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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时期的西北大学与《学从》

严 琳 王继武 易同民

2012-11-25 8:24:40  来源：2011年08月17日16:18 人民网-传媒频道

  摘要：1912年创设会以陕西法政学堂为基础，将三秦公学、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陕西高等学校等校并入，合组成

立“西北大学”。1913年，西北大学创设一年之后，《学丛》创刊。本文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考证，论述了辛亥革命前后西北大

学和《学丛》的演变及发展历程。 

  关键词：西北大学；《学丛》；学术性和新闻性一体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成立地方军政府。当年10月，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组织的“秦陇复汉军政

府”成立，军政府设教育部，曹雨亭任部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陕西军政府更名为“中华民国秦军分政府”，张凤翙任大

都督。原教育部改为教育司，李元鼎任司长。 

  鉴于西北人才缺乏，以张凤翙为首的军政当局决定，创办西北第一所大学——西北大学。张凤翙认为，创办西北大学，关系

于“现时之建设”、“将来之建设”、“外部之防御”。他与甘肃、新疆两省商议后，成立“西北大学创设会”，并亲自出任会

长，同时推举关中法政大学校长钱鸿钧为校长。创设会以陕西法政学堂为基础，将三秦公学、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陕

西高等学校等校并入，合组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大学在1912年6月开始招生，设大学预科和法、文、商、农各专科，生源遍

布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共计五百余人，除中学毕业生外，还有前清秀才、中学肄业生以及私塾中的社会青年等。 

  1911年11月，陕西都督署就西北大学立案问题正式上书袁世凯北洋政府教育部。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给陕西都督署的咨复中

称：“大学规模弘大，经费浩繁”，斥责陕西筹办西北大学妨碍普通教育之行径，并责令西北大学停办。张凤翙在两次上书遭拒

后，顶住北洋政府压力，排除万难，和钱鸿钧等西北有识之士坚持继续筹办西北大学。当时学校文科学长崔云松说：“吾陕西北

大学，筹备之艰苦，经营之惨淡，当局者煞费心血，始得聿观厥成……有非言语可以形容者。” 

  1913年3月，西北大学筹备成立出版部，地址设在学校东侧，有印刷机2台，石印、铅印机各一部。出版部除印刷讲义、学生

文稿外，主要任务是印刷书刊，其中包括西北大学校刊《学丛》。 

  1913年7月1日，西北大学创设一年之后，《学丛》创刊。《学丛》是辛亥革命后我国高等学校创办最早的报刊之一，又名

《西北大学学丛》，也是民国时期陕西高等学校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学丛》创刊号凡例中说“按月发刊一次”，特殊情况时也

可“因材料之多寡随时增减”。 

  关中知名人士刘芬为《学丛》创刊号撰写序言，阐释了刊名含义：“课余之暇，或本心得而抒伟论，或因雄辩而发危言，笔

而录之，采而辑之，名曰《学丛》。” 

  在《学丛》创刊号上，陕西都督、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题词：“障百川而东之，挽狂南（澜）于既倒”。首任校长钱

鸿钧的题词是：“中原板荡起纷争，手挽狂澜不用兵，沧海横流谁砥柱，文章经世勗诸生”。 



  《学丛》创刊序言中说：“民国新造，干济需才……求实用，祛清谈，化党见，谋公益……绵文武之遗泽，宏汉京之雅

化”，明确了树立理论联系实际之文风，复兴汉唐文化为使命的办刊宗旨。 

  《学丛》刊载的内容分为论说、讲演、杂纂、纪事四部分，充分体现了以学术性强的论说、讲演为基础，与纪事、判例、译

述等相结合，采百家之长的办报思想。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学生杨季时等人的论文37篇，并刊载了17件西北大学大事。其中，

《致部视学说明本大学开办各科之大要》对西北大学创设之缘由和大学科目专业设置作了详细介绍。 

  创刊号还报道了当时学校举办的一些活动，如蚕科一、二班及简易班饲养春蚕的实验活动，对国际上举办的一些学术会议也

作了简短报道，如圣彼得堡“关于铁道安全之国际会议”、柏林“万国飞行博览会”、莫斯科“万国飞行发动机博览会”、巴黎

“第四次法语国间之医师会议”、伦敦“万国园艺博览会”、华盛顿和纽约的“第八次万国应用化学会议”以及巴黎“万国时刻

计算会议”等等。 

  创刊号刊发的学生论文，也颇有学术见地。如，政治科二年级学生陈忠秀的《内阁政治之得失》一文，从分析日、德、英、

美、法诸国的政治制度入手，论述内阁政治在我国实施的利弊，提出“国会中必有二大政党之对立”和“两党需有相当之程度”

的观点，认为“我国政党既非历史之根据，且无政见之可言，使之组织内阁，非若傀儡登场。”政治科学生华俨、董彦儒、陈忠

秀、陈宏滔等撰写的《社会主义能否适行于今日之中国》，是我国较早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研究的文章，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学术

争鸣性。另外，在杨季平《武装平和论》一文中，还涉及到英、德、美、法、奥、意、日等国的战舰、巡洋舰、驱逐舰、水雷

艇、潜艇等新的军械装备知识。 

  《学丛》集学术性和新闻性于一体，体现出鲜明的办刊宗旨和特点。创刊号凡例中说，《学丛》之创办重点在于“研究学

术”，“所登文字注重学理，凡与学术无关者，概不刊入。”办刊人之态度严谨，可见一斑。 

  由于办学资金困难，《学丛》创刊不久便陷入了经费不足的窘境。《学丛》第二期延至当年9月才出版。《学丛》共发行4

期，现存的第四期由于缺页严重，无法辨认出版日期，只能从逻辑上推断《学丛》在1913年底或1914年初停刊。关于其停刊的原

因，还得从军阀陆建章入陕、西北大学停办说起。 

  1914年6月，袁世凯把陕西大都督、创办西北大学的张凤翙调往北京，封“扬威将军”，为其称帝上表造势。之后又派陆建

章率兵入陕，取代了张的职位。陆建章早在满清时期就跟随袁世凯，是其亲信之一。陆建章主陕之后，于当年冬将西北大学校长

钱鸿钧逮捕，并撤销三秦公学。1915年春，学校开学时，西北大学仅有学生一百余人，教师不安心授课，学生无心学习，陆建章

随即将西北大学撤销，改为陕西法政专门学校。两年中，政局动荡，陕西高等教育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学丛》很可能在张凤翙

调离前后就已停刊。 

  1915年，西北大学撤销改组，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成为陕西唯一的高等学府，规模较小，综合实力相对较弱，在其办学期间，

学校没有正式的报刊出版。 

  1918年春，军阀刘镇华任陕西省省长。1922年4月，代冯玉祥督军职务。1923年，刘镇华提出筹办西北大学，并经北洋军阀

政府获准立案。1924年，国立西北大学在西安再次建校，学校出版部恢复，出版部“办理本校周刊、讲义等事”。 

  出版部设主任1人，另有事务员、书记若干。主任兼任周刊或特刊总编辑。以后，又成立出版委员会。在这期间，出版部陆

续出版了《西北大学周刊》、《学生会半月刊》、《国立西北大学一周年纪念特刊》（1924年）、《国立西北大学校二周年特

刊》（1925年）和《国立西北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第一辑、第二辑）等。 

  《西北大学周刊》是“教职员及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表意见之枢纽，并公布本校行政及对外来往公牍等件”。1924年10月 

的周刊载有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陈钟凡教授《陕西纪游》一文，记述与鲁迅等西北大学讲学的经历。该刊现已佚失，仅见单演义



教授《鲁迅在西安》一书中引用过其中的有关报道。 

  《学生半月刊》大约创刊于1925年，由学生组稿，是学生研究学术、发表意见之总枢，实物今已不存，仅见《国立西北大学

二周年特刊》中有报道。 

  《国立西北大学一周年纪念特刊》（1924年）、《国立西北大学校二周年特刊》（1925年）和《国立西北大学、陕西省教育

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第1辑、第2辑）等都是西北大学复校后出版的纪念刊物，在这些纪念性质的校刊中，《国立西北大学

一周年纪念特刊》、《国立西北大学校二周年特刊》栏目包括纪念述略、学制、各科学生状况、设备、集会一览、行政资组织一

览、学艺团体概况、校友题名等八部分。其中有本校现任教职员一览表、本校去职教员一览表、本校学生籍贯、年龄统计表、校

友题名、学术团体报道以及图书馆新进图书等。尤其是关于哲学研究会成立宣言的报道，直言“恶劣而黑暗的社会”、“阴沉而

烦闷的空气”，并且要“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正确而清切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登载这样的“狂悖”之

言，需要校刊编辑者多么大的勇气，其革命精神令后人敬佩。 

  1925年3月29日出版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第二辑还载有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

变迁》，此文与先生之前的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理论、例证略有不同，阐述得更为深入，与该书互为补充，丰富了原著中

的某些说法，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同时刊载的夏元瑮先生《物理学最近之进步》一文，是最早系统地向我国西北地区传播相对

论的论文。夏元瑮先生时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曾在1919年赴德国留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师承于爱因斯坦和最早向中国传播相

对论的学者之一。 

  1925年3月，刘镇华被国民军胡景翼赶出陕西，逃往山西太原。1926年4月，刘镇华卷土重来，以十个师兵围西安城，制造了

“西安围城事件”，在这期间，西大被迫停办，围城事件之后，学校又进行改组，改组后的名字为“西安中山学院”，后为“西

安中山大学”。 

  西安中山大学成立后，为促进西北文明、发扬固有文化以唤醒西北民众思想旗舰，出版了校报《西安中山大学日刊》，此报

的发行直至1931年1月，西安中山大学改为陕西省立高级中学为止。 

  虽然《学丛》仅发行4期，存在不到两年时间，但是其存在的重要意义，应为后人重视。西北大学建校之前，国内有10所大

学，办有报刊的大学仅有5所。《学丛》是我国综合性大学中创办最早的报刊之一，同时也是目前所知地方政府（省立）大学创

刊最早的一份集学术性和新闻性于一体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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