皆可存在，整个民族

失败，则一切同归于尽”。（３）“吾人为文化及和平幸

福，提倡合理的民族主义而排斥极端的民族主义。”
因为合理的 民 族 主 义 促 进 文 化 之 发 展 与 世 界 的 和

平，而极端的民族主义必然引起世界之战争。总之，
在抗战时期各党派、各阶级亟应以民族主义之团结

力，化除一切成见，集中全国意志，使我四万万五千

万同胞紧密团结起来，“成铁一般的坚固以抵抗共同

敌人”。［２０］

不仅在中国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赢得

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一些学者还号召建立

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曹配言在孙中

山逝世纪念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词中，认为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

族，要怎样才可以抵抗各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言

之，就是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的问题，受压迫的民

族，不但是亚洲有的，就是欧洲境内，也是有行霸道

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本洲本

国之内，也是一样的压迫”。因此，在抗战时期不仅

全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并且要联

合西方的无产阶级”打倒法西斯资产阶级，这样天下

才可以太平。［２１］那 么，世 界 范 围 的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有没有可能建立呢？联大学人的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随着日本等法西斯国家倒行逆施行为的逐渐暴

露及国内财政、军政问题的日益恶化，加之我国抗战

决心的不断增强及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本质认识的不

断清醒，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毕将形成。“由此可以断

定我们：抗战必胜，建国必成。”［２２］

二、西北联大的民主观念

西北联大紧扣时代脉搏，不仅体现出强烈的民

族主义思想，而且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与观念。

１．在学校管理与办学实践中体现出强烈的民主

理念

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０日，教 育 部 以 平 津 三 院 校 及 北

平研究院等 为 基 础 合 组 西 安 临 时 大 学 后，１０月１１
日，教育部长王世杰又以部第１７７２８号训令颁布《西
安临时 大 学 筹 备 委 员 会 组 织 规 程》（以 下 简 称《规

程》），《规程》明确规定西安临时大学不设校长，而以

常务委员会议代行校长职务，常务委员会议由３－５
人组成，具体商定校址之勘定、经费之支配、院系之

设置、师资之选聘、学生之收纳、建筑设备之筹置及

其他重大事宜。［２３］其时，由徐诵明（北平大学校长）、
李蒸（北 平 师 范 大 学 校 长）、李 书 田（北 洋 工 学 院 院

长）、陈剑 翛（教 育 部 特 派 员）四 人 组 成 常 务 委 员 会

议，共同商决学校发展中的一切重大事宜。１９３８年

４月，根据教育部令西安临大南迁汉中改称为“国立

西北联合大学”，学校管理体制及运行模式依旧，依

然不设校长而实行常务委员会议负责制。联大在具

体办学过程中，除上述重大事宜集体协商决定外，凡
校歌校训的制定、学生军训的具体办法、社会教育的

推行方式、对民众的抗战宣传教育、对西北历史与社

会的考察及学校实行本科生导师负责制等关涉全局

事项，均由常委会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集体商决议

定然后在全校施行。除此之外，为了在办学实践中

体现“教授治校”及民主管理，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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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部及各院系还成立了诸多专门委员会，如在学校

层面设有建 筑 设 备 委 员 会、图 书 委 员 会、卫 生 委 员

会、仪器委员会、体育委员会、课外运动委员会、社会

教育推行委员会、中国语文学会、警卫委员会、导师

会常务委员会、贷金审查委员会等，在历史系设有考

古委员会，在工学院设有矿业工程学会等各类委员

会，具体民主协商议定相关事宜。另外，各院系还设

有院（系）务委员会，并要求“分院院务委员会下所设

之职员秉承 院 务 委 员 会 办 理 一 切 事 宜”［２４］，根 据 校

内外情况的发展变化，各院系还定期向全院（系）师

生进行“工作报告”，或在联大校刊刊布本院（系）本

学期及最近时期所经办之重要事项，以便师生周知、
了解教学及当下工作情况。一些院系还备有日志，
“凡本系 每 日 所 作 事 项，均 逐 自 一 一 登 记，以 便 参

考。”［２５］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共地下党支部的

领导下，联大还组织建立了许多群众性的社团组织

与读书会组织，如社会科学研究会、展望社、自励社、
文艺学习社、自修社、自学社、资本论学习组、英语学

习组、剪编社等，参加者多为进步教授与中共党员，
学习及研讨内容除了宣传抗战外，大多是与中共政

治主张有关的书籍及报刊，并通过读书会、壁报等形

式进行活动与宣传，有的还将壁报张贴在校部门首。
为此，学校明知这些读书会组织有明确的政治倾向，
但却承认其合法。［２６］这一方面说明了联大师生思想

活跃、活动内容与主题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充分说明

了联大在学校管理及具体办学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民

主理念。

２．秉承“五四”以来的学术民主与自由传统

一些学者在反思西北联大的历史时，认为“西北

联大的历史价值不会有人怀疑”，但是“在西北联大

的兴衰起落中，行政力量起着关键的作用，学术自觉

与自主并未真正形成，保障学术自觉与自主的现代

大学制度并 未 真 正 建 立”。［２７］言 下 之 意 即 西 北 联 大

没有真正的学术民主与自由。西北大学李浩教授不

同意此观点，并从西北联大的分合与学术自由、教授

的派别及言论与学术自由、西北联大的学生活动与

学术自由及救亡图存与学术自由等方面就西北联大

所体现的学术自由与民主进行了很好的论述，同时

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之大防，与学术自由

还不完全是 一 回 事。［２８］方 光 华 教 授 也 指 出，我 们 在

考察西北联大的学术自觉与自由时，核心是是否把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其唯一标准，这个话

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西北联大的办学历程说明

学术自由离不开民族的独立自由，离不开国家战略

的自觉实践，离 不 开 民 族 文 化 的 高 度 自 觉。［２９］笔 者

完全同意以上两位先生的观点与思路。正如临大校

刊《发刊词》所言，组成西北联大的三院校北平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是“极有历史之三院校，
经 过 不 少 之 曲 折 历 程，始 在 此 西 北 重 镇 宣 告 成

立”。［３０］这些院 校 的 学 人 不 仅 有 深 厚 的 学 养 及 留 学

经历，而且大多经历过五四及一二九运动民主精神

的洗礼与熏陶，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与观念，并在民

族危难之际自觉适应国家战略、人民需要，自觉担当

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自觉坚守学人风范与道德操

守。西北联大及其子体院校在当时尚显贫穷荒寒的

西北地区，自始至终以“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

想，肩负建设 西 北 之 重 任”［３１］作 为 其 建 立 神 圣 学 术

殿堂与追求崇高学术自由的奋斗目标。这难道不是

一种学术自觉吗？又难道不是中国大学精神的典范

与最高表现吗？

这里还要补充几点：西北联大不仅识大体明大

义，忍辱负重，自觉实践国家战略；而且自觉坚守“五
四”以来的学术民主与自由的传统，保持大学独立治

校的精神，倡导思想“兼融并包”。如前面提到的，联
大许多倾向中共政治主张的群众性社团组织与读书

会组织，在 学 校 进 行 频 繁 而 公 开 活 动 就 是 一 明 证。
又如，历史系陆懋德教授等人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

者，不仅向广大青年学子宣讲五四运动的真实经过，
还号召大家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及“‘五四’运动在

社会上所留遗之意义”。［３２］再比如，为保持其大学独

立治校的精神，防止“党化”教育，联大甚至不惜与政

府公然对抗。１９３７年９月，西安临大组建搬迁西安

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本想利用搬迁组建新校的机会，
对三校进行人事改组，派国民党党员、中央大学教授

童冠贤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后

又任命其为“主任委员”，临大常委、北平师范大学校

长李蒸，临大常委、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临大常委、
北洋工学院校长李书田等，均“察觉到事情有异”，遂
向教育部提 出 辞 职，另 一 常 委 陈 剑 翛 也 提 出 辞 职，
“迫于压力，童冠贤辞职他去”。［３３］由此，国民政府在

联大创办之初即企图加强“党化”的努力及试图操控

联大的举措，在联大常委的坚决抵制之下不了了之。
徐诵明早在１９３４年主政北平大学期间，就聘请范文

澜、许寿裳为该校女子文理学院负责人，并在办学过

程中处处体现与倡导“兼融并包”、任人唯贤。１９３７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密电徐诵明，要求北平大学解聘

法商学院许德珩、李达、沈志远等五名进步教授，认

为他们是“倾共分子”，徐诵明对此拒不执行，并亲到

南京对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说：“学校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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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一向只问其学问如何，不论政治派别。……教

育部怎好越 权 下 令？”［３４］此 事 在 许 诵 明 的 坚 决 抵 制

下，最终再无下文，不予追究。１９３８年９月，徐诵明

请辞其兼任的联大法商学院院长，聘请许寿裳为继

任，政府当局认为其“走得太远了”，并组织三青团围

攻许寿裳，许愤然提出辞职，徐诵明给予坚决支持与

同情并表示抗议。１９３８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训斥

徐诵明，指责其在西北联大承袭北平大学做法，“讲

授马列观点的社会科学课程，开设俄文教程，引进了

共产主义学说，随后立即下令严禁商学系学生学习

俄文”，对此徐诵明同样“不予理睬”。［３５］

另外，联大对学生的党派及政治参与也表现出

较为宽容与自由的态度，如李书田自己虽为国民党

党员，但 对 学 生 参 与 何 种 党 派 却 不 太 干 涉。１９３６
年，他在北洋工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说：“你是共产党

也好，国民党也好，好好念书就行。”另据其二女儿李

淑贞回忆：“１９４７年，我 考 入 北 洋 大 学 化 工 系，当 时

住校不常回家，父亲不限制我参加一些活动，我很自

由。”［３６］赖琏从１９３９年３月到１９４４年７月，先后出

任西北工学院及西北大学校长，主政两校期间爱校

爱生，注重学术发展。１９４２年５月他被任命为西北

大学校长后，“西北工学院师生竟不愿意让他走”，他
兼任西北大学校长后，给学生亲写书信劝说认真读

书，不要干涉学校行政，不要示威游行不要罢课，不

要闹事，保证 学 生 学 习 与 读 书 自 由。［３７］由 此 可 见 其

用心良苦。
再者，西北联大图书馆新购图书同样可以体现

出其学术 民 主 与 学 术 自 由。比 如，在《西 安 临 大 校

刊》和《西北联大校刊》各期所刊出的图书馆新购图

书告示里，魏野畴的《美国史》、艾思奇的《思想方法

论》、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胡绳的《后
方民众总动员》、田汉的《前线抗敌将领访问记》、向

愚的《毛泽东最近的抗敌主张》等均列其中。这些人

中魏野畴是中共早期活动家、宣传家，西北地区共产

主义活动的先驱者，也是中共在西北地区最早从事

军事活动的领导人，胡绳、艾思奇、何干之等人政治

倾向明显，但是联大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政治主张

而拒绝其学术观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北联大

独立、自由的学术空气与氛围。

３．主张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与结合

建立独立、民主、富强、文明的近代民族国家，是
鸦片战争以来至抗战时期近百年中国仁人志士魂牵

梦萦的理想，而要实现民族独立、主权在民，就必须

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打破不平等条约

对中国人民的枷锁与束缚。为此，联大学人号召国

人继承孙中山先生“遗留给我们神圣的革命大业”，
“打倒军阀 及 帝 国 主 义，以 建 设 三 民 主 义 的 中 华 民

国”。抗战时期，军阀已被次第消灭，摆在国人面前

的首要任务 是 消 灭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对 中 华 民 族 的 侵

略，而战胜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必 将 也 像“以 前 的 辛 亥 革

命、北伐革命，一样的要得到成功”。并且只要全民

族奋起抗战，团结一致，“这次抗战的胜利，是不成问

题的事”。抗战胜利后：由救国而建国，而富国，而强

国，造成主权在民“庄严美丽的中华民国”。［３８］

由上可知，西北联大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民

族主义思想 与 民 主 观 念，并 渴 望 民 族 独 立、国 家 富

强、主权在民，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他们对新生的社

会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缺乏深入了解及

系统研究，并且对抗战胜利后，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

会制度，人民将怎样生活，思考不够，观察不深。
当然，我们不能也无意苛求于联大先 辈。他 们

在民族危难之际主动适应国家战略，人民需要，不仅

以民族大义为担当，“戮力同心，难危共济”，且“并序

连黉，联辉合耀”，“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此种精神不仅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而且足以令后人敬仰！

参考文献：

［１］　李文海，等．“中国近 代 史 上 的 民 族 主 义”笔 谈［Ｊ］．史

学月刊，２００６，（６）：５－２１．
［２］　何士骥．长安城外鱼化寨新石器时代之遗址［Ｊ］．西北

史地，１９３８，（１）：１２３－１３０．
［３］　历史系参观考古学会［Ｊ］．西 安 临 大 校 刊，１９３８，（１１）：

３－４．
［４］　教育 系 自 本 校 迁 移 以 来 所 经 办 之 重 要 事 项 纪 要［Ｊ］．

西北联大校刊，１９３９，（１）：１８．
［５］［３０］　发刊词［Ｊ］．西安临大校刊，１９３７，（１）：１，１．
［６］　本校全体师生祭扫博望侯墓并宣誓实行国民抗敌公约

［Ｊ］．西北联大校刊，１９３９，（１４）：７．
［７］　黎锦熙，许 寿 裳．本 校 校 歌［Ｊ］．西 北 联 大 校 刊，１９３８，

（６）：３．
［８］　赖琏．题词［Ｊ］．西北学术，１９４３，（创刊号）：扉页．
［９］［３１］　郭 文 鹤．发 刊 词［Ｊ］．西 北 学 术，１９４３，（创 刊 号）：

１，１－２．
［１０］　许寿裳．勾践的精神［Ｊ］．西北联大校刊，１９３９，（１２）：

７５－７６．
［１１］　李季谷．中国历史 上 所 见 之 民 族 精 神［Ｊ］．西 北 联 大

校刊，１９３９，（１２）：６６－６９．
［１２］［２０］　许重 远．近 代 民 族 主 义 发 展 报 告 及 吾 人 应 有 之

认识［Ｊ］．西北联大校刊，１９３９，（１０）：３８，３６－３７．
［１３］　朱喜福，高 华 年．胡 常 委 春 藻 讲 演：精 神 的 改 造［Ｊ］．

西北联大校刊，１９３９，（１６）：１８－２０．

·１８·

西北联大的民族主义与民主观念





［１４］　胡庶华．战争与文化［Ｊ］．西北联大校刊，１９３９，（１６）：

１４．
［１５］　杨人楩．就 六 三 纪 念 论 鸦 片 战 争 及 禁 政———林 文 忠

公禁 烟 百 年 纪 念 会 演 词［Ｊ］．西 北 联 大 校 刊，１９３９，

（１８）：２８－３３．
［１６］　校闻．胡 常 委 春 藻 在 本 学 期 第 一 天 纪 念 周 训 词［Ｊ］．

西北联大校刊，１９３８，（６）：１９－２０．
［１７］［２１］［３８］　曹配言．总理 逝 世 纪 念 大 会 演 讲 词［Ｊ］．西

北联大校刊，１９３９，（１６）：２２－２３，２５，２２－２７．
［１８］［３２］　陆 懋 德 在 本 校 区 党 部 演 讲．青 年 节 之 意 义［Ｊ］．

西北联大校刊，１９３９，（１６）：２２，２０－２２．
［１９］　胡庶华．师范生应 有 的 认 识 和 努 力［Ｊ］．西 北 联 大 校

刊，１９３９，（１０）：３２．
［２２］　陶钧，杨洪 续．张 海 如 先 生 演 讲 词［Ｊ］．西 北 联 大 校

刊，１９３９，（１７）：１８．
［２３］　教 育 部 训 令 第１７７２８号［Ｊ］．西 安 临 大 校 刊，１９３７，

（１）：２．
［２４］　本大学组织系统说明［Ｊ］．西 北 联 大 校 刊，１９３８，（１）：

２９．
［２５］　地理系工作报告（自开学至１０月２６日）［Ｊ］．西 安 临

大校刊，１９３７，（１）：４．
［２６］　李永森，姚 远．西 北 大 学 史 稿（１９０２－１９４９）（上 卷 修

订版）［Ｍ］．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３５－２４４．
［２７］　储朝晖．寻觅西北 联 大 的 生 命 密 码［Ｊ］．高 等 教 育 研

究，２０１３，（４）：７５－８４；方光 华．西 北 联 大 与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Ｍ］．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９９－１１２．
［２８］　李浩．西北联大与学术自由［Ｍ］／／方光华．西北联大

与中国 高 等 教 育．西 安：西 北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３：１２５－
１２８．

［２９］　方光华．漫谈西北大学的学术传统［Ｊ］．（西北大学党

委研究生工作部，西北大学研究生院）西北大学人文与

科学，２０１２，（４）：１１．
［３３］　商 昭．师 范 教 父———李 蒸［Ｊ］．休 闲 读 品·天 下，

２０１２，（２）：９１．
［３４］［３５］　杨春德，于炜武．爱国重教 功德永垂———纪念爱

国教育家、病 理 学 家 徐 诵 明 先 生［Ｊ］．休 闲 读 品·天

下，２０１２，（２）：８３，８４．
［３６］　闻迟．精英 主 义 教 育 的 大 师———李 书 田［Ｊ］．休 闲 读

品·天下，２０１２，（２）：９９．
［３７］　高远．世事 纷 纭 说 赖 琏［Ｊ］．休 闲 读 品·天 下，２０１２，

（２）：１１０－１１１．

（本文责任编辑　邓建生



）

（上接第６０页）　　充分发挥我国精英高等教育的

优势，开发和利用信息技术的巨大潜力，构建新的各

种开放灵活的教育平台和教育教学模式，使国内也

包括国外广大受众有机会分享本来只有少数精英才

能受益的精英大学的优质课程资源，适应人们不断

增长的个性化、碎片化、泛在化、终身化、国际化、优

质化的学习需求，为促进我国和世界教育公平和社

会公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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