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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新发现的文献资料, 论证西北大学前身的历史, 认为西北大学与

始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的关中大学堂等五校为一脉相承的关系。又通过近

期所见的期刊资料, 对 1915 年至 1922 年和 1927 年至 1936 年的两个间断期的历

史进行弥合性论证, 从而得出其历史大致连续的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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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完成学校布置的《西北大学大事记》任

务时, 重点对 1912 年以前西北大学前身的发展和

几个中断时期的历史进行了重新审视。

一、西北大学的前身

(1) 关中大学堂是为源头, 并奠定西北大学的

校政和教师骨干

清光绪廿七年 (1901)九月, 清廷谕令:“各省所

有书院, 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为此, 于清光绪廿

八年 (1902) , 陕西巡抚升允在省城考院及崇化书院

旧址 (今东厅门)设立关中大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 关中大学堂改为陕西高

等学堂, 后又改为陕西高等学校。当年 9 月 18 日,

高等学堂派出 10 名官费留学生, 其中 6 人归国后

成为西北大学 (1912)创设会委员, 其中钱鸿钧为西

北大学首任校长。这批留学生还有宏道学堂、师范

学堂选送的官、私费生 38 名。巡抚曹鸿勋和陕西布

政使樊增祥专门在省城湖广会馆举行公宴欢送留

日学生, 并送至灞桥之上。其中师范学堂选送的官

费生党松年 (积龄)留学归国后于 1912 年任西北大

学讲师、创设会委员, 1915 年任陕西法政专门学校

教授, 1945 年 2 月再任西北大学教授, 经历了西北

大学的几个重要时期。在这批留日学生前后, 与西

北大学相关的还有张凤岁羽 (1904 年赴日, 后任西北

大学创设会会长)、寇鸿恩 (锡三, 1905 年赴日, 后

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谭耀唐 (字焕章, 1905 年

赴日, 后继崔云松任文科学长)、罗仁博 (字锦章,

1905 年赴日, 后在西大教民诉、行政法)、席梧轩

(后在西大教国际公法) , 等等。另外, 关中大学堂的

首届毕业生康寄遥亦于 1912 年先后任陕西财政司

次长和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和预科学长。

陕西高等学堂是一所充满“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新思潮和充满爱国思想和传统的新式综合性

学校。这所学校除将“四书”、“五经”作为必修课, 并

每逢初一、十五由教习率领向先师孔子等诸儒行礼

外, 另设有性理格致、政治时务、地舆、兵事、天文、

算学、地质、测量、电化等课程。

陕西高等学堂留日学生郗朝俊、党松年、马凌

甫、张荫庭等人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在日本创办

《秦陇》杂志, 介绍新知识和指斥陕甘地方政治。辛

亥革命时, 陕西起义军定名为“秦陇复汉军”, 其中

“秦陇”即源于此刊名。《秦陇》停刊后, 陕西高等学

堂留日学生谭耀唐、崔云松、郗朝俊等人又创办《关

陇》, 并“渐有论革命者”。光绪三十三年 (1907)在西

安, 陕西高等学堂与师范学堂、陆军学堂全体学生

上书巡抚衙门, 强烈反对出卖西潼铁路路权。同年

8 月 27 日, 英国人指使丹麦人呼伦在西安勾结地

方官吏, 以 3 000 余两银子盗买“大秦景教流行中

国碑”(唐德宗建中二年, 781 年立) 并企图运往伦

敦。为此, 陕西各界人士开展护碑斗争, 陕西当局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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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通晓英语的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猷君出面与

呼伦交涉, 结果盗买条约被废除, 是日, 原碑由西安

西郊移至城内碑林保存。

光绪三十四年 (1908)七月, 陕西高等学堂监督

周石生 (1927 年任陕西法政专门学校首任校长) 压

迫师生, 动辄开除学生, 是月又开除地理教员张子

安 (因未参加谒孔圣人礼遭侮辱而提出抗议)。学生

向监督、提学使交涉未果, 于是举行全校罢课, 并撤

离学堂。全校 200 多人分住城内的礼泉、咸阳、商

州、蓝田各会馆, 并仿上海中国公学, 制定自治规

则, 设稽查、调查、会计, 书记各职员, 处理日常事

务。退学学生以礼泉会馆为总机关, 并准备在渭南

成立公学。这次风潮得到全省学界的支援, 陕西当

局唯恐事态扩大, 撤销了庶务员和监学二人, 由学

务议长和教育总会会长出面调停, 答应了学生的要

求, 罢课遂结束。1911 年 10 月 27 日, 陕西响应武

昌起义, 在陕西高等学堂召开大会, 由张凤岁羽宣布

“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 使高等学堂成为陕西

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在此之前, 已有不少高等学堂

的留日学生,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2)陕西法政学堂奠定西北大学法、政、商学科

的根基

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 陕西当局又奉旨设课

吏馆。其旨在“以修明政学为主, 讲求吏治为先”, 造

就“临民息事之才”, 即培养提高在职中下级官吏,

使之通晓吏治, 兼明西学。其课程包括历代政书、国

朝政书和西国政书等。其中, 大清律例、刑案和中外

条约等均为必修内容。课吏馆并附设秦中官报局,

创办《秦中官报》, 使在学人员明了本省情况和中外

时局, 以增广见闻, 实际上是为陕西政报。至光绪三

十三年 (1907)陕西巡抚曹鸿勋以政治维新、交涉频

繁, 按北洋法政学堂成规, 奉旨将课吏馆改为陕西

法政学堂 (位于今西安老关庙万寿宫) , 并附设自治

研究所。《秦中官报》亦改由法政学堂主办。法政学

堂继承课吏馆的办学宗旨, 以培养政府官吏及法、

商人才为主。初设谳局裁判和地方自治两科作为

预科。预科毕业可升入正科。陕西知名人士杨明轩

即为 1909 年考入陕西法政学堂的学生。

1912 年 3 月 19 日, 陕西法政学堂改为关中法

政大学, 分设政治、法律、经济三系。原陕西高等学

堂留日归国学生钱鸿钧出任校长。

(3)农业学堂和三秦公学奠定西北大学的永久

校址

清宣统元年 (1909) , 陕西省会农业学堂成立,

校址位于今西安城西南隅现西北大学所在地。陕

西高等学堂监督周石生兼监督, 西安知府尹昌龄任

提调。初设蚕业、农业两科, 以后西北大学农科即以

此为基础。以后的中国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1949

年时的西北大学教授郑伯奇、于是年考入农业学

堂。

这是一所完全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学校, 政治气

氛沉闷, 学生对此颇为不满, 遂于宣统二年 (1910)

发生大规模罢课。学生成立纠察队, 推举代表向学

校交涉, 学校置之不理, 加剧了学生的不满情绪, 便

迁出学校, 搬至市内城隍庙后街的财神庙。西安各

校纷纷表示支持, 陆军小学堂亦开始罢课, 教育会

召集大会, 声援学生。陕西当局担心事态扩大, 遂答

应学生要求, 斗争取得胜利。

1912 年春, 由陕西临时议会中部分议员发起,

以陕西农业学堂校舍为基础, 创办三秦公学。校长

为田仲玉 (蕴如)。李仪祉、张奚若、李仲特 (李仪祉

伯父)等陕西知名学人在校任教。公学设有中学部、

高等英文班、高等数学班和留学预备班等, 学生

300 余人。杨钟健、杨明轩等于是年考入三秦公学

中学班学习 (次年肄业)。

(4) 由高等学校、法政学堂、农业学堂、实业学

堂、三秦公学合组而成的西北大学

1912 年 3 月, 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张

凤岁羽鉴于辛亥革命后西北人才缺乏, 提出创立西

北大学, 遂成立“西北大学创设会”。张凤岁羽任会

长, 委员有钱鸿钧、马凌甫、崔云松、郗朝俊、谭耀

唐、党松年、康寄遥、寇锡三、惠甘亭、谢文卿、王芝

庭等。后推原陕西省法政学堂校长钱鸿钧为校长,

并决定以陕西法政学堂的教职员和学生为基础, 并

入陕西高等学校、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三

秦公学等 5 校, 筹建西北大学。

校舍初以老关庙什字万寿宫原法政学堂旧址

设法、商两科; 在举院后院枣刺巷设农科, 后移至原

农业学堂旧址 (即今西北大学院内) ; 预科在东厅门

原陕西高等学堂; 印刷所设在西五台庙内。学生除

招收一部分学生外, 并将三秦公学、陕西农业学堂、

陕西实业学堂等校学生并入, 在原法政学堂基础上

设专门部, 另设法、文、商、农各科, 学制 3 年。1912

年春季正式开学。

1912 年 3 月至 10 月, 学校名为“关中大学”,

实系“关中大学堂”、“关中法政大学”(原法政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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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沿袭。1912 年 10 月, 学校就“本校席旧日法政学

堂地址初定名为关中大学, 继改为西北大学”呈文

大都督。改名时, 校长钱鸿钧曾与旧日高等学校校

长、农业学堂校长等“悉心商酌”, 并通报新疆都督

等。到 11 月时, 钱鸿钧校长“呈都督府”文中, 已表

明:“本校现已改为西北大学, 所有种种原因已蒙批

准转咨在案。”①

1913 年 7 月前, 学校致函驻日公使, 介绍本校

法科专门部法律科第二年学生汪康培入早稻田大

学留学。1913 年 10 月 5 日, 西北大学法商农各科

考取的 53 名留学生 (另有自费生 10 余人)出行。钱

鸿钧、崔云松、马凌甫、谭耀唐、郗朝俊、康秉熏力先

后作《送西北大学学生留学东洋序》。1913 年 7 月

16 日, 西北大学旧法政学堂别科中的乙、丙班学生

已届毕业期限, 遂经毕业考试后, 饬令毕业。其甲班

已在西北大学开办之初满届发给西北大学毕业证

书。

1913 年 7 月 1 日, 西北大学主办的《学丛》(又

名《西北大学学丛》)创刊, 并在北京、天津、上海、汉

口、甘肃、西安、新疆等地设发行代办处, 发往全国

各地及日本。张凤岁羽、钱鸿钧均为之题辞。学界名

人刘芬、黄福藻先后作序。其中载于 1913 年 9 月出

版的《学丛》第二期的黄福藻《学丛·序) 中明确指

出:“本校沿革始于晚清 (即清光绪廿八年, 1902 年

——笔者注) , 上而官司文电之交驰, 下而学课手续

之丛杂, 几经变折始底于成。兹特将前后事实辑而

录之, 使后人借以觇西北教育史进化轨迹之一斑。”

综上所述, 西北大学与关中大学堂等 5 校实为

一脉相承, 血缘相同的关系。

二、“间断期”历史连续性新证

(1)关于“间断期”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从这几年新见的一些史料来看, 不仅早期学堂

时代到西北大学的创设具有极平滑的连贯性, 而且

中断的两个时期 (1915～ 1922 年; 1927～ 1936 年)

也有一些可资证明其具有连续性历史的资料。

1941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西北学报》创刊号,

作为西北地区大学共同参与的西北学会的机关刊

物, 在刘志聪所撰的《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一文中

指出:“西北大学是大西北的司令台, 它的使命很

大, 民国以来, 西北大学之名数见, 因政局未能统

一, 故屡兴屡废, 至民十六年以后, 遂寂然无闻。今

西北大学再生于抗战建国大时代中⋯⋯。”这显然

已注意到三个时期的西北大学, 强调“数见”和“再

生”, 表明抗战时期西北地区高校对西大校史的认

可。20 年代的西北大学讲师, 兼任陕西省长公署秘

书, 并至陕州接迎鲁迅来校讲学的张辛南 (毓桂) ,

在发表于 1942 年 6 月 22 日《中央日报》的“追忆鲁

迅先生在西安”一文中括注指出:“当时国立西北大

学 (西北大学共有三次, 张翔初先生督陕时所办之

西北大学为第一次, 刘雪雅先生督陕时所办之国立

西北大学为第二次, 现在之西北大学为第三次) 已

告成立⋯⋯。”这里已通过张辛南的这一特殊身份

的人物 (既曾是西大人, 又是陕西省长公署秘书) ,

在一份当时很重要的报纸上, 将三个时期的西北大

学连成一体。以后, 抗战时期西北大学黎锦熙教授

受命撰成的西北大学校史也从论名、论实角度, 溯

至民初的西北大学。

实际上, 从 1902 年到 1912 年; 从 1915 年春到

1923 年 8 月; 这两个时期的历史的连续性是绝对

平滑无缝的。前者已有上述诸多史实作为铁证, 也

有《学丛》序“本校沿革始于晚清”的佐证; 后者在

1915 年春开学不久停办之后, 由督理陕西的陆建

章改为陕西法政专门学校 (即今西安市第二十中学

校址)。之所以改为以法政为主的学校, 其关键是法

政为西北大学的学科主干, 实际上是保留了西北大

学的根基和血脉。而其校政主持者, 亦为与西北大

学密切相关者。从 1915 年到 1923 年底, 其 4 任校

长中: 第一任校长周镛 (石生)为原陕西高等学堂监

督; 第三任校长郗朝俊为原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

农科学长, 原高等学堂留日法学士, 1946 年 8 月起

复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 主讲宪法; 第四任校长

蔡江澄 (屏藩) 于 1923 年长校不久, 即被任命为国

立西北大学重建筹备主任、交际主任兼法科专门部

(后改法学系) 主任、教授评议会成员等, 并于 1923

年 8 月将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悉数并入西北大学, 校

址即为法政专门学校校址和西安东大街陕西省教

育厅旧址, 亦为原陕西日报社旧址, 亦即并入西大

的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校舍。因此, 直至此时, 西

北大学历史的连续性毫无间隙可言。陕西法政专

门学校不仅保留了西北大学的学科主脉, 而且也保

留了其优良的革命传统。1919 年北京爆发“五四”

运动后仅 3 日, 即于 5 月 7 日, 法政专门学校学生

联合数校学生举行罢课, 组成学生联合会,“通电北

京, 力争青岛, 营救学生”, 并于 5 月中旬与数校联

合举行游行示威, 抵制日货, 联合派屈武赴京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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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溅总统府。1923 年 4 月 16 日, 又联络 10 余学校

6 000 余名学生游行示威, 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强占

我国旅顺、大连, 抵制日货, 打出“粉身碎骨, 以救旅

大”,“头可断, 身可弃, 二十一条绝对否认”的标语。

对西北大学校史争议较多者, 主要是从 1927

年春至 1937 年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的继续性

问题。1927 年 1 月西北大学在围城和国民联军入

陕后再次停办。但是, 这又有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

“以该校 (西北大学)所有一切校产经费“改办”中山

学院”②的命令为证。既然是“改办”, 二者间的相沿

承袭关系就不言自明。这次收束西北大学和改办

中山学院的筹备委员会由王凤仪 (来庭)、李寿亭、

赵葆华、刘含初和李子洲等 5 人组成。其中王凤仪

为西安围城期间李仪祉离陕后的西北大学代理校

长 (1925 年冬～ 1927 年 1 月 18 日) , 后为北平大学

教育行政院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山学院改办成立

后对西北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去留容纳、高年级学生

的函送府考录用或插班, 以及旧欠西北大学教职员

工工资和外债等均做了妥善处理后, 方才于 1927

年 3 月 10 日正式成立, 表明了新的延续性。不少学

生继续在该校学习, 也有不少进步教师继续留任。

1927 年 7 月中旬, 中山学院新领导人上任不

久, 即改中山学院为中山大学, 1931 年 1 月又改为

陕西省立高级中学, 即西安高中。那么, 从 1902 年

到 1931 年这 29 年的历史一直是连续的和相互连

结的。

从 1931 年到 1936 年这 5 年的西安高中, 成为

连结过去的西北大学和 1937 年的西安临时大学之

间历史的唯一线索。过去的主要争议是高等教育

与中等教育间的悬殊。关于这一点, 最近倒是有一

些新的史料可连通这仅存的 5 年断期。

改中山大学为西安高中不久, 泾惠渠水利工程

第一期工程竣工, 洛惠梁工程正在筹划中, 原西北

大学校长李仪祉又呈准陕西省政府, 于 1933 年春

在西安高中附设创办了陕西省水利工程专科班。

西安高中校长唐得源受李仪祉委托代办一切校务。

这样一来, 不仅是改变了校长唐得源的身份, 也使

西安高中既具有中等教育的功能, 也同时兼具大专

高等教育的功能。李仪祉、唐得源创办的这个专科

班共设甲、乙两班, 甲班招收中学毕业生 40 名, 乙

班招收中学毕业生 60 名, 其预科学制为 1 年, 专科

3 年。1934 年 5 月, 这个专科班因经费困难, 设备不

足, 经商定拟改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同年

9 月 1 日改组接收完毕并开学, 仍聘李仪祉为水利

组主任。改隶西北农专以后, 因该校正在基建 (农专

主体工程直到 1936 年秋方才竣工并结束筹备, 开

始招生) , 无校舍, 仍暂处西安高中教室上课。李仪

祉因忙于水利工程事宜, 无暇顾及, 所有具体工作,

仍委托唐得源主持。直到 1935 年 8 月, 该专科班方

才正式迁往武功张家岗西北农专校本部③。实际

上, 在西北农专未并入西北联大农学院合组为西北

农学院 (1938 年 6 月) 之前的 1937 年 10 月 11 日,

教育部即任命 1936 年 7 月始任西北农专校长的辛

树帜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这实际上

表明: 西北农专已成为西安临大的一部分, 或即将

成为西安临大的一部分。西安临大筹委会亦曾拟

将西安临大农学院及文理学院生物系共计 8 个系

设于武功, 辛树帜亦复函“极表欢迎”。以后, 临大与

农专在教学、实习材料、标本等方面亦多有合作。而

迁陕南仅 3 个月后的 1938 年 7 月, 即将西北农专

并入西北联大农学院, 合组为西北农学院。农专水

利组的主要教师数学兼制图教授牟鼎同、材料力学

教授沈君诚等不久亦分别调住西北联大或西北大

学任教。李仪祉不久亦被聘为西安临时大学工学

院土木工程系名誉教授 (当时该系连同李仪祉仅有

4 名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留美教育硕士、李仪

祉的妹夫、西安高中校长唐得源从 1941 年起也成

为西北大学各院系共同科目教授。唐得源在西安

高中的后任, 20 年代直接促成鲁迅来西北大学讲

学的王捷三, 在 1937 年抗战爆发回陕后任国立西

北联合大学教授兼西安高中校长 (50 年代复任西

北大学教授, 在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期间创办的商

专、医专、师专, 以后亦成为西北大学的一部分)。这

样一来, 又通过西北农专与西安临大的特别关系和

最终并入西北联大, 合组为西北农学院, 而将西北

大学与西安高中、陕西省水利工程专科班等连为一

体, 归为同源。

至于从 1937 年至今, 西北大学历史的连贯性

则就是为人所公认了, 不必赘言。

然而, 论名也许不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论实,

即本质上的血缘相关性。

(2)立足陕西, 设校西安, 面向西北的共同办学

方向

这几个时期的西北大学均设校于西安, 均以建

设大西北为首要宗旨。这无论是陕西高等学堂时

代的总教习, 还是民初西大创设会长张凤岁羽, 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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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校长赖琏、建国前夕的西北

大学校长杨钟健, 他们在论述面向大西北办学这一

方向时, 如出一辙, 声同一气。如光绪三十一年

(1905)的《高等学堂详请咨送陕省学生赴东洋肄业

文为具详事》一文指出:“近来各省人士前赴东洋,

游学者三千余人, 而吾陕寥寥无几, 固由偏远西陲

风气之开通较晚, 盖觉导扬先路官师之倡率难迟。

⋯⋯查陕西古称农国, 地号上腴, 第栽培长养之术

不精, 故荣滋发长之功不进。此次留学各生当先派

习农学, 而森林畜牧之娄附焉。至若延绥以北宝山

之蕴蓄尤多, 汴洛而西铁路之交通已近, 厘金将裁

而税务不能不讲, 刑律已改而法学不可不兴。拟于

农学而外, 分矿务、路工、税务、法律四门, 各派数人

俾多士各求一得。”④这里对东南各省留日游学者

日众及“吾陕寥寥无几”和西陲偏远、风气迟通的现

状尤显焦虑, 对陕西及整个西陲的开发及寄予留学

生的希望, 亦充满殷切之情。

时隔不过 7 年, 陕西大都督兼西北大学创设会

会长张凤岁羽也指出:“东南风号开通, 具有高尚知

识者所在多有, 尚力图进步, 急急然有南京、广东、

湖北大学之经营, 西北闭塞日久, 若不早为培植, 恐

愈趋愈下, 将来文武法官之考试, 西北必少合格人

才。⋯⋯西北不竞, 岂国之福? ⋯⋯重洋商战, 宜注

重东南, 大漠边防, 宜注重西北。”⑤次年, 西北大学

《学丛》创刊号刘芬序亦指出:“关中襟山带河, 夙称

天府。周秦汉唐之所经营, 典章文物之所荟萃, 名儒

伟人之乘间迭出, 彪炳史籍。⋯⋯地瘠民贫, 西北为

最, 而无由日跻于文明。识者曰此皆不学之过

也。”⑥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校长赖琏亦认为:“国

立西北大学创设陕西, 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

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 不惟缅怀先民之功

绩, 起无限之敬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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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40 年代末

的西北大学校长杨钟健, 上任伊始的第一次校务会

议就宣布:“我这一次来西北大学, 绝不是来维持现

状的, 我对西大有一种抱负, 希望能把西大办成进

步的、充实的、合理的、名副其实的西北学府。”即便

到今日, 西北大学立足陕西, 面向西北的办学方向

仍与初衷一脉相承。1996 年 10 月制定的西北大学

“211”工程建设总体目标, 就是要把西北大学“建设

成为有特色的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综合大学, ⋯⋯成为促进陕西和西北区域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3)均系地方政府的首脑创办, 实为官吏摇篮,

亦为近代秦文化的策源地和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机

西北大学从创建初始就一直为地方最高长官

所控制, 其各个时期的创办者亦均系地方最高长

官。清光绪二十八年的陕西巡抚升允创办关中大

学堂; 清光绪三十三年的陕西巡抚曹鸿勋改课吏馆

为陕西法政学堂; 宣统元年的西安知府尹昌龄创办

陕西农业学堂, 并亲任提调; 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

陕西都督张凤岁羽创设西北大学, 并亲任创设会会

长; 1915 年春, 督军陆建章将西北大学改为陕西法

政专门学校; 1923 年 8 月, 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

华改法政专门学校等为国立西北大学, 并获北洋军

政府批准立案; 1927 年, 中共陕甘区委与国民军联

军总司令部改西北大学为中山学院; 等等。这些无

不由地方军政首脑控制和实施。

西北大学一开始又与地方官吏的考试、升迁紧

紧联系在一起。创建之初的关中大学堂就由省城

考院改成。课吏馆和法政学堂, 更是明确为培养地

方各州县正佐各官吏或法、政、商管理人才, 造成

“临民息事之才”。课吏馆和法政学堂相继主办的

《秦中官报》, 实为陕西政治的喉舌。甚至张凤岁羽的

“秦陇复汉军政府”也在高等学堂宣布成立, 其“秦

陇”二字也源于高等学堂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秦

陇》。地方的军政、外交也多仰仗于西北大学各时期

的师生。陕西地方党和政府中绝大部分要害部门

为西北大学各时期毕业的学生或教师负责。关中

大学堂的数学教习李仲特曾任同盟会陕西分会会

长; 高等学堂毕业生、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和教务

长马凌甫, 曾任陕西省第三届议会议长、教育厅长、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和第十一路军

总参议等要职; 创设会委员、法科学长王芝庭曾任

甘肃、宁夏高等法院院长; 创设委员、农科学长郗朝

俊曾任陕西高等法院院长; 创设委员党松年曾任陕

西军政府司法部长、修订法律馆总编篡、陕西高等

法院院长; 20 年代的西北大学教授蔡江澄曾任于

右任主陕时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民国审计部常务

次长; 等等。

西北大学又是陕西地方高等教育的“工作母

机”。从 1902 年到 1960 年, 先后并入 20 多所学校,

又先后分出 10 余所高等学校。这种吞吐吸纳, 分分

合合, 无疑地成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

不仅成为一些小学校的养精蓄锐之所, 也成为不少

高等学校的直接源头。近 95 年来, 这所学校通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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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的形式, 将西学系统地引入陕西, 开创了西

北新学体制, 也将新的思想播撒到这片黄土地, 它

不仅是一所最高学府, 也是近代秦文化的策源地。

其民风教化、风气开通和开创新学体制之功彪炳史

籍, 千秋不没。

另外, 西北大学从关中大学堂、陕西法政学堂,

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以来所形成的以法、政、商、理

作为学科主干的学术传统; 从高等学堂时代、民初

西北大学以来所形成的与日本高等教育的不解之

缘; 还有从晚清到五四运动, 到抗日战争以来形成

的优良革命传统; 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

总结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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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顺利通过“211 工程”立项专家论证

经过半年多扎实、细致的准备, 西北大学近期顺利通过“211 工程”立项专家论证。

西北大学 1996 年 10 月通过了“211 工程”部门预审后,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组织的预

审专家组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 修订、完善了“211 工程”建设目标和措施, 对立项工

作进行了细致扎实的准备。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 经过半年多的项目设计、调

研和论证, 编制了《西北大学“211 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以重

点学科建设为中心, 将其分为两个层次, 既发展具有优势的基础学科, 提高学术水平, 培养高

层次人才, 又使新兴、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为陕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专家组认为,

报告思路清晰, 重点突出, 符合国家计委、教委和财政部关于“211 工程”立项的要求, 符合陕

西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符合西北大学的实际。该报告所确定的重点学科建设,

反映了学校的优势和特色, 设置合理, 切实可行。专家组一致同意《西北大学“211”工程”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并建议学校作适当修改、补充后上报审批立项, 以便尽快实施。

顺利通过“211 工程”立项专家论证, 标志着西北大学“211 工程”建设即将进入全面实施

阶段。

( 艾　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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