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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汉 大 学 沿 革 与 现 状

任珍 良 刘双平

武汉大学最早的前身
,

是清末洋务派的著名首领— 湖广总督张之洞于 1 8 9 3年在武昌创

力
、

的湖北 自强学堂
。

湖北 自强学堂是近代中国创办最早的具有高等教育萌芽性质的学堂之一
, 1 9 0 2年自强学

堂更名为方言学堂
。

1 9 1 1 年方言学堂停办
。

辛亥革命后的 1 9 13 年
,

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
、

图书和师资为基础
,

创办了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

武昌高师与北京高师
、

南京高师
、

广州高师等一起
,

成为当时最著名的

四所国立高师
。

从自强学堂演变至武昌高师
,

一所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逐步形成
。

武昌高师于 19 2 2 年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

1 9 2 4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又更名为国立

武昌大学
,

从这时起
,

学校的性质就逐步朝综合性的大学方向发展
。

北伐战争爆发后
,

武昌大学于 1 9 2 5 年 12 月停办
。

1 9 2 6 年 12 月
,

武汉国民政府以原国立

武昌大学
、

国立武昌商科大学
、

湖北省立医科大学
、

省立法科大学和省立文科大学为
.

基础
,

组建

了国立武 昌中山大学
。

武昌中山大学是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产物
,

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所

进步的
、

革命意义上的大学
。

许德琦
、

李达等曾任该校教授
。

19 2 7 年大革命失败后
,

武昌中山大

学被勒令解散
。

当武昌中山大学被勒令解散之后
,

华中重镇武汉一时出现了大学的空白
.

1 9 2 8 年初
,

湖北

省教育厅厅长刘树祀先生目睹湖北乃至华中地 区高等教育落后的状况
,

首先提议在武汉恢复

重建一所新 的大学
。

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了蔡元培
、

胡适
、

王世杰
、

李四光
、

周鲤生
、

王星拱等一大

批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
。

刘树祀先生是著名化学家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
,

曾任厦门大学教授兼理科主

任
、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
、

武汉大学代校长
、

中央大学教授兼理学院代院长
、

北京大学教授兼理学

院院长
。

他首先提议在武昌中山大学基础上重建武汉大学
,

这是他对武汉大学最大的贡献
。

在重建武汉大学的建议得到广泛赞同之时
,

对新大学的性质并没有确定的意见
,

湖北教育

当局从地域的角度出发
,

偏向于省办
,

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高瞻远瞩
,

认为新

的武汉大学不能局限于湖北地区
,

必须面 向整个华中地区
,

力争办成华中地区学术文化的中

心
。

因此
, “

蔡先生在裁可这个议案的时候
,

即时决定武汉大学为国立大学
,

与北京大学
、

中央大

学等并重
。 ”

蔡元培先生这个高瞻远瞩的决定
,

至关重要
,

为武汉大学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1 9 2 8年 7 月
,

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
。

8 月
,

大学院院长蔡元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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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刘树祀为武汉大学代理校长
,

同时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
。

10 月 3 1 日
,

学校正式开学上课
,

华中地区的最高学府— 国立武汉大学就这样诞生了
。

19 2 9 年 4 月
,

王世杰 (雪艇 )被任命为国立武汉大学的首任校长
。

王世杰是著名宪法学家
,

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法律学系主任
,

是深受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赏识

的新派人物
。

王世杰认为
: “

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
,

等于是中国的芝加哥大都市
。

应当办一所有

6 个学院— 文
、

法
、

理
、

工
、

农
、

医
,

规模宏大的大学
。

,,u 10 年以后
,

学生数目可达万人
。 ”

他正是

抱着这个雄心
,

曾对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许下诺言
: “

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
,

此行目的是要

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
. ”

王世杰的诺言没有落空
,

在他担任校长期间
,

武汉大学得到了奇迹般的发展
。

要办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一流的教授
。

王世杰上任伊始
,

便利用他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和威

望
,

聘请了一大批知名教授
,

如周鲤生
、

石瑛
、

燕树棠
、

主星拱
、

杨端六
、

李剑农
、

陈源
、

邵逸周
、

皮

宗石等到校任教
。

他们与王世杰一样
,

大都是留学英国的知名学者
,

这些一流学者齐集武大 、武

大的教授阵容一下子就壮大起来了
。

先后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知名学者还有黄侃
、

郁达夫
、

闻一多
、

叶圣陶
、

沈从文
、

刘博平
、

刘永

济
、

谭戒甫
、

汤佩松
、

李先闻
、

冯玩君
、

苏雪林等
。

要办一流的大学还必须要有一流的校舍
。

武汉大学的校址原来在武昌东厂口 (现湖北教育

学院内 )
,

由于校址狭窄
,

屋宇陈旧
,

条件简陋
,

学校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

李四光先生就任武

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后
,

骑着毛驴踏遍了武昌郊外的山山水水
,

在农学家叶雅

各教授的推荐下
,

最后选定东湖之滨的路咖山一带作为武汉大学的新校址
,

并提议向中央争取

150 万元巨款用于建设新校舍
。

李四光先生以其地质学家的远见卓识
,

为武汉大学的发展规划了宏伟的蓝图
,

真正使李四

光先生的理想逐步变成现实的
,

是王世杰先生
。

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旧中国
,

要实现李四光先生的理想是何等的困难 卫为圈定路咖山新

校址
,

王世杰与湖北省政府当局的某些政客和豪强坟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

击败了豪强坟主掀

起的一次次反迁坟闹剧
; 为了筹措新校舍的建设经费

,

王世杰与南京中央政府和湖北省政府进

行了无数次的交涉方才落实
。 “

精诚所至
,

金石为开
” 。

1 9 2 9 年路咖山新校舍工程开工
,

到 1 9 3 2

年元月第一期工程 已胜利竣工
。

昔 日荒山秃岭的路咖山一带
,

经过短短两年的建设
,

一栋栋美

负美仑的建筑物拔地而起
,

世人无不称奇
。

武汉大学在国内的地位 日臻提高
。

30 年代初
,

一位来华旅游的美国外交官问鼎鼎大名的胡适博士
: “

中国究竟进步没有 ?
”

胡

博士 回答说
: “

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
,

去武昌路咖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 了
。 ”

王世杰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
、

宣传部长
、

外交部长
、

总统府秘书长
、

中央研究

院院长等职
,

但他只以创办武汉大学为荣
。

1 9 8 1年他在台北病逝
,

墓碑上刻的是
: “

前国立武汉

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
” 。

继王世杰之后
,

王星拱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

王星拱是著名化学家
,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

中央

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

省立安徽大学校长
。

在他就任武大校长期间
,

宏伟的路咖山新校舍第二期

工程终于完成
。

他倡导学术民主和思想解放
,

主张造成一种良好的学术研究和育人环境
,

使得

武大得以进一步发展
。

正当武汉大学迅速发展之时
,

抗 日战争爆发
,

学校正常的发展过程被打断
。

1 9 3 8 年武汉沦

陷
,

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四川乐山
。

国难之 中办大学
,

自然 比承平时期艰难十倍
。

作为一校之长的王星拱先生鞠躬尽瘁
、

弹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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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虑
,

克服了无数困难
,

艰难地维持武汉大学的生存
。

八年的艰难办学
,

学校尽管元气大伤
,

但

精华尚存
。

抗战胜利后
,

王星拱先生调任中山大学校长
,

武汉大学校长一职由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鲤生

先生接任
,

学校于 1 9 4 6年底迁回路咖山
。

为了充实武大的教师队伍
,

周续生先生礼贤下士
,

亲自到美国哈佛大学等地去聘请了一批

年青的学者到校任教
。

韩德培
、

吴于魔
、

张培刚
、

刘涤源
、

谭崇台
、

吴纪先
、

李崇淮
、

刘绪贻
、

黄培

云
、

周鸣溪
、

余炽 昌等教授都是应周鳗生的邀请先后到校任教的
,

他们后来均成为知名的学者
。

武汉大学于 19 2 8 年重建后
,

一直是希望办成拥有
“
文

、

法
、

理
、

工
、

.

农
、

医 ,,6 大学院的综合

大学
,

建校之初只设有文学院
、

社会科学院和理工学院 3个学院
,

到 1 9 3 6 年设有文
、

法
、

理
、

工
、

农 5个学院
。

抗战爆发后
,

农学院停办
,

学校设文
、

法
、

理
、

工 4个学院
。

周鲤生先生就任校长后
,

经过不懈的努力
, 1 9 4 6年武汉大学恢复了农学院

,

增设了医学院
,

至此
, “

文
、

法
、

理
、

工
、

农
、

医 ”

6 大学院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

解放前夕
,

国民党政府曾命令武大迁校桂林
,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
,

进步师生同周

鲤生先生一起坚决抵制
。

19 4 9 年 5 月武汉解放
,

武汉大学完好无损地 回到了人
’

民手中
,

周鲤生

先生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
。

1 9 5 2 年
,

根据发展专门学院
、

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
,

全国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
。

武

汉大学工学院
、

农学院
、

医学院的有关系科分离出去与湖南大学
、

广西大学
、

南昌大学等校的有

关系科合并在一起
,

分别组成了华中工学院 ( 1 9 85 年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 )
、

中南土
.

木建筑学

院 ( 19 5 8 年改名为湖南工学院
,

1 9 5 9 年改名为湖南大学 )
、

中南矿冶学院 ( 1 9 85 年改名为中南

工业大学 )
、

华中农学院 ( 1 9 8 5年改名为华中农业大学 )
、

中南同济医学院 ( 1 9 5 5 年改名为武汉

医学院
,

1 9 8 5 年改名为同济医科大学 )
。

1 9 5 3 年武汉大学又成立了水利学院
,

这是武汉大学历

史上 的
“

第 7个学院
” , 19 5 4 年

,

武汉大学水利学院与天津大学
、

华东水利学院等校的有关系科

合并在一起
,

于 1 9 5 5 年元旦正式成立 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 1 9 9 3 年改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

学 )
。

院系调整后
,

武汉大学取消了学院的建制
,

以原来文
、

法
、

理 3 个学院的系科为主体
,

并入

了中山大学
、

湖南大学
、

南 昌大学
、

广西大学等学校的有关系科
,

组成了以文
、

理为主的新型综

合大学
。

武汉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

周恩来
、

董必武
、

陈潭秋
、

邓颖超
、

罗荣桓
、

郭沫若
、

李汉俊
、

伍修权
、

郭述申等都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
。

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史上
,

进步师生紧扣时代脉

搏
,,

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活动
,

几乎每一次爱国的革命运动都记载有武大师生进步的业绩
。

在艰

苦的革命斗争年代里
,

不少师生为国家的独立和 民族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

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武汉大学在建国后得到蓬勃发展
。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家
、

党的
“
一大

”

代表李达教授于 1 9 5 3 年至 1 9 6 6 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

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

李达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

他一生始终不渝地宣传马列

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

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
“

真

正的人
” 。

当林彪极力鼓吹
“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顶峰

”

时
,

他与
“
顶峰论

”

进行

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

最后被迫害致死
。

1 9 5 8 年
,

毛泽东主席视察武汉大学
,

给武大师生以极大的鼓舞
。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

,

武汉大学的各项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
,

蒙受了重大损失
,

被迫停止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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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达 4年之久
。

1 9 7 0年恢复招生
,

学制改为 3年
。

在
“

政治挂帅
”

和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年

月
,

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急剧下降
。

粉碎
“
四人帮

”

后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通过拨乱反正
,

学校的教学
、

科研工作

逐步走上了健康的发展轨道
,

学校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

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

在解放前的几十

年里
,

武大的学生人数最多时不到 2 0 0 0 人
,

但到 80 年代初
,

已发展成为万人大学
。

从院系调整到 70 年代末期
,

武大在学科结构上 比较单一
,

基本上是 以文
、

史
、

哲
、

经
、

数
、

理
、

化
、

生等基础学科为主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学校在继续重视基础学科的同时
,

大力

加强技术学科
、

应用学科和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
,

使学科专业的覆盖面大大提高
,

结构 日趋合

理
,

武汉大学又发展成为国内高校中学科最为齐全的大学之一
。

为了更好的培养四化建设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
,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之

路
,

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
,

武汉大学积极而大胆地对旧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
,

在国内率先

实行了学分制
、

导师制
、

主辅修制
、

双学位制
、

奖学金制
、

插班生制以及研究生中期分流制和遴

选导师制等
,

这些改革措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

在 1 9 8 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

制改革的决定 》中
,

对学分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

学分制后来在全国高校推广实行
。

插班生制作

为一种破格选拔人才的办法
,

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
,

到今天为止
,

武汉大学仍是全国唯一的

面向全社会招收插班生的大学
。

武汉大学 目前设有 7 个学院
,

它们是经济学院
、

管理学院
、

法学院
、

图书情报学院
、

外语学

院
、

政治与行政学院和生命科学院
。

共有 38 个系
,

它们是 中国语言文学系
、

新闻学系
、

历史学

系
、

哲学系
、

经济学系
、

世界经济学系
、

金融与保险学系
、

财政与审计学系
、

经济管理学系
、

国际

经济管理学系
、

工商行政管理学系
、

投资经济管理学系
、

财务管理学系
、

法律学系
、

国际法学系
、

图书馆学系
、

情报科学系
、

出版发行学系
、

政治理论系
、

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
、

政治管理与公

共关系学系
、

英国语言文学系
、

法国语言文学系
、

外国语言文学系
、

数学系
、

计算机科学系
、

物理

学系
、

空间物理与电子科学系
、

化学系
、

环境科学系
、

植物学系
、

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系
、

遗传学

系
、

生物化学及生物物理学系
、

病毒学及分子生物学系
、

细胞及发育生物学系
、

建筑学系
、

分析

测试科学系
。

在人才的培养规格上
,

武汉大学过去基本上是只有本科生一个层次
,

现在 已发展成为以本

科生为主
,

博士生
、

硕士生和专科生共有的多种层次
。

目前共有各类学生 1 5 0 0 0 多人
,

其中在校

本
、

专科生 8 0Q0 多人
,

研究生 1 5 0 0多人
,

外国留学生逾 1 00 人
,

非住校的成人教育类学生近

5 0 0 0 人
。

武汉大学是第一批获准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建立研究生院的学校之一
,

共有

98 个学科
、

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

31 个学科
、

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其 中 9 个学科为

国家重点学科 )
,

6 个一级学科有权 自行评审增列博士生导师
, 5 个一级学科设立博士后流动

站
。

武汉大学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

共有各类教师 2 1 0 0 多人
,

其中教授近 4 00 人
,

副教授

近 8 00 人
。

他们中间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3 人
,

博士生导师 80 多人
,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

家 8人
。

武汉大学非常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成长
,

每隔两年选拔一批优秀青年教师
,

并对他们进

行重点培养
。

在职称评定中
,

不搞论资排辈
,

对优秀青年教师进行破格提拔
,

使不少青年教师脱

颖而出
。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
,

武汉大学形成了严谨治学
、

勇于创新的优 良校风
。

武汉大学培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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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以基础扎实
、

知识面宽
、

上进心强
、

后劲足而深受社会的欢迎
。

走过 1 00 年的历史
,

武汉大

学已是桃李满天下
。

不管在什么地方
,

武大培养的学生都怀着一颗报效祖国
、

为母校争光的赤

子之心
。

解放后的 40 多年里
,

武汉大学为国家培养了 5万多名毕业生
,

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成

为各个行业和领域里的骨干
,

不少人为国家的经济建设
、

社会进步和科技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
。

1 9 9 2 年中国科学院增选了 21 0 名学部委员
,

其中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就有 10 名
。

武汉大学有着先进的教学科研设备和丰富的图书
。

武汉大学软件工程实验室
.

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

是我国计算机软件研究和开发的重要基

地
。

空间物理学实验室
、

病毒学实验室
、

分析化学实验室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成的国家级重

点专业实验室
。

测试中心
、

计算中心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第一个大学发展项目建成的现代化的教学科研

基地
’

。

·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书 28 0 多万册
,

订有中外期刊 5 0 0 0 多种
,

是藏书量最多的大学图书馆

之一
,

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物收藏馆之一
。

馆内附设有国家教委武汉大学文科文献信息

中心和生命科学外国教材中心
,

收藏有不少珍本和孤本图书以及连续近百年的国外著名期刊
。

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丰富的图书为师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武汉大学始终坚

持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
,

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
,

科研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

武汉大学

现有 27 个研究所
,

12 个实验研究中心
,

31 个研究室
, 1 05 个大型科研实验室

。

70 年代末以来
,

学校承担国家及省市重点科研项目 2 0 0 0余项
,

其中 20 0 多项成果达到 国际水平
,

4 00 余项成

果获国家和省市级奖
。

武汉大学设有出版社
。

武汉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委重点投资的高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之

一
,

每年出版图书近 20 0种
。

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已在国内外学术界

产生较大影响
。

武汉大学办有 10 种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
。

它们是《武汉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

版) 》
、

《写作 》
、

《法学评论 》
、

《法国研究 》
、

《图书情报知识》
、

《数学杂

志 》
、

《经济评论 》
、

《氨基酸杂志 》
、

《分析科学学报 》
。

武汉大学是一所面向国内外开放的大学
,

已与 26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 60 多所大学及科研机

构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

近 10 多年来
,

学校派出各类出国人员 1 0 0 0 余人
,

有 50 多位教

师应邀出国讲学
,

有 6 00 多位外籍专家来校任教
、

讲学
,

同时聘请了 50 多位国外或港澳地区的

知名人士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

其中包括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
,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

者
、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默顿
·

米勒先生
,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 田大作先生等
。

根据党的十四大和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 》精神
,

武汉大学目前正在进行综合改革
。

百

年学府今天处处充满着勃勃生机
,

她有着辉煌的昨天
,

必将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