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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华北、华南地区的高校不

得不走上万里西迁的征途，为中国的未来保存一线文化命

脉。斯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设置于北京和天津的北平

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平研究院、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北，

组建西北联合大学，落脚于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因着抗战

的爆发，西北成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成为支援抗战胜利

和建设国家的重要根据地。国民政府出于开发西北、“奠

定西北高等教育之基础起见”，经1938年和1939年的运

作，最终将西北联大分别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

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五所高校。由于城

固地盘狭小，“不足以应西北广大社会之需要，而谋学校本

身之发展”，教育部重新布局各大学的永久校址，最终决定

“西北大学迁设西安，西北工学院迁设宝鸡，西北农学院仍

设武功，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西北医学院迁设平凉”，

显然，这是国民政府重视开发西北的重要举措。

一、吾道西行，国立大学迁甘之第一个

北平师范大学在西北联大内，先后改建为教育学院和

师范学院，1939年8月整体改制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1940年奉命迁往兰州办学。起初，教育部命令甘肃学院

的文史、教育两系并入西北师院办理，“并以其院址作为该

院之院址……迁移事项，应于本年暑假内办理完竣”，饬令

甘肃省教育厅尽快协助办理。听闻这一消息，甘肃各界极

为振奋。1940年7月，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发电邀请，态度

极为诚恳：“贵院历史悠久，成绩卓著，海内外蜚声，此闻有

奉令迁甘之议，将于西北整个文化推进贡献重大力量，本

会代表全甘民众欢迎并愿切实赞助，盼早来临。”事实上，

斯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所处的陕南城固，虽然物产丰富，

气候宜人，然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不利于学校的长

远发展，迁移他处不失为明智之举。兰州当时为西北抗战

大后方的政治中心、交通中心、国防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

举足轻重，时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李蒸先生对此深

谋远虑，认为迁移兰州才能为学校发展迎来新的生机。

1940年7月和1941年4月，李蒸率团两次前往兰州，

洽谈迁校相关事宜。针对与甘肃学院合并之事，李蒸通过

考察，1940年8月31日呈文教育部，指出：“兰州当西北要

冲，回汉相处，如以教育为政治军事建设之前驱，则本院将

永为西北最大的文化堡垒。精神国防前线之所寄托，本院

不敢厚于自任、重于作始。且欲为永久基础，自亦有远大

计划，若沿用甘肃学院旧址，则因陋就简，现在既有轰炸之

虞，将来亦多尘嚣之扰，实不足以实现应有之使命。”李蒸

委婉指出，从国家政治军事建设大计、从民族团结大局出

发，西北师院承担重大使命，合并非长远之计。更令李蒸

担忧的是甘肃学院乃一省立学校，实力匮乏，经济支绌，教

学科研举步维艰，且学校大权掌控在地方人士之手，内部

矛盾重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远道而来，人生地不熟，一旦

合并势必影响师生的办学积极性，因此独立设校乃为上

策。李蒸的上书得到了教育部的允准。

独立办学得到批准后，李蒸加紧新校址考察，他提出

选择校址的四个条件：第一，学校不能设在城内，在目前是

为了防止敌人的空袭，而长远是为了避免城市的商业气氛

对学生的负面影响；第二，不能离城太远，也不能离城太

近，最好是仿照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方式，离城十至

二十里之间；第三，交通要方便，最低限度能通汽车和人力

车；第四，必须见到黄河，一则为风景问题，二则为吃水问

题，万一用水发生恐慌，还可以到黄河去取水。最终确定

兰州城西十里店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永久性地址。

1941年6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筹备处在

兰州成立，胡佑铭为筹备处主任。10月1日，国立西北师

范学院兰州分院正式成立，齐国梁任兰州分院主任。10

月24日，梁荣庭等押运学校图书、文具22箱及师生行李40

余件，开始了第一次迁移，他们所乘木炭车用了12天时间

到达兰州，中途机车多次损毁，师生屡遭饿饭、寒冻和生

病。如至江洛镇时已深夜，找到一家招待所，“熬得大米稀

饭一桶，炒白菜一盘，十余人围站而食，比鱼肉还要好

吃”。12月，兰州分院举行首届新生开学典礼，《大公报》发

表如下消息：“该院此次奉命在此设立分院，为抗战以来国

立大学迁甘之第一个。”从此，城固校区不再招收新生，待

老生全部毕业后，城固校区使命结束。

以后历年搬迁陆续进行，1942年8月，李蒸携全家与

部分教职员工赴兰，卡车在天水时突然翻倒，车上人和行

李全部被甩出去。李蒸先生的儿子李幼蒸后来回忆说：

“在我四五岁时，全家随学校迁移至兰州十里店时乘坐的

敞篷卡车途中翻了车，所幸均未受重伤，后来我的嗅觉永

远记住了那次卡车旅行中的汽油味道。多少年后，一闻到

汽油味总会想到那次陕甘路上的初次嗅觉体验。我还模

糊地记住了途中过夜的天水市。这个名字大概是我一生

中除城固外记住的第二个地名。”搬迁过程中出现这种现

象，并不少见，不过李蒸并不在意，他说：“我们搬家实在困

难、实在勉强，但是我们决不灰心，我以为越是在困难的环

境中发展起来，越是有意思，假设别人一件件都办好了，让

我们不劳而获，那是最落伍的表现！”1942年9月，兰州分

院改为本院，城固校区改为分院，李蒸奔波于兰州与城固

之间，指导两地办学。

历时四载，截至1944年暑假，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

搬迁至兰州，12月17日，学校举行建校42周年纪念，李蒸

院长别有意味地提出了“收复失校”的使命，他说：“自二十

九年（1940年）起，本院奉令迁兰，历时四载，艰苦备尝，但

幸能于本年暑后完成迁校大计，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

粗具规模。此后自当秉承教育部意旨，负起培养西北各省

中等学校师资、促进文化建设之重大使命。”1944年年底，

学院在校学生数1010人，教师159人（其中教授51人，副

教授26人），职工66人。师院附中于1943年在兰州十里

店设立分校，1945年全部迁到兰州。《西北学报》介绍西北

师院：“上至研究所，下至小学幼儿园，无不具备……从它

的历史以及目前的规模看来，实在是西北的一个庞大而完

整的最高学府。”

从北平师范大学到西北师范学院，从燕山脚下到黄河

之滨，中国优质高等师范教育向西推进了1000余公里，成

为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第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院，亦是国内

最大的师范学院，被时人誉之为“西北教育的拓荒者”“开

发西北教育的急先锋”“西北师范教育的摇篮”。国民政府

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对西北师范学院给予了更高的期望：

“西北师范学院实为师大之衍，昔日师大之精神将因此而

永远扩展于西北，在师大同仁必有吾道西行之感……所望

执事领导诸同仁，继续努力，共图师范教育使命之完成，为

民族复兴奠立精神之基础，则非徒为西北一隅。”揆诸后来

史实，西北师范学院在抗战的艰难困苦中，为国家培养了

大批人才，促进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壮大，为战后中国

师范教育布局提供了典范。1946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300余名师生前往北京，组建北平师范学院，后发展成今日

的北京师范大学；一部分师生继续留在师院，发展成今天的

西北师范大学。两所姊妹学校，共同谱写了中国师范教育

的华丽篇章。

二、启迪民智：积极开展社会教育

近代以降，开发西北呼声渐高，至抗战时期达于极

点。战时举凡粮食、兵役、合作社组织和道路修筑等都与

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然当时西北教育不普及，农民知识

水平很低，文盲数量极大，严重制约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抗战建国大业的推进。辗转迁移到甘肃的西北师院，

备受战火的摧残和煎熬。作为甘肃地区唯一的国立高等学

府，院长、民众教育专家李蒸深知政府在西北设立师范学院

的用意，那就是培养师资、研究高深学问，同时协助西北教

育当局发扬西北文化，普及教育于广大西北地区。他坚信，

欲实现民族独立，取得抗战胜利，推行民众教育则是最佳途

径，一旦民众教育普及后，“至少半数以上有权能，可作中国

之主人，经营国事”。

在抗战的大形势及李蒸先生的热心推动下，西北师院

的社会教育于1941年1月在城固和兰州拉开了帷幕。社

会教育的内容有举办抗日宣传、政治动员、补习教育、合作

训练、甲长训练、扫除文盲、卫生宣传、开设诊疗所、破除迷

信、提倡新生活、开办游艺室、开设民众代笔处和设立妇女

识字班等。

城固社教活动主要在邯留乡开展，截至1941年7月，

历时半年，成绩突出。扫除文盲社教组共招收学生208

人；保甲长训练组共培训甲长28人；合作训练组共培训合

作社社员和职员255人；民众问事处共有200余人咨询兵

役法规、合作组织办法、军粮摊派及国家时事；民众代表处

给200余乡民写信、写呈文及对联；简易诊疗所共诊治秃

疮、疥疮、普通破伤等250人；游艺室有500余青年学生、农

民及合作社社员来打乒乓球、下象棋、奏各种乐器等；来阅

览室借书者共计380余人；乡民体育场共有1000余人来打

秋千。

在兰州，社会教育的地点择在西北师院近旁的孔家崖

和十里店。1943年共组织补习班性质的社教活动三种，其

中儿童组共7班，250多人；妇女班2班，50多人；成人班100

多人。1944年8月，举办儿童、中学、妇女和成人四种补习

班，其中十里店共招收学员160人，孔家崖共招收学员250

余人。在抗日宣传方面，如孔家崖社教工作队创办《民众周

报》，展览国际图片，展览飞机大炮模型，灌输民众必需常识，

激发民族意识，阐扬国父遗教；并且摘录报纸上的重要新闻

及地方重要消息开设民众阅览处，征集文字浅显、有实用与

教育价值的图书100余册，让民众前往阅览，使民众明了一

些基本的政治知识，知道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同时邀请甘肃

科学教育馆来十里店放映幻灯，介绍国家大势，观众有千余

人，反响强烈。

该项工作颇费心力，在招收成人学生上最具困难。因

补习教育的时间一般在7、8月份，恰为农忙时节，成人们多

不愿放弃农事来参加教育。鉴此，学生们尽量劝导，并赠

给书籍和笔墨纸张，同时利用晚上搞一些娱乐活动，才吸

引了部分学员。在开设课程上，也很有针对性。妇女班参

差不齐，他们采用分组和个别教法，对不能来上课的妇女，

到家庭教学，解决了好多困难。在儿童班，为了让升中学

的小学毕业生有充分的准备，办了一个升学指导班，补习

国语、算术和常识3门课程，解决了学生们好多问题。

深入底层的社教工作最终得到了受益民众的理解和

支持。1942年7月暑假，城固邯留乡的社教工作到期后，

民众纷纷要求延长10日，自愿捐助伙食津贴。当学生返

校时，当地士绅设筵款待，民众依依不舍，燃放爆竹欢送，

而且成人班的学生自愿将师院学生的行李送到学校。兰

州十里店妇女班的学生为感谢师恩，“把自己菜园里的辣

子茄子，赠给老师一篮，权作礼物，深情厚谊，着实令人感

动”。社教工作的负责人王镜铭总结城固社教工作的成绩

时说：“本区服务地点的文盲减少了三分之一，兵役动员显

有进步，合作社普遍成立，贫农普沾低利贷款实惠，乡民卫

生保民会议定期召开，乡行政人员贪污不公现象渐行敛

迹，一般乡民多这样说：‘从前开会我们都不敢说话，社教

区来此后，我们都敢说话了。’”

西北师院举行的社会教育，对外影响很大，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重视和褒扬。邯留乡社教工作，不仅激起了本院

学生的社会服务高潮及参加社教的兴趣，而且附近各校学

生对此也有浓厚的兴趣。“西北大学政治系学生，汉中师

范、文治中学学生，曾由师长率领前来本区参观，对社会服

务均有正确认识，陕南青年社会服务的风气，本区的影响

实匪浅鲜”。迁入兰州后，西北师院的社教工作经常被媒

体报道。1943年8月18日《甘肃民国日报》以《十里店社

教工作成绩斐然》为题进行了报道：“青年会与国立西北师

范学院合办之社教工作，四周以来，成绩斐然，已引起各界

人士之注意，数日内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国民政府教育

部也来电嘉奖西北师院举行的社会教育工作：“查该院发

动师生作大规模之社教活动……均称切实，殊堪嘉许，嗣

后仍仰努力服务社会，化民成俗，以宏社教效能。”社教工

作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使学生得到了实际工作的经

验，使民众得到了一定的文化常识，更使他们逐渐萌发了

合作民主、抗日必胜的爱国信念，促进了底层社会的现代

化进程。

三、请缨报国：参与了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领

导工作

随着日寇侵略的深入，国统区面积迅速缩小，兵源补

充受到很大影响。同时，受“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影

响，知识分子参军者甚少，国民党的军队中工人、农民居多

数，知识水平较差。然而，当时的战争已经运用了许多高

科技手段，既有的军队很难胜任复杂的战争形势，造成军

队的战斗力很低。在此情势下，招收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

补充到军队中来，是国家于危亡之际的迫切选择。1942

年10月，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各级学校的兵役适龄学

生，自1943年1月起，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入伍，不得

缓役。这一通电，标志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发轫。地处

兰州的西北师院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掀起了从军运动热

潮。

相较免受战火蹂躏的其他学校，西北师院知识青年更

能体会到国破家亡的痛楚。院长李蒸先生对这一运动持

积极的支持态度，他说：“今后决定性之战争，须赖高度科

学技术与最新式武器之运用，知识青年，已有科学基础，再

施以短期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则杀敌致果，不成问题，切望

中等以上学校身体强健的青年，均能奋发请缨。”此后，李

蒸实际参与了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领导工作。

1944年11月3日，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成立，

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兼任主任委员，聘请李蒸等14人

为委员。

在校内外情势的推动下，西北师院及附中学生踊跃登

记从军，报国之心不减前方将士。截至1944年12月18

日，从军学生达130余人。当日举行盛大欢送会，在校师

生3000余人参加，首先由院长李蒸讲解成功、成仁真谛，教

职员代表李建勋、方永蒸致辞慰勉，学生代表吕作矩致欢

送词，从军代表王丕仁致答词，会场空气极其热烈。对于

批准正式入伍的学生，每人赠给由学校女生亲手制作的校

旗一面，希望其努力报国，师生还为从军青年捐款15万

元。

在从军学生入营时，十里店各界又举行了欢送大会，

各机关、各学校及附近民众6000余人参加，盛况空前。西

北师院教授王镜铭致欢送词，李蒸等相继讲话，远征军代

表李玲善致答词，“大会于十一时完成，此后欢送，高呼口

号，情绪异常热烈，汽车过商店门口时，各商店爆竹齐鸣，

商民夹道欢呼，欢送高潮，达于云霄。师院李院长、金教授

澍荣、方校长、王主任镜铭同乘汽车，送该院学生入营”。

西北师院知识青年入营后，正式编组训练，然后送往

天水、汉中集训，准备派往前线。由于抗战很快结束，青年

军未能发挥大的作用，随后有些被编遣复员，有些卷入了

内战的漩涡。

不管结果如何，西北师院知识青年从军和全国各地的

从军青年一样，都为报效祖国，请缨杀敌，其个案实质上是

大后方高校的一个缩影。国难当头，知识分子通过此种方

式救国救民，实现其弘毅之责。就整个甘肃的知识青年从

军运动而言，按国民政府的预定，甘肃征集数额为1000~

3000人，但后来争相报名者比比皆是，以致实际数额达到

了9037人，远远超过了原有的配额，这种结果与师院所起

的主导作用密切相关。

四、学术与地方的互动：努力开发西北的思想与实践

战时西北国防地位陡增，蒋介石训令要把西南建成抗

战的根据地，把西北建成建国的根据地。西北更以其中华

民族发祥地的地位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一剂良药。中央

大员、社会贤达、新闻记者都将目光投向了这片热土，畅谈

开发西北的重要性。作为师院院长的李蒸自是不能例外，

他一再强调：“西北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亦为中国文化发

源之地，该文化建设应从西北做起，盖因其有历史的与社

会的良好基础，略加人力即不难振奋复兴。”对师院来说，

正适逢其时，应该做西北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虽深感能

力绵薄，但以职责所在，亦必竭力而为之，唯愿各界人士协

力进行，以期早日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

鉴此，李蒸对毕业生期望甚殷，希望他们在毕业后参

加到西北建设的大业中来。他1943年在给毕业生的留言

写道：“开发西北为抗战建国之第一急务，开发工作首赖

教育，诸君毕业之后，当以西北为服务领域，下定决心，争

先恐后，同在西北工作，以符政府分区设立师范学院之本

意，一以奉行中央开发西北国策，切不可仍蹈故常，竞赴

通都大邑，求交通之便利，图个人之安逸，而忘国家民族

之大计。”当时，西北师院的毕业生大都服务于西北各省

的教育行业，努力工作，辛勤耕耘，未辜负李蒸院长的一

片期望。

人才是开发西北的关键。李蒸认为除了师院自己努

力培养外，引进人才“为西北基本重要之图”。本此思路，

李蒸为师院引进人才不遗余力，他以真情聘请了当时国

内一批名流莅院，如教务主任兼国文系主任黎锦熙、训导

主任兼体育系主任袁敦礼、英语系主任张舜琴、史地系主

任谌亚达、公民训育系主任王凤岗、数学系主任赵进义、

理化系主任刘拓、博物系主任郭毓彬、教育系主任李建

勋、家政系主任齐国梁，以及金澍荣、马师儒、郝耀东、鲁

世英、程克敏、谭戒甫、王耀东、何士骥、许寿裳、杨慧修、

高文源、方永蒸、胡国钰、唐得源、董守义、徐英超、叶意

贤、黄国璋、包志立、罗章龙、陆懋德、邹豹君、殷祖英、李

镜湖、刘朴、刘亦珩、张德馨、傅种荪、张贻侗、朱有宣、汪

堃仁、黄文弼、孙之淑、王非曼、杨永芳、杨立奎等知名教

授。这些知名教授是学校的一笔宝贵财富，他们的到来，

为学校发展增添了动力，同时为西北地区造就了大批有

用之才，成为西北文化建设的中流砥柱。

西北师院还肩负着陕、甘、宁、青、新、豫和绥七省的现

任教师进修、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改进等方面的任务。李

蒸认为师资训练“为西北文化建设之根本”，西北师院先后

成立了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中等学校教育进修班和地方

教育辅导委员会等机构。1941年8月，在城固召开本区

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后逐年举办暑期讲习

班，又与地方当局合办暑期中等学校各科教员讲习讨论

会。在中等教育的研究方面，先后成立了师范研究所、中

等教育通讯研究处等机构，编写了部分教材，为西北中等

教育助力甚多。 （未完待续）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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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季芳尚季芳

甘肃张家川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2007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史研究中心主任、西北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甘肃省地方史志

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与社会史。

尚季芳

SHANG J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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