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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8 日

【编者按】2021 年 6月 11 日，武警陕西消防总队原主任记者鱼

安琪，向学校档案馆捐赠了自己拍摄的《龙脊》《书蠹救书》两

幅照片。这两幅珍贵的照片再现了 1989年 6月 11 日我校原图书

馆（现太白校区文博学院楼）火灾中师生灭火和救书的场景。自

此，我校将每年 6 月 11 日作为消防安全警示日，开展系列消防

演练和宣传活动。现展示这两幅珍贵照片，并通过摄影记者、参

与救火的干部、图书馆老师的深情回忆，生动诠释西大师生在困

难和挫折面前彰显出的无畏无惧、团结拼搏、爱国荣校的精神品

质，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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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幅珍贵的照片：不能忘却的西大记忆

1 照片中有我校时任干部余华青、马永宽等老师。

《龙脊》
1
——拍摄者：鱼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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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蠹救书》——拍摄者：鱼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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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6 月 11 日中午，我校原图书馆（现太白校区文博学

院楼）4 层发生火灾，上千名师生不顾自身安危，纷纷冲向图书

馆，奋力灭火和抢救书籍。时任西安消防支队宣传科干事鱼安琪

抓拍到了两张现场灭火和救书的感人场景，分别取名《龙脊》《书

蠹救书》。两幅照片生动诠释了西北大学“公诚勤朴”的校训和“艰

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彰显出西大人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畏

无惧、团结拼搏、爱国荣校的优秀品质。两幅作品多次参加国内

和国际摄影展览，荣获“九七国际西安消防摄影展览金奖”“共和

国 50 年新闻奖”“平遥摄影展突出贡献奖”等多项荣誉。以下分

别是鱼安琪、马永宽、刘卫武对当时场景的回忆和感触。

武警陕西消防总队原主任记者鱼安琪
2
：我叫鱼安琪，从事消

防工作 40 余年，是《龙脊》和《书蠹救书》的拍摄者。我从影大

半生，拍摄了数千次抢险灭火救援现场。但今难以忘怀的还是—

—西北大学图书馆火灾扑救现场。

32 年前，我 31 岁，时任西安消防支队宣传科干事，随警作

战是我的职责。32 年前的今天——1989 年 6月 11 日，西北大学

图书馆意外失火造成图书馆 4层起火，我们消防队接警赶到现场

时，熊熊大火正在图书馆四层剧烈燃烧，近千名学生冒着屋檐随

时坠落的火块和瓦片砸到身上的危险，纷纷奋不顾身冲进图书馆，

奋力地灭火和抢救着书籍……就在我们消防官兵实施出水灭火

时，铺在地上的水龙带被无数老师和同学们双手托起、举起……

2 2021 年 6 月 11 日鱼安琪在我校档案捐赠仪式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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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手、两双手、数百双手把水带托着、举着、扶着，犹如一条

移动的“龙脊”……场面十分感人、非常壮观。此情此景使我迅

即跳到就近一个消防车上，用镜头记录下这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

也留下了师生奋力救火的永恒记忆。

事后听说清点那些被学生抢救出来的那些善本、绝本书籍，

在当时救火场面比较混乱的情况下，竟没有一件遗失和损坏，更

令我为之感动，为之钦佩。由于师生和消防官兵的顽强扑救，成

功保住了西大图书馆百万余册藏书免受劫难。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

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西大师生临危不惧、舍生忘死、富于理想、

勇于献身的英雄壮举，体现了西大“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

学理念，也体现了西大“公诚勤朴”的校训精神，更体现了广大

师生爱国爱校的优秀品质和家国情怀！你们的思想、你们的学识、

你们的行为永远是时代的楷模！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是国家的脊

梁！你们永远是西大的骄傲！是西大靓丽的“名片”，是托起中国

未来的力量！

我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这两幅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摄影展览，荣获“九七国际

西安消防摄影展览金奖”“共和国 50 年新闻奖”“平遥摄影展突出

贡献奖”等多项荣誉，还获幸在 1997 年和 2008 年中央新闻联播

中两次播出，我 40 多年来获过 200 多个摄影奖，唯独这两幅是我

最珍爱的作品，今天有幸把他们和我与张辉老师、陈雄处长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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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反映西安消防七十年的画册一并捐赠给西北大字档案馆和图

书馆。作为一个有 40 年党龄的老党员，正值建党 100 周年之际，

能让作品“回家”，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欣慰。我希望西大这

种红色基因永远薪火相传，也希望广大师生为民族复兴、为国家

昌盛，贡献出新的力量！

我校艺术学院原党委书记、时任我校学生处学生科干部马永

宽（2020 年 2 月退休）：我在学生宿舍 4 号楼一层西边第一间房

子居住。1989 年 6月 11 日 13 时多，当时正是午休时间，睡梦中

听到图书馆着火了的喊声，一骨碌起床带上家里的脸盆拔腿就往

图书馆跑去，我家距图书馆 100 米左右，此时，见到许多男女学

生纷纷向图书馆方向跑。到图书馆后，听人说四楼着火了，大家

就从附近楼里用脸盆跑步端水向上运水灭火的，有从三楼抱着书

籍向木香园运书的，不少师生一边匆忙灭火，一边匆忙运书，人

人脸上布满了焦虑和热泪，没有一个人畏惧和退缩，大家都在紧

张的忙碌中。我也加入到抢救书籍队伍中，也不知上下跑了多少

趟。见到需要有人把消防管子架起来向图书馆送水灭火时，马上

就加入到架管子的行列里。当时一心灭火抢救图书，其他什么也

顾不上，压根没有害怕这一说，因为本能告诉自己，这是我们学

校的宝贝，是无价之宝，也是重点大学知识殿堂赖以存在的灵魂

和根基，决不能被火灾毁掉。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明火很快扑

灭了。这时大家又从水中和垃圾中抢救图书，还在木香园自觉组

成护籍保卫队，保护抢救出的珍品残破图书，怕被误认为废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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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垃圾扔掉。事发当年，我在学校学生处学生科工作。这件事就

这样过去了，大家从心里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应该干的事情，没有

什么特殊之处好记挂在心头。

20多年后，我在校内艺术学院党委任书记，艺术学院一位叫

张辉的老师，有一天拿了一张自称获金奖的照片，放在我面前，

让我瞧瞧，相片中有一人非常眼熟，似曾相识，看着这不是我吗？

心想，当时那么忙，谁还有闲工夫照相，有些纳闷。再仔细看，

又发现了许多熟悉的学生干部面孔。

当年自己 29岁，留校工作四年多，学校图书馆突遭火灾，闻

知后心急如焚，顾不上其他，只有一心灭火抢救图书，本能使然。

无意间收获了别人给自己留下的一张有趣照片，甚感欣慰！

现在虽然我已退休，离开学校思念母校之情更加浓烈！我深

爱着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母校——西北大学！衷心祝愿我们西北大

学培养的桃李满天下，学术成果是一流，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我校图书馆老师刘卫武（2020 年 8 月退休）：最先冲进现场

的是时任保卫处的杨军等同志。他们撞开各阅览室门，查看火源。

在查看火源中，突然，阅览室的天花板燃烧了起来。凭借丰富的

经验，他们意识到危险的降临。这时，许多师生涌进了阅览室，

将书向外抱，如果不及时撤离，师生们的生命将会出现危险。他

们组织师生撤离现场。师生撤离现场后，他们冒着不断掉下燃烧

着的天花板及楼顶塌下的危险，仔细检查了现场，直到确定无人

才撤离。就在他们撤到三楼时，整个楼顶轰然坍塌下来。正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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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伟大之举，保证了救火现场师生的生命安全。

消防车到现场后，由于火场在高处，消防队员们手中的水枪

射程达不到。这时，余华青老师、马永宽老师和几位学生举起消

防水带。其他师生见状，纷纷加入到托举水带的行列。大家不顾

落下火星的烫伤，坚持到大火被扑灭。

令人感动的是，物理系的高平安老师受伤不下火线。为防火

势向书库蔓延，消防队员在对连接书库的结合部进行扑火时，需

要站在围墙上进行喷水，但围墙过高，消防队员爬了几次都没成

功。这时高平安同志双手撑住墙体，弓起腰，让消防队员们踩着

他的身躯跃上墙头。当最后一名队员跃上墙头时，因发力过猛，

蹬落了墙头的砖块，落下的砖块砸在高平安同志的头上，顿时他

血流满面，倒在地上。医护人员将他抬上救护车准备送往医院，

但他只是让医护人员简单地包扎了伤口，又返回到救火现场。

在这场大火中，图书馆的老师们表现出了大公无私的精神，

他们在抢救物资时，不是先考虑自己个人财产，而首先想到的是

抢救学校的财产。宋让浩同志办公室在四楼，办公室暂存有他为

搬家购置的电扇等。在救火现场，他没有从自己的办公室搬出一

件自己的私人财物，而是一直在抢救阅览室的图书。

最令人感动的是学生们在这场大火中表现出来的爱校精神，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了大量的图书，特别是抢救出了图书馆

馆藏的珍贵古籍。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学生们将保存有

敦煌唐人写经、宋刻佛经和宋、元、明珍贵古籍的展柜搬到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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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对面的木香园，并自动组成“护宝队”，围在这些展柜的周围，

不许无关人员靠近。这些珍贵古籍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学生

们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