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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理念】

西北大学区域定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姚　远
(西北大学 学报编辑部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通过校史文献考证 ,意于廓清西北大学 100多年来依托西北兴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

络。认为关中 —陕西 —西北 —西部 —全国 —世界的互逆循环过程或关系 ,表现了这种进化轨迹 ,尤

其是其中作为“根 ”、“根据地 ”和“立足地 ”的陕西最为重要。这一思想 ,在清末酝酿 ,在民初大致

成熟 ,在抗战时期得以实践和发展 ,建国以来有反复和调整 ,并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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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的酝酿

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8) ,陕西巡抚魏光焘即

上奏 :“现在京师设立大学堂 ,天津上海奏设头等学

堂 ,其东南各省或立书院讲求实学 ,或就现有书院更

变章程纲举目张 ,均有起色。国家需才孔亟 ,即在偏

隅亦应设法筹办 ,以收鼓舞振兴之效。陕省为文献旧

邦 ,历代以来名臣大儒辈出⋯⋯”,“河岳灵秀之区 ,必

有奇才异能奋发而起”,“窃维图治之本 ,尤以兴学育

才为亟”[ 1 ]。这就是陕西大学堂的前身游艺学塾 (又

名格致学堂 )在西安崇化书院旧址创办的前奏。它是

在西北首善之区或西安这个“河岳灵秀”之区创设新

学的开端 ,也是西北大学奠基的先声。

清光绪二十八年 ( 1902)陕西巡抚升允上奏在

游艺学塾基础上设立陕西大学堂时 ,对这种区域兴

学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即“陕西地方僻远 ,不同于朝

求夕应之区 ”,由地方情形不能强以相就 ”,“大学堂

为全省学堂总汇之所“,“他省以致用为期 ,必取少

年英发之选 ,陕省以乏师为虑 ,先求老成速效之人。

将来各府州中学堂 ,各州县小学堂所需教习即就大

学堂中遴选 ,不复取材于异地 ,便益甚多 ”[ 2 ]。这是

陕西汲取山东、江浙、京师等地区域兴学教训 ,适应

陕西区域特点 ,对办学规模、师源、生源、办学思想等

所做的适当调适。这也是陕西大学堂学生年龄有

18岁至 35岁之差的由来。

清光绪三十三年 ( 1907)改陕西课吏馆为陕西

法政学堂时 ,“培养人才为致治保邦之本 ”的区域兴

学思想开始逐渐清晰化。陕西课吏馆原本就是在

“为政之要 ,首在得人 ”和培养地方官吏的初衷下创

办的 ,改为法政学堂以后 ,这一思想开始作为办学宗

旨。这就是 :“为致治保邦 ”,“改良吏治 ,培养佐理

新政人才为宗旨 ”。这是因为 : “陕省风气之开 ,后

于东南各省 ”,故“人才消乏 ,诸事待理 ”,“需次人

员 ,奚啻千百 ”。所以 ,法政学堂的学子 ,既要“上以

任朝廷维新之政 ”,又要“下以慰闾阎望治之心 ”。

具体的 :“陕西地方简僻 ,官场风气较谨 ,当保其所

固有 ,增其所未能 ”;“以才识 ,品行为教育之宗旨 ,

以考言询事为鉴别之准绳 ”;“必使作宦者 ,皆娴吏

事 ,皆能听断 ,皆不敢贪污 ”;“务宜心存正大 ,品务

端方 ,学究本源 ,才求谙练 ,以仰副国家甑材佐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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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3 ]。总之 ,地方兴学 ,就首先要为地方培养人

才 ,而且要培养与地方风气相适宜的人才 ,既要为朝

廷负责 ,也要为地方负责 ,这就是法政学堂所创地方

学校“致治保邦 ”办学思想的主旨。清末陕西课吏

馆 ,陕西法政学堂的创建和相沿发展 ,奠定了西北大

学法政学科的基础和培养地方官吏的一贯宗旨。作

为西北大学陕源的一个重要支脉 ,它与其后由西北

大学改设的陕西法政专门学校、西安中山大学 ,以及

抗日战争时期与陕源合流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共

同构成了陕西地方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培养法、政、商

人才的重要基地。

二、民初的成熟

民初张凤翙将五学堂合组为西北大学时期 ,立

足西北办学的思想更为明确。

首先 ,西北大学校名的确定即足显依托西北的

兴学思想。组校之初 ,先有“关中大学 ”之称 ,显然

在区域面上比陕西还要狭窄。西北大学创设会会

长、陕西大都督张凤翙最终还是决定校名冠以“西

北 ”。他指出 :“武昌起义 ,秦中继起 ,甘新僻远 ,亦

举义旗 ,比较东南 ,未遑多让。自统一政府成立之而

后 ,服务中央者 ,西鄙之人 ,乃落落如晨星 ,非勇于破

坏 ,不懈于建设 ,人才难得 ,无可如何 ,不得不诿卸于

东南诸贤 ,使之独任其艰巨。国民责任之谓何 ,无以

对国家 ,尤无以对东南各省 ,为求根本之解决 ,固之

有西北大学之发生 ”[ 4 ]。学校也在“致部视学说明

本大学开办各科之大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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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依托西北改名建校的理由。

第二 ,西北大学的创建关系到西北的“现时之

建设 ”、“将来之建设 ”和“外部之防御 ”。张凤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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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纵号多才 ,

未必能敷全国之应用 ,即使敷行政机关之用 ,而地区

所限 ,于立法机关将奈何 ? 以不健全之分子 ,而畀之

以立法之特权 ,影响所及 ,良非浅鲜。一肢痿痹 ,累

及全体 ,西北不竞 ,岂国之福 ”[ 5 ]。

这是将西北大学与西北兴衰和西北国防安全相

联系的一个最完整 ,最明确的诠释。

第三 ,既立足西北 ,又不囿于一隅 ,游学东洋 ,面

向世界办学 ,是西北大学区域兴学思想的一个升华。

清末已站在陕西的区域立场 ,对面向世界办学有了

一些认识。陕西巡抚曹鸿勋指出 :“近来各省人士

游学东洋者三千余人 ,而陕省游学者则寥寥无几。

江楚等省于学校管理 ,师范教育之法考察访询精益

求精 ,而陕省学堂则无出洋考察之举 ”[ 6 ]。陕西布

政使 ,高等学堂监督樊增祥也指出 :“自同治间 ,湘

乡奏派学生出洋游学 ,天下从风 ⋯⋯湘鄂诸生遍布

环球学校 ,独吾陕阙如焉 ”[ 7 ]。这是清光绪三十一

年 (1905)陕西第一次大批送出留日学生 (陕西高等

学堂仅有不到十人 )的申奏理由 ,这批学生回陕后

成为民元合组西北大学的校政和师资骨干 ,印证了

“游学之见功最速 ”的预言。

到了民初 ,西北大学合组以后 ,鉴于前身的成功

策略和西大当时捉襟见肘的办学条件 ,遂有第二批

留学东洋之举。西北大学派出文法商农预各科官费

留日学生 47人 ,自费生 15人 ,共计 62人出行。然

而 ,这一次 ,已非仅为陕西着想 ,而是“都督怀西北

前途 ,不惜为剜肉补疮之计 ,而亟亟以兴学育才为

要 ,图莘莘学子 ”[ 8 ]。文科学长崔云生 ,在勉励留学

生时 ,不仅希望“学成归来 ,无负三秦父老昆仲之

望 ”,同时也希望“志向务须远大 ”,“他日学成归国 ,

扶持世运 ,巩固共和 ”,“西北长城惟君是赖 ”[ 9 ]。之

后的国立西北大学校长李仪祉的《教育家的眼界 》,

很能说明西北大学这种区域眼界从关中 —陕西 —西

北 —全国 —世界的进化轨迹。他认为 :“教育家之

目的以教育之眼界为准 ⋯⋯教育发达之历史直可谓

之教育界之眼界扩张的历史。可分为四阶级 :一身

家 ,二社会 ,三国家 ,四世界 ”。身家就是“一身 ”和

“一家 ”;社会就是“无数小团体 ”;“为御外侮计 ,不

能不合无数之团体 ,而成为国 ”;然“各国各有特别

教育方法 ,无非自谋富强其国 ”,“有数国教育不期

然为世界教育之前导 ”,而“吾国以新造之邦 ,共和

初建 ,国基未固 ”,故“眼界不能不注射于世界教

育 ”[ 10。李仪祉早在西大的前身之一三秦公学即创

设留学预备科 ,之后又两度留德 ,出任西北大学校长

以后 ,也立足陕西水利建设和在西北大学培养所需

工程技术人才 ,全面引进西方现代水利科学和教育

思想 ,可谓陕西近现代以来倡导立足陕西 ,面向世界

教育之第一人。

三、抗战时期的实践和发展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赖琏把西北大学

远承周秦汉唐文明 ,近负建设西北新文化的责任首

次上升到了“使命 ”的层位。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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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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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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大学所应负之使命 ”[ 11 ]。他在西大任内的抱负

就是要“使西北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

府 ”[ 12 ]。抗战时期西大的另一位校长刘季洪也有

“为西北建立高等教育基础 ”的任内目标 [ 13 ]
,并在任

内积极推进西北方言研究。

刘志聪的《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 》一文则称“西

北大学是大西北的司令台 ,它的使命很大 ”! 他还

将抗战时期的全国大学分为三个大学区 :“第一是

南郑区 (西北联大所在地 ) ;第二是昆明区 (西南联

大所在地 ) ;第三是四川区 (内迁学校集中地 )。这

三个地方 ⋯⋯俨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三大堡垒 ”。

“抗战发生 ,平津不守 ,黉舍播迁 ,国人眼光始渐向

西北转移 ,西北遂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西北各院

校也就在‘建设西北 ’,‘完成国防根据地 ’这个要求

下建立起来 ”。“西北为吾国文化发祥之地 ,所谓民

族固有道德 ,实孕育于此 ,恢复固有文化 ,固全国大

学之责 ,而西北大学以地理关系 ,尤应特别努力 ”。

“此外 ,改良西北司法 ,澄清西北吏治 ,发展西北经

济 ,畅通西北国际贸易 ,皆西北大学应有的责任 ”。

“战后第一步迁回西安 ⋯⋯设分校于兰州 ⋯⋯并在

新疆迪化设分校 ,与美国西北大学并存于世界 ”[ 14 ]。

著名教育学家姜琦在谈到西北大学的这种使命感

时 ,指出 :过去的大学皆为沿江河而建或沿铁路线而

建的形成若干个“线 ”或“点 ”的大学 ,这些大学虽在

战时迁至内地 ,却随时会回迁原地 ,只有西北大

学 , ———“由‘点 ’‘线 ’的大学转变为‘面 ’的大学 ”,

将“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

关”。“所以 ,现在的西北各大学之任务比之原有的东

南 ,西南及东北各点或各线上的各大学之任务 ,其重

大之程度 ,不啻是原来集中于各点及各线之上的一切

大学之基石。这一块基石 ,又像一颗钢钻。它所发出

的诸光线 ,是先有体而面 ,再由面而普照于一切线或

一切点之上 ,然后使任何一线或任何一点吸收去作为

它自身的光线之导源而有所发扬光大一般 ”[ 15 ]。这

无疑是抗战时期从高等教育学学理层面对西北大学

区域办学使命最深刻和最科学的一个阐释。

黎锦熙教授在阐释西北大学校训时也指出 :

“‘公诚勤朴 ’校风之养成 ,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

性风习相应 ”。“西北民族杂居 ,异于东南 ,而其开

化亦久 ,异于西南 ;融为‘国族 ’正学府之任务矣。

四千年使华夏之雄风 ,宁以遇暴敌而遂摧挫 ? 惟在

西北 ,必借教育学术之力 ,努力铸成‘国族 ’以发扬

之。西大之责 ,无可旁贷 ”[ 16 ]。

西北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南 8年中 ,的确

在西北矿产资源调查和开发、西北史地研究、西北考

古、西北民族研究、西北科学文化考察、西北教育等

方面为西北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积极地实

践和发展了依托西北办学的思想。

四、建国以来的反复和调整

建国前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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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

建国以后 ,区域办学思想有过一些迷惘和反复 ,

特别是在 1959年学校由教育部改隶陕西省以后 ,至

20世纪 80年代末 ,这种迷惘尤甚。在 20世纪 90

年代的“211工程 ”申报和建设中 ,我们才再次明确

了思路。

1996年 10月制定的西北大学“211工程 ”建设

总体目标明确要把西北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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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9年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大适应国家

总体战略 ,逐步将区域范围由“西北”扩为“西部”。

2001年 3月学校通过的《西北大学“十五 ”事业

发展规划 》将区域范围修改为“将西北大学办成国

家和地方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为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科教兴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和智力支持 ,成为知识和技术创新、推动科技成果产

业化的重要力量 ,向研究型、具有特色的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大学 ”迈进。

2004年 ,在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评估中 ,提出了 :

“立足陕西 ,服务西部 ,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 ”的思

路。这是西北大学区域办学思想距今最近的一个表

述。其实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它并无新意 ,但却符

合自清末 100多年以来西北大学区域定位逐渐扩展

的基本进化轨迹。

五、结 　语

(1)总之 ,西北大学从陕西大学堂、陕西法政学

堂、陕西法政专门学校 ,直到北平大学法商、文理学院

以来形成的人文、法商、自然科学等作为主干的学术

传统 ,成就了一批学术大师 ,形成了立足西北办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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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定位和办学思想 ,形成了“公诚勤朴”自强不息的

校风或校训。它将西学系统地引入陕西 ,辐射整个西

北 ,作为西北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机 ”,开创了西北新

学体制 ,也将新的思想播撒到这片广袤的土地。它不

仅是一所西北最高学府 ,也是近代秦文化和西北文化

的策源地 ,其民风教化、文治武功和开创新学、创建新

西北文化的功绩彪炳史籍 ,千秋不没 [ 17, 18 ]。

(2) 在西北大学这 100多年来区域兴学思想的

扩展中 ,关中—陕西—西北—西部 —全国—世界 ,其

实是一个互逆、循环的过程或关系。其中 ,从陕西区

域向西北区域的扩张是一个重大步骤 ,从西北区域再

向西部区域或向全国范围扩张已超出了校名所规定

的界限 ,只不过是为了体现国家意向 ,与学校的定位

无关宏旨。然而 ,从陕西或西北区域走向世界 ,鉴于

现代科学的无国界性和信息社会的无民族性 ,却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无论区域范围的扩张有多大 ,其中

“根”、“根据地”,“立足地”可能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

它是一切“服务”、“面向”、“走向”的基础。

(3)区域特色是一切事物最为显著的特征之

一 ,随着岁月的流逝 ,有些特色会时过境迁 ,不复存

在 ,但区域特色却很难失去 ,几乎像是与生俱来的胎

记 ,相伴终生。虽说大学并非自然 —地理环境和人

文 —地理环境所直接赋予 ,但这种环境毕竟提供了

它生存的氛围、物质材料、文化营养 ,所以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其发展的趋向、规模和色彩。虽说科学

日益国际化 ,已根本不存在“美国物理学 ”和“中国

物理学 ”之分 ,但当科学技术日益转化为一种文化 ,

就会带有地域特色。无论一所大学地域性发源特点

的现代价值如何 ,但当我们追溯其源流而上时 ,却总

发现它是当地区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办学理念是一个包括认识、思想、精神、价

值观、定位、信念、意识、理论、理想 ,或者目标、宗旨、

追求、愿景的复合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 ,也不

是哪位校长或大师头脑中的理念产物。它是介乎理

性与情感之间的一个范畴 ,它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长

期相互撞击和融汇的结果 ”[ 19 ]。西北大学区域定位

思想的形成正是在其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文化环

境 ,以及国家意向、社会发展趋势中逐渐形成的。史

实表明 :校长、学术大师、学派、学会、学术期刊 ,以及

学生中的精英都可能对这种理念产生重要影响。因

此 ,激扬师生爱校爱国的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营造

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将校史凝固于校园、培育文理融

通、人文与科学交相辉映的氛围 ,是大学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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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 tion and D evelopm en t of the Idea of the

Reg iona l L oca tion of Northwest Un iversity
YAO Yuan

( Ed itoria l B oard of the Journa l of N orthw est U niversity,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school history, we are going to clear the line of thought of the forma2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rejuvinating Northwest University relying on the northwest regions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recip rocal cycling p rocess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Central Plain of Shaanxi2
Shaanxi2northwest regions2west regions2the whole riation revealed this trail of evolution. Shaanxi Province,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 root" , " base" and " foothold" , p 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juvinating the school. Fer2
mented in the late years of Q ing Dynasty and roughly matur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honght of running school relying on the northwest was p ractised and develop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 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idea has been ajusted and formed an integrated thinking system.

Key words: in the late years of Q ing Dynas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2Japa2
nese war; Northwest University; regional location; the idea of rejuvinating school

唐长安佛寺何者最大

唐时长安因地处京城 ,不仅城内佛寺数量众多 ,而且因不少佛寺的创建多与帝王或达官显贵相关涉 ,因

而其规模也非外州所能比。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卷四中曾说 ,“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 ,佛像、

经楼等庄严如法 ,尽是名工所作 ,一个佛堂院 ,敌外州大寺。”那么 ,长安佛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 又以何者

为最 ? 如就现在所见资料来看 ,则章敬、西明、慈恩三寺最为瞩目。章敬寺 ,宋敏求《长安志 》云其“总四千一

百三十余间 ,四十八院。内侍鱼朝恩请以通化门外庄为章敬皇后立寺 ,故以章敬为名。⋯⋯是庄连城对郭 ,

林沼台榭 ,形胜第一。鱼朝恩初欲得之 ,及是建寺 ,穷极壮丽 ,以为城市材木不足充费 ,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

宫观风楼及百司行廨 ,并将相没官宅 ,给其用焉。土木之役 ,仅逾万亿。”西明寺 ,据慧立、彦 r《大慈恩寺三

藏法师传 》卷十载 ,则是“廊殿楼台 ,飞惊接汉 ,金铺藻栋 ,眩目晖霞。凡有十院 ,屋四千余间。”慈恩寺 ,宋敏

求《长安志》谓其“凡十余院 ,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三百僧。”三寺俱可谓规模宏伟的寺院 ,然比较而

言 ,章敬寺则堪称其中之冠。

(李芳民 )

(篆刻 :柏一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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