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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的两个历史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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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新发现的文献考证, 认为西北大学有“陕源”和“京源”两个源头, 亦即

认为西北大学与始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正月的陕西大学堂和始创于十二月的京

师大学堂仕学馆、政科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前身)为一脉相承的关系。结论指出:“陕源”

与“京源”同等重要, 前者奠定周秦汉唐文化的底蕴和永久校址; 后者使时断时续的“陕

源”再生于抗战之中; 二者合流造就了战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联合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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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由于战乱频仍, 政体更迭, 造成了高等学校在体制、管理、院系设置上的不断改

组、调整、分合, 甚至时断时续。新中国成立以后, 也多次进行院、系、专业调整。像西北大学

这样历史较为悠久的大学, 其源流更是支岔繁多, 曾经历了几次大的解体与重组, 然而, 从总

体上看, 以抗日战争初期的重组最为重要, 它最终形成了西北大学的发展基础。此前, 我们曾

据新见史料, 就西北大学 1937 年以前的两个源流作过一些讨论[1 ]。西北大学上海校友会的

40 多位老校友也曾致函学校, 赞同西北大学发展历史上的两源说。西北大学台湾校友会对

此持有不同观点。我们在编写《西北大学大事记》的过程中, 再次认识到西北大学在发展史上

有陕源和京源两个源流[2 ] (P1～ 18)。

一、陕源的追溯

我们认为, 西北大学的陕源源头应溯至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正月在西安创建的陕西

大学堂。1912 年 10 月的西北大学“呈大都督文”指出:

近日协同旧日高等学校 (前身为 1902 年的陕西大学堂)校长及农业学堂校长, 悉心

商酌, 拟将关中大学即更名为西北大学。除现开之法律、经济、政治及大学第一部、预科

各班外, 并将旧日之农业、实业两学堂改为本大学农科分校, 高等学堂改为本大学预科,

以旧日之客籍学堂改为文科分校。其开办常年经费, 即用以上各学堂之经费。其各科内

之学科及讲师职员姓名, 业已编定, 章程, 缮列表册除另折开呈外, 所有本大学拟改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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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为西北大学各缘由理合呈请。 [3 ]

西北大学文科学长崔云松也在 1913 年 9 月指出:“去年由法政学校改为法政大学, 扩为

西北大学。其筹划之苦, 期望之深, 有非言语可以形容者。”[4 ]

1912 年 10 月的“呈大都督文”被时任陕西大都督兼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的张凤　约于

当年 11 月批准。因当年 11 月钱鸿钧校长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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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新督杨咨复新疆并无合格学生送校肄业由”的

咨复中, 也表明“将关中大学更名为西北大学已呈请张都督转咨教育部在案”。

这些公文表明三个问题:

第一, 西北大学是由陕西的大学堂、法政学堂、农业学堂、实业学堂、客籍学堂五校合并

改组而成的。五学堂与西北大学的关系并非母体与子体的关系, 而是诞生于书院教育体制和

西学教育体制母体中的五个子体合组成一个子体大家庭 (西北大学)的关系。

第二, 组校之初, 始有“关中大学”之称, 而后有“西北大学”之称。“关中大学”之称可能源

于陕西大学堂的短期称谓“关中大学堂”和陕西法政学堂在民国元年的短期改称“关中法政

大学”。这从另一角度表明了西北大学与五学堂的因缘。然而, 由“关中大学”更名为“西北大

学”的根本原因是大西北的情结, 这就是张凤　在致北洋政府教育部函中所说的“无以对国

家, 无以对东南各省”,“西北不竞, 岂国之福”, 以及“重洋商战, 宜注重东南, 大漠边防, 宜注

重西北”[11 ]。西北大学“致部视学说明本大学开办各科之大要”中, 也从“历史上之必要”、

“地理上之必要”、“各界需材之孔急”等三个方面表明立足西北改名建校的理由。

第三, 在合组之初, 各学堂虽在名分上合一, 但在实际上尚未完全合为一体, 各学堂校长

的旧有身份还具有效用, 以致时任校长 (原关中法政大学校长)还得就重大问题“协同旧日高

等学校校长及农业学堂校长, 悉心商酌”。其实, 从“西北大学创设会”和最初学校主要行政领

导的组成中, 更能反映五学堂合组的痕迹。创设委员、首任校长钱鸿钧毕业于陕西高等学堂,

留日归国后为陕西法政学堂校长; 陕西教育总会会长、陕西高等学堂监督周镛同时兼任陕西

农业学堂监督; 创设委员中的马凌甫、郗朝俊、谭耀唐、康寄遥、寇鸿恩等均系陕西高等学堂

毕业生。高等学堂毕业生担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和担任西北大学初期校政或任各科学长

者, 占其总数的 60% 以上。这说明, 西北大学的教师骨干是以陕西高等学堂毕业生为主的,

因此, 从西北大学的校政主体和师资主体上溯源于陕西大学堂是顺理成章的。

另外, 民元西北大学主办的《学丛》, 曾有多处将自己的校史沿革溯至晚清。黄福藻在

1913 年 9 月所作的《学丛·序》即明确指出:“本校沿革始于晚清 (即清光绪二十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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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既然我们以民元西北大学为宗, 也

就应该以民元西北大学“沿革始于晚清”作为学校历史的源头。总之, 陕西大学堂是为源头,

奠定了西北大学校政的师资骨干; 陕西法政学堂奠定了西北大学法、政、商学科的根基; 农业

学堂奠定西北大学的永久校址; 西北大学与五学堂实为一脉相承的关系。

二、京源的追溯

西北大学的“京源”也可追溯至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 即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法学院

的前身——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后始设的速成科仕学馆和预备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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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立北平大学历史沿革

1927 年 6 月, 奉系军阀张作霖驻军北京, 派刘哲任政府教育总长, 下令将北京的 9 所国

立高等学校合并成立京师大学校, 下设 10 科、部。其中将北京大学第一院改为文科, 第二院

改作理科, 北大第三院和法政大学合为法科, 农业大学改为农科, 工业大学改为工科, 医科大

学改为医科, 师范大学改为师范部, 女子师范大学为女子第一部, 女子大学为女子第二部, 艺

术专门学校为美术专门部。

1928 年 7 月, 南京国民政府会议议决, 将京师大学校改为国立中华大学。同月, 李煜瀛

(石曾)根据法国模式倡议建立大学区制。9 月, 南京国民政府会议予以采纳, 并议决:“国立

中华大学”改称为“国立北平大学”。11 月, 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主持改组事宜, 将北京国

立 9 校及北洋大学、河北大学改组为北平大学的 10 个学院, 加俄文专修馆。其中: 文学院由

原北京大学一院 (文科)与河北大学文科合并而成; 理学院为原北京大学二院 (理科) , 法学院

由原北京大学三院 (法科) 与原北京法政大学、河北大学法科、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合组而成;

第一工学院为原北京工业大学; 第二工学院为原北洋大学; 第一师范学院为原北京师范大

学; 第二师范学院为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农学院为原北京农业大学; 医学院为原北京医科

大学; 艺术学院为原北京艺术专门学校; 俄文专修馆为原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京师大学校女

子第二部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分院, 以原有理科为理学院分院, 文科及体、音两

专科为文学院分院。

国立北平大学在创建合并过程中, 遭到普遍反对, 学潮不断, 认为大学区制不合中国国

情, 遂于 1929 年 6 月停止实施大学区制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北洋大学等获准从北平大

学中独立出来。这时, 北平大学内部重组后, 尚余 8 个学院, 即: 法学院、俄文法政学院、女子

师范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女子学院、艺术学院。1931 年女子师范学院并入师范大

学。1933 年艺术学院独立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俄文法政学院改称商学院。1934 年法学院

与商学院合并称法商学院。1934 至 1937 年迁陕前, 北平大学共有 5 个学院, 即女子文理学

院、法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和工学院。

北平大学商学院[8 ] (P394—398) 的前身为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京师大学堂

管学大臣、铁路督办许景澄于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奏设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1912 年更名

为外交部俄文专修馆。1921 年改名为外交部部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 年被改组为北平大学

俄文法政学院。1932 年改组为北平大学商学院, 1934 年与北平大学法学院合并为北平大学

法商学院。

北平大学法学院[ 8 ] (P382—390) 的前身为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十二月的京师大学堂

新设的速成科仕学馆和预备政科, 次年改为法律馆和进仕馆。这两馆又分别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光绪三十二年 (1906)改为法律学堂和法政学堂。1912 年 5 月, 法律学堂和法政学堂

合组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1923 年又改为北京国立法政大学, 1927 年 8 月并入京师大学校,

与北京大学法科合组为京师大学法科。1928 年 5 月, 再次独立设校。1928 年 10 月, 奉部令

改组为北平大学法学院。1934 年与平大商学院合并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是由 1925 年解散之女子师大改设的国立女子大学发展而来的。

1925 年 8 月, 教育部以女子师范大学内部风潮连年莫决, 令其解散, 其校址改办国立女子大

学, 并吸收原女师大学生入校。1925 年 12 月, 原女师大师生强烈要求恢复学校建制, 并夺取

原校舍, 教育部被迫恢复女师大, 女子大学迁往教育部东院办学。1927 年, 女子师大改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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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学校女子第一部, 女子大学为第二部。1928 年, 原女师大改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

女子大学改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分院。1929 年 4 月, 女子文理学院分院承教育部令改

为北平大学女子学院。1931 年 2 月, 奉教育部令改称女子文理学院[ 8 ] (P380—382)。同年

初, 女师大从北平大学独立出来, 与先期脱离北平大学的男师大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建制则一直持续至 1937 年。

21 西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女子文理学院的关系

1937 年 7 月,“七七”事变后, 平津沦陷,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

学、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 合并成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全校设 6 学院 23 系; 1938 年 3 月,

西安临时大学迁校陕南城固县, 4 月奉教育部令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同年 7 月, 又奉

教育部令, 将联大的工学院和农学院与他校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农学院。联大

教育学院则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 年 8 月, 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

国立西北大学, 同时, 将联大原有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设置, 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

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大学设文、理、法商三学院 12 个系, 即北平大学原来的女子文理

学院和法商学院。原联大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的不少骨干教师亦长期留在西北

大学工作, 并形成 30 年代至 70 年代西北大学学科骨干和师资队伍的主体。实际上, 在北平

大学不复存在之后, 今西北大学即成为继承其主体的惟一大学。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在京时, 云集了一大批全国著名学者, 如李达、陈豹隐、沈志远、许德

珩、程希孟、章友江、侯外庐等。平大法商学院相继成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

学、国立西北大学的法商学院, 先后下设有法律系、政治经济系 (在西北大学时分为政治、经

济两系)、商学系等。在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时期, 由校常委、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兼任临

大法商学院院长 (鲁迅挚友许寿裳教授、教育部督学张北海曾一度任院长)。其中, 法律系主

任为黄觉非教授, 教授有王治焘、赵愚如、王　、李子珍; 政治经济系主任为尹文敬教授, 教授

有章友江、吴正华、李绍鹏 (兼)、沈志远; 商学系主任为寸树声教授, 教授有李绍鹏等。1939

年 9 月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后的法商学院, 由刘鸿渐、卢峻、赖琏 (校长兼)、曹国卿等教授相继

任院长。这一时期法商学院学生人数居全校三学院之首, 约占全校半数。1941 年期间, 西北

大学共出版 21 种著作, 其中法商学院就有 15 种, 占 71% 以上。西北大学法商学院在 1941

年有 25 名教授, 在 1943 年有 21 名教授, 在 1945 年有 20 名教授, 在 1947 年有 24 名教授

(另有 6 名兼任教授)。据不完全统计, 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毕业或原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

授, 以后长期在西北大学工作的先后有 40 余位。其中王凤仪、徐诵明、李蒸、马师儒、侯外庐

还曾主持校政, 汪奠基、沈志远、侯外庐等先后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或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在北平时, 是北平大学仅有的文学和理学学院, 原设有文史系、

哲学教育系、经济学系、数理系、化学系、音乐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 只有经济学系与法商学

院有重复。1937 年迁陕后, 女子文理学院改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 下设国文系、历

史系、外国语文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和地理学系, 原有的教育系、体育专

修科归教育学院, 经济学系归法商学院, 音乐专修科被取消。原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许寿裳教授任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主任 (1938 年任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原北

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马师儒、曹靖华、戴君仁、汪奠基、包志立、傅种孙、杨永芳、谢似颜、

季陶达、江绍原等也相继在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和西北大学任教。其中, 马师儒教授

于 1939 年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又于 1948 年出任西北大学校长。显然, 北平大学女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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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为西北大学的理科和人文学科奠定了基础, 加之留陕或赴陕的北平师范大学的一批

理科教师, 像赵进义、刘亦珩、刘书琴、魏庚人、张贻惠、蔡钟瀛、杨立奎、谭文炳、虞宏正、刘

拓、赵学海、殷祖英、黄国璋、郑励俭、傅角今、郁士元、刘汝强、陈兆骝等, 共同构成了西北大

学理科师资的主体。

“陕源”和“京源”分别发源 37 年之久, 以 1939 年 8 月 8 日民国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国立

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作为标志, 终于合流。从此之后, 西北大学再也没有出现断

续和停辍, 一直延续至今, 到 2002 年将迎来百岁华诞。

“陕源”和“京源”对西北大学同等重要。没有“陕源”, 西北大学就不会有周秦汉唐文化的

底蕴, 就不会有西安的校址、根基和以广袤的大西北为依托的立足之地, 当然也不会有承纳

“京源”的避难港湾。然而, 没有“京源”, 时断时续的“陕源”就难以再生于抗战之中, 也难以在

短期内, 陡然集合起强大的师资阵容和战时中国西南、西北两个规模最大的大学联合体之

一。抗日战争, 这一历史的契机, 使地处大后方的“陕源”和流徙此地的“京源”汇合成了大西

北历史最为悠久和培养法政、商、文、理之才最为众多的高等学府, 从而奠定了 21 世纪西部

大开发的一支重要的文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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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h istor ic or ig in s of Northwest un ivers ity
YAO Yuan,L IU Shun2kang, ZHAO Hong2yi, W AN G Zhou2kun

( Institu te of S cien tif ic H istory ,N orthw est U n iversity ,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ou r research,N o rthw est U n iversity has tw o h isto ric o rig in s- one in

Shaanx i, the o ther in Beijing. T he Beijing sou rce w as the Sh ixueguan (仕学馆) and

Zhengzh ike (政治科) in Beijing U n iversity (京师大学堂) set up in D ecem ber, 1902. T he

conclu sion is: T he Shaanx i o rig in has becam e the perm anen t schoo l address and fo rm ed the

foundat ion on w h ich the Zhou, Q in, H an and T ang Cu ltu re developed; the Beijing O rig in

revived the in term it ten t Shaanx iO rig in in the w ar betw een Ch ina and Japan; the m erger of

the tw o o rig in s b rough t abou t a la rgest un iversity then.

Key words: o rig in s of N o rthw est un iversity; Beijing un iversity; m odern h isto ry of h igher

educ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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