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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远、符景垣、张天杰主编和修订的《西北大学学人谱》(1912～ 1997) , 近日已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

版。全书 48 万字, 新增 1992 年至 1997 年间晋升的 180 多位教授。全书现收入 1912 年以来的 611 位教

授, 包括 27 位历任校长、11 位学部委员 (院士)。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教授有 220 名, 以后的

有 391 名。另有 124 位只知其名, 而难考其事的教授, 也作为“暂缺学人”附名录于书后, 以作为待考线

索。书中还附有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岁羽以来的 91 幅学人照片, 从而构成文图并茂, 读传识人的特

色。诚如常务副校长刘舜康研究员的序所说:“这部学人谱凝结着不少同志数年的心血, 总算与读者见面

了。它以个人小传形式, 展示了西北大学 85 年来教师骨干队伍的全貌, 也折射出我校兴衰沉浮的曲折历

程, 是校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概括起来, 该书有以下两个特点。

1　以人物为线索, 贯通西北大学 85 年校史

我校曾于 1987 年编写出版了《西北大学校史稿》, 但仅限于 1912 年至 1949 年 37 年间的历史, 而

1949 年至今的校史编写一直未能完成。因此, 上迄 1912 年, 下止于 1997 年的《西北大学学人谱》, 就第

一次以人物为线索, 勾勒出了 85 年以来西北大学校政更替、师资队伍发展、课程设置变化、学术研究成

就, 以及校风学风的形成和演进的轨迹。

其中, 作者根据新发现的校史资料, 对过去已形成结论的校史问题也做了更正或补充。如胡庶华、赖

琏、刘季洪、马师儒、杨钟健、岳吉力恒等校长和代校长的确切任期, 均根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宫

人物志》做了更正。其中, 特别是岳吉力恒, 过去仅知为代理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而不知国民政府在 1949

年 5 月对他有代理校长的任命; 冯师颜亦仅知为副教授, 此次据 1962 年 1 月 5 日第 16 次校务委员会常

委会讨论通过的决议, 并经现任主管校长同意, 落实并澄清为教授。

然而, 编写一部完整的西大学人谱, 毕竟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由于时间跨度长, 学校沿革几经曲

折变化, 又曾两度停辍, 非但未能保存一套连贯的档案资料, 就连整理一份完整准确的教授名录也非常

困难。因此, 这部学人谱的形成, 的确不易。由此, 再来编写《西北大学通史》, 就具备了校史研究或者说

一所大学最核心的内容——学术史研究的基础素材。

书中刘舜康研究员的序也很有特色, 可谓西北大学校史纲要。它首次从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的关中大学堂写起, 历数辛亥革命后的西北大学、抗日战争中的西北大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至今的西北大学及其前身 95 年的沧桑巨变, 给全书以重要补充。它对西北大学创建、演变和沿革的

追述, 使读者对全书有了更为系统连贯的认识。其中关于关中大学堂等 5 学堂合组为西北大学的过程,

还有邓小平在西安中山学院 (1927 年由西北大学收束改办)任教的史料, 读来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2　以养成一代学风为主线, 构成爱校爱国教育的优秀教材

老一辈高等教育工作者, 很早就有爱校爱国的提法, 通过具体的爱校教育进而实现爱国主义教育是

很有效的。身边的人和事, 自己师长学风和道德的养成, 对教育学生来说, 更具有说服力。《西北大学学

人谱》以非常简练的“小传”笔调和文体, 叙述了西北大学历史上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学者形象。比如岳吉力

恒教授, 于 1936 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 即回国效力, 而在北平沦陷前夕, 又拒绝北平中

法大学的继续聘任, 而返陕先后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教授, 在这所古老的学府中连

续服务达 25 年, 直至于 1961 年在西北大学校务会议上病发逝世。他在抗日烽火中坚持科学研究, 解放

初期领导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建国初期在西北大学勇挑重担开出 20 多门新课程, 积劳成疾又放弃病休,

直至以身殉职。西北大学严谨求实的学风, 正是由岳吉力恒教授这样的前辈一代一代地积累而成的。

《西北大学学人谱》中的 611 位教授求学、救国、兴国的经历, 都是爱校爱国教育的生动素材。相信通

过此书的出版发行, 能将我校的校史研究和爱校爱国教育提高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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