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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地区化学学科的肇始与发展---以国⽴⻄北联合⼤学的化学教育研究为例
李晓霞

(⻄北⼤学 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陕⻄ ⻄安 D#++CF;咸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陕⻄ 咸阳 D#*+++)

摘要:抗战时期⻄北联⼤历经三个时期，以留学美国&⽇本&德国&英国等国的化学⼈才为其强⼤的师资后盾，将近
代⻄⽅先进的化学科学引⼊⻄北，在⻄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普通化学&有机化学&⽆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以及
⼯业化学等多学科体系，为⻄北地区乃⾄全国培养了⼤批专业学科⼈才!⻄北联⼤⾸创了⻄北地区⾼等化学教育
基本格局，不仅迅速提升其整体教育⽔平，⽽且为⻄北地区化学科学的发展与完善的⾼等化学教育体系的构建作

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北地区;⻄北联⼤;化学教育;科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eCBF) *F ⽂献标志码: H ⽂章编号: #++# G "DBB( *+#!) +# G +#CE G +E

国⽴⻄北联合⼤学 ( 以下简称%⻄北联⼤#) ，
曾与著名的⻄南联⼤⻬名’从 #F!D 年⻄安临时⼤
学(以下简称%⻄安临⼤#)的成⽴⾄ #FBC 年三校⼀
院(北平⼤学$北洋⼯学院$北平师范⼤学及北平研
究院)部分师⽣的回迁，⻄北联⼤历经⻄安临⼤$⻄
北联⼤以及国⽴⻄北五校分⽴合作三个时期，在⻄

北地区坚持开展 F 年的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在抗
战时期，⻄北联⼤极⼤地⽀持和延续了我国的⾼等

教育，有⼒地推动了⻄北地区⾼等教育与科学教育

的发展，但是，关于⻄北联⼤的研究仅有极少数学者

的数篇论⽂⽽已［# G "］’本⽂运⽤原始⽂献分析与考
证，以⻄北联⼤的化学教育作为研究视⻆，对其深⼊

研究，探讨我国⻄北地区化学学科的肇始与发展以

及⻄北联⼤化学教育对⻄北科学教育体系建构的历

史贡献’
⼀ 化学系的课程设置与图书仪器

⻄安临时⼤学---⻄北联合⼤学时期，化学系
是由三校⼀院的化学学科合并组建⽽成的’#F!E
年 D ⽉，⻄北联⼤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后亦增设
了化学与物理学合⼆为⼀的理化系’因此，此时期
⻄北联⼤的化学学科发展是四学院并⾏，⼀是⽂理

学院化学系;⼆是师范学院理化系;三是农学院农业

化学系;四是⼯学院化⼯系’其中农业化学与化⼯
均是化学领域的交叉应⽤学科，可⻅，这⼀时期⻄北

联⼤已经形成了化学基础学科与交叉应⽤的多学科

体系’在师范学院理化系开设的化学课程有普通化
学(附实验)+定性分析及实验$定量分析及实验$有
机化学及实验$理论化学及实验，选修课开设了化学
史’此时期虽然开设的化学科⽬很少，但是初步形
成了普通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三个化学学科分
⽀，并且特别注重化学实验课程的开设，这为⻄北地

区化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在城固时期，
⻄北联⼤化学系的课程设置(如表 #)分为必修科⽬
与选修科⽬，由此课程表可⻅此时期化学学科的特

点，其⼀，专业课程更加充实与完善，逐渐向精深发

展，并且增加了⼯业化学和化学教育，如⼯业分析化

学$化学教学法等课程，不仅培养理论化学$分析化
学$⼯业化学⼈才，⽽且也为⻄北地区培养了化学教
育⼈才’其⼆，开设了化学发展最前沿的选修课程，
如热⼒学$原⼦构造等全新的课程，以开阔学⽣的科
学视野，逐渐促进学⽣化学认知结构的完善，培养更

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平⼈才’其三，将专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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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毕业论⽂作为化学系的必修科⽬，这与当时教

育部的要求是⼀致的，也由此反映了⻄北联⼤的化

学教育不仅注重专业基础学科的训练，⽽且⾮常注

重学⽣科学研究及其能⼒的培养’
表 # 城固时期⻄北联⼤化学系专业课程设置［C］

必修科⽬ 选修科⽬

普通化学 定性分析化学 ⼯业分析化学 有机分析化学实验

普通化学实验 ⼯学化学 专题研究 ⾼等⽆机化学

化学教学法 有机分析化学 毕业论⽂ 热⼒学

理论化学实验 毒⽓化学 原⼦构造

⻄北联⼤在国⽴⻄北五校时期，化学课程设置
(如表 *)与之前有很⼤变化，必修科⽬与选修科⽬
的课程均增加了不少，不仅增设了当时化学发展的

前沿学科课程物理化学，如胶体化学$热⼒学，⽽且
课程⽅向逐渐向全⾯化发展，并且更加系统化$规范
化，特别是在分析化学$有机化学与⼯业化学⽅⾯，
课程内容越来越细化，越来越精深，并相互交叉，同

时选修课程⽐重加⼤，既体现了化学教育的多元化

发展，⼜趋于统⼀化的发展特点，⼤⼤促进了⾼等化

学教育的全⽅位发展，逐渐形成博学多才$⾼度专业

化的化学⼈才培养模式’由表 * 亦可⻅，此时期教
师与学⽣所⽤的课程教材主要以教授⾃编的讲义$
笔记和国外化学著作为主，参考书均是国外知名学

者的著作’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战乱，国内
教学⽤书⾮常稀缺;另⼀⽅⾯当时的化学教授⼤多

都是国外留学归来的专家，他们将⻄⽅最先进$最前
沿的化学引⼊到⻄北地区，这对开阔学⽣的科学视

野以及对学习专业课程都有很⼤的帮助，⽆疑也提

⾼了学⽣的英语阅读理解能⼒’
表 * #FB+ 年国⽴⻄北⼤学化学系科⽬及教材表

科⽬ 课本 参考书

普通化学 讲义

;%&<78: 7’/’.01 36’)%4".!
L.2/_&7:: *.%/(%$1’4 ,2 36’)%4".!
>?P&082/37.: 7’/’.01 36’)%4".!

[P0Q2/: 8’(,/9 :’0. (,11’;’ (6’)%4".!

V7<2/3: <=’.(%4’ %/ ;’/’.01 36’)%4".!

定性分析化学
H) H) (%:78: >-01%"0"%?’ 36’)%(01 @A

/01!4%4

[-.9<0/: >-01%"0"%?’ 36’)%(01 @/01!4%4
^.70AR7&& = ;0&&: @/01!"%(01 36’)%4".! B,1，#

定量分析化学
^0&X%9: >-0/"%"0"%?’ 36’)%(01 0/01A

!4%4

^.70AR7&& = ;0&&: @/01!"%(01 36’)%4".! B,1C *
[-<<2/3 = d7:: >-0/"%"0"%?’ 36’)%(01 @/01!4%4

有机化学 笔记及讲义

O%R: = ;0..%R: D/".,9-("%,/ ", ,.;0/%( (6’)%4".!

;2&& = d7&&7:: E.;0/%( 36’)%4".!
O-?08: E.;0/%( 36’)%4".!

HA_2/: *.0("%(’ ,2 E.;0/%( 36’)%4".!

理论化学
e797<0/ = V027&8: E-"1%/’ ,2 &6’,A

.’"%(01 36’)%4".!

^0:&%.: &.’0"%4’ E/ *6!4%(01 36’)%4".!

@/?_7/: F’6.G-(6 9’. 36’)%4(6’/ $1!4%H

K0?_ = ].0/?7: F0G,.0",.!

⼯业化学 笔记
c27S7&: D/9-4".%01 36’)%4".!

c%37.8: I0/-01 ,2 D/9-4".%01 36’)%4".!，* B,14

有机分析化学 d0<<: >-01%"0"%?’ E.;0/%( 0/01!4%4 K0&&2_7/: D9’/"%2%(0"%,/ ,2 E.;0/%( 3,)$,-/94 B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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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科⽬ 课本 参考书

⼯业分析化学 笔记及讲义

e.2112/: &’(6/%(01 I’"6,94 ,2 @/01!4%4

\0..: J-’1，704 K0"’.，0/9 F-G.%(0/" @/01!4%4

‘%%A<0/: J,,9 0/01!4%4

H) N) H) [) : E22%(%01C &’/"0"%?’ I’"6,94 ,2 0/01-4%4

H&&7/: 3,))’.(%01 ,.;0/%( 0/01!4%4 #+ B,14

⾼等⽆机化学 笔记

@QP.02< = ^P%./?: D/,.;0/%( 36’)%4".!
[067/ = O0/A7.: F!4"’/0"%( D/,.;0/%( 36’)%4".!
e&0889%<7: 5’(’/" @9?0/(’ %/ D/,.;0/%( 36’)%4".!

⾼等有机化学 笔记

[%P7/: E.;0/%( 36’)%4".! 2,. 09?0/(’9 4"-9’/"4

>?P<2A9: E.;0/%( 36’)%4".!
c2?P97.: E.;0/%( 36’)%4".! ! B,14

⾼等⽆

机制备化学(选)
讲义

;7/A7.8%/: D/,.;0/%( *.’$0.0"%,/
L2&9S G ;0&& G L&0/?P0.A: F0G,.0",.! I’"6,94 ,2 D/,.;0/%( 36’)%4".!

⼯业化学实验(选)

L0//799: 36’)%(01 J,.)-10.; ! B,14

c%37.8: I0/-01 ,2 D/9-4".%01 36’)%4".!

H.?P2X0&: *.’$0.0"%,/ ,2 *-.’ D/,.;0/%( 80G40/(’4

国防化学(选) 笔记

].278 B ‘789: 36’)%(01 K0.20.’

\.7/9288: 36’)%(014 %/ K0.

K0.8P0&&: <=$1,4%?’4
‘R067.8: I%1%"0.! <=$1,4%?’4

化学史(选) K%%.7: L%4",.! ,2 36’)%4".! @./789 $%/ <7:7.: L%4",.! ,2 36’)%4".!

原⼦构造(选) 笔记 >%<<7.17&A: @",)%( 8".-("-.’ 0/9 4$’(" 1%/’4

热⼒学(选) 笔记

L-9&7.: J-/90)’/"014 ,2 36’)%(01 &6’.),9!/0)%(4 * B,14

O7R28 = c0/A0&: &6’.,9!/4)%(4 M "6’ J.’’ </’.;! ,2 36’)%4(01 8-GA

4"0/(’4

胶质化学 笔记

>67AX7.3: 3,11,%9 36’)%4".!

L0/?.%19: @$$1%’9 3,11,%9 36’)%4".!

L%-37: 3,11,%901 N’60?%,. ! B,14

除此之外，在⻄北联⼤其他学系也开设了⼀些

化学课程’如在家政系的课程设置中，其基本课⽬
中开设了有机化学，每周讲授 ! ⼩时，实验 # 次约 *
⼩时余，占 B 学分; 定性定量分析化学，每周讲授 *
⼩时，实验 * 次每次约 * ⼩时余，占 B 学分’在其专
业课⽬中还开设了⽣理化学，每周讲授 * ⼩时，实验
* 次每次约 * ⼩时余，占 B 学分;⻝物分析化学，每周
讲授 * ⼩时，实验 * 次每次 * ⼩时余，占 B 学分［D］’
在其选修课⽬中开设了家庭⼯业化学，每周实验 *
次每次 * ⼩时余，占 B 学分’在⽂理学院$师范学院
的共同必修科⽬表中，开设了基础⾃然科学的必修

科⽬，选学之⼀就是化学’
在图书$实验设备⽅⾯，化学系初建时期已

订购各类重要翻版化学图书 FC 种共 *+! 册，原
版书 # 种，挂图 # 种，翻版杂志 # 套共 #D 卷，原
版杂志 # 套共 !+ 卷，⽽且还与汉⼝$⾹港等地

兴华公司或洋⾏等商店订购了各种普通实验所

需器材以及重要的仪器与药品’这些实验器材
可进⾏各班的基本化学实验’国⽴⻄北五校时
期，化学系已建有实验室两部，药品有 #"E 种，
仪器计有分析开秤等 E" 种’之后，化学系⼜不
断充实和完善仪器实验设备，药品增⾄ B++ 余
种，仪器增⾄ #DE 种［E］’虽然实验仪器极其缺
乏，但化学系⾮常重视实验课程及其实习，特别

注重学⽣能⼒的培养，并⼒求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如化学系师⽣通过调查发现，汉中⼀带%⽆
造胰⼯⼚，并⽆造胰之基本原料 ( ⽜油 ) ，⽽胰⼦

⼜为⽇常⽣活必需⽤品之⼀&［F］，故以所学知识
理论为基础，利⽤⼟产之⾅油制胰，⼜因本地出

产为量甚富之⽊油，故将其改进加以利⽤制胰’
这种以实践为导向的学习⽅法，不仅使学⽣将

所学理论运⽤于实际，克服了实验仪器缺乏的#+D##



困难，⽽且培养了学⽣思考和钻研的科学研究

精神，同时也极⼤地推动了化学⼯业⽣产的

发展’
⼆ 教师资源与教学%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抗战时期，

⻄北联⼤化学系名家⼤师荟萃，他们在化学各

个分⽀领域均有很⾼的造诣，为⻄北地区化学

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安临⼤时
期，化学系主任是刘拓教授，其余有赵学海$周
名崇$陈之霖$朱有宣$张贻侗等教授，总计 C
⼈，助教兼讲师有王毓琦 # ⼈，助教有杨若愚
# ⼈ ; 城固时期化学系主任先后由教授刘拓和
张贻侗兼任，赵学海$朱有宣$李家光$王毓
琦$唐尧衢$徐⽇新$赵永昌$曹居久等先后在
该系任教授$副教授 ( ⻅表 ! ) ［#+］，并从事胶体

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应⽤化学等⽅⾯的
基础理论研究’在农业化学⽅⾯的教授有刘
伯⽂$陈朝⽟$王志鹄$虞宏正$罗登义，助教
有王来珍$罗元熙’在化⼯⽅⾯的教授有萧连
波$李仙⾈，助教有罗素⼀$毕淑英［##］’由表
! 可⻅，⻄北联⼤化学系 D+h 的教授都有国外
⼀流⼤学的留学经历，留学美国的教授有 "
⼈，留学⽇本的 # ⼈，其中虞宏正教授在美国$
德国$英国 ! 个国家接受过学习或进⾏过科学
考察’这些专家$教授在化学的各个分⽀领域
均作出了重⼤的科学贡献，是中国近代化学教

育科学事业的奠基⼈’如虞宏正教授，在胶体
化学与物理化学领域造诣很深，是我国胶体化

学$物理化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他于 #F#C 年
考⼊北京⼤学化学系，#F!C 年赴德国莱⽐锡
⼤学专⻔研究胶体化学，#F!D 年春⼜⼊英国
伦敦⼤学深造学习物理化学’同年回国后先
后任⻄安临⼤$⻄北联⼤和国⽴⻄北农学院教
授’#FB" 年，他⼜赴英国剑桥⼤学进修胶体
化学，同年 ## ⽉⼜前往美国的布乐克林⾼分
⼦研究所及加州理⼯学院学习和考察’虞宏
正三次出国进修，专⻔从事胶体化学与物理化

学的研究，特别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并撰写了

⾼⽔平的论⽂与著作，如在!中国化学会会
志$%⽇本农学会年会报告"等刊物上发表的
&6’.),9!/0)%(4 ,2 D/"’.20(’4 %/ <O-%1%G.%-)， @

8"0"%4"%(01 P’.%?0"%,/ ,2 N<& @94,.$"%,/ <O-0"%,/

和!中国⼟壤分类$%表⾯平衡热⼒学的研究"
等论⽂，以及与⽯声汉等⼈合译的!物理化学
及胶体化学"等著作，其中 #FB# 年他发表的

!平衡状态下的热⼒学界⾯"是陕⻄省化学基
础理论研究的⾸篇论⽂’他提出新建的分⽀
学科---⼟壤热⼒学对农业具有重要的价值，
极⼤地促进了农业发展’他在⻄北联⼤任教
期间，不仅承担胶体化学$热⼒学和量⼦化学
等多⻔课程的教学任务，⽽且还兼任多所⼤学

的课程’⾃⼊陕以来，他常年给⻄北⼤学$⻄
北农学院上课，不分酷暑寒冬，奔⾛于⻄安$咸
阳与杨陵之间［#*］’他治学严谨，讲究教学⽅
法，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北乃⾄国家

培养了⼤批的化学与农业科学⼈才，开创了⻄

北地区农业科学研究，为祖国⻄北农业科学教

育事业奉献了毕⽣的精⼒’再如，⻄北联⼤化
学系⾸任主任刘拓教授，在化学⽅⾯亦很有造

诣，尤其是在化学运⽤于⺠⽤⼯业研究⽅⾯有

较多成果’#F*+ 年他从北平师范⼤学毕业后
⼜公费留学美国 B 年，获得⼯业农业化学博⼠
学位’在⻄北联⼤任教期间，承担普通化学$
⽣物化学$营养化学$农业化学$⾼等⼯业分析
等多⻔课程，开设毕业论⽂专题课’他还带领
师⽣为化学系添购实验设备，充实实验室建

设，并聘任名家教授任职，扩⼤师资队伍，开展

科学活动，为⻄北联⼤化学系的建设作出了重

要贡献’张贻侗教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化学
教育家’他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学，是英国化
学家$诺⻉尔奖化学奖获得者拉姆赛的学⽣，
获伦敦⼤学理学学⼠学位［#!］’他原是北平师
范⼤学理学院教授$化学系主任，#F!D 年抗战
爆发随校迁陕，历任⻄安临⼤$⻄北联⼤$⻄北
⼯学院$⻄北师范学院$国⽴⻄北⼤学教授$化
学系主任及校教务⻓等职，兼任⻄北师范学院

理化系主任$中国化学会陕⻄省分会理事⻓’
在国⽴⻄北五校时期的⻄北⼤学期间，他尽⼼

竭⼒培育化学⼈才，延揽师资，添购扩充图书

设备’他对物理化学颇有研究，是当时全国知
名讲座教授，曾讲授理论化学$⾼等理论化学$
化学热⼒学$电化学$定量分析化学$⾼等⽆机
化学等多⻔课程，并指导实验和进⾏课外辅

导［#B］’他还特别重视社会需要与学⽣实践，
适时增开化⼯原理$造纸$制⾰以及⽯油化学
等选修课程’#FB" 年，他⽤当时教育部颁发
给他个⼈的奖⾦ " 万元法币及各⽅筹款 !# 万
元，在国⽴⻄北⼤学设⽴%⼩涵先⽣奖学⾦#"
他在严谨治学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发表

了多篇论⽂及论著，其中有!原⼦弹问题$%偶
极矩与分⼦结构"等论⽂’##D##



表 ! ⻄北联⼤化学系教授

教授姓名 出⽣年份 在校时间 留学经历或毕业院校 所任课程

刘拓 #EFD 年 #F!D(#FB" 年 毕业于北平师范⼤学，留学美国
普通化学&⽣物化学&营养化学&农业化
学&⾼等⼯业分析等

赵学海 #EFE 年 #F!D(#FB! 年
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学化学专业，获

硕⼠学位

陈之霖 #EFE 年 #F!D(#FB" 年
留学东京⾼等师范学校&京都帝国⼤
学及研究院

张贻侗 #EF+ 年 #F!D(#FBC 年 留学英国伦敦⼤学，获理学学⼠
理论化学&⾼等理论化学&化学热⼒学&电
化学&定量分析化学&⾼等⽆机化学等

虞宏正 #EFD 年 #F!D(#FB" 年

赴德国莱⽐锡⼤学和英国伦敦⼤学从

事胶体化学研究，后赴英国剑桥⼤学&
美国布乐克林⾼分⼦研究所和加州理

⼯⼤学进修和考察

胶体化学&物理化学&热⼒学和量⼦化
学等

郭⼀清 #EFC 年 #FBC 年 美国密⻄根⼤学化⼯系

刘致和 #F#+ 年 #F!D(#FBC 年 ⽆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
徐⽇新 #F#! 年 #FBB(#FBC 年 美国密⻄根⼤学，获硕⼠学位 ⼯业化学

于滋潭 #F#B 年 #FBC 年
美国伊利诺⼤学&密⻄根⼤学，获硕⼠
学位

⼯业化学

曹居久 #F#C 年 #F!F(#FBC 年
理论化学&普通化学&⽆机化学&分析化
学&有机化学&定性分析&⽣物化学等

三 学⽣培养与管理

学⽣⽅⾯，⻄安临⼤成⽴之初，曾两次招考新

⽣，共计录取学⽣ !## ⼈，其中化学系正式录取新⽣
B 名，即赵梦琴$苏少兰$王如芝$杜惠⽂; 农业化学
系正式录取新⽣ " 名，即李景⽟$钱⾦锁$王素蟾$张
忠宽$安守静;化学⼯程系正式录取新⽣ #! 名，分别
是王⼴誉$胡明安$胡杏芳$朱先泽$葛树萱$张振$燕
蕙兰$佟泽⺠$⽥斌$张密$贺⽂鼎$费毓⻰$李树
荫［#"］’据 #F!D 年⻄安临⼤在校⼈数统计，化学系
在校学⽣ B# ⼈(包括借读⽣ ## ⼈) ，⼀年级 #C ⼈，
⼆年级 C ⼈，三年级 E ⼈，四年级 ## ⼈;农业化学系
在校学⽣ *F ⼈，其中借读 # ⼈;化学⼯程系 B! ⼈，
其中借读⽣ C ⼈［#C］’表 B 为⻄安临⼤时期 #F!D 年
#* ⽉统计的本校录取借读⽣关于化学科学各系的
名单’可⻅，此时仅化学各学科借读⽣有 *# ⼈之
多’据 #F!E 年⻄北联⼤在校⼈数统计，化学系在校
学⽣ D* ⼈，包括正式学⽣ B# ⼈$借读⽣ ** ⼈$转试
⽣ D ⼈及旁听⽣ * ⼈［#D］，学⽣籍贯分布全国 #D 个省
(⼭⻄省 #* ⼈，河北$河南各 #+ ⼈，四川$陕⻄各 D

⼈，江苏$⼭东各 B ⼈，安徽$湖北$⼴⻄各 ! ⼈，浙
江$湖南各 * ⼈，江⻄$⽢肃$⼴东$辽宁$察哈省(今
内蒙古)各 # ⼈) ［#E］’国⽴⻄北五校时期，#FBB 年
化学系学⽣⼈数达到 F+ ⼈，#FB" 年有 EC ⼈’从
#FB+ 年⾄ #FBC 年，国⽴⻄北⼤学化学系历年毕业⼈
数如表 " 所示，此期间共毕业学⽣ #BB ⼈，加上
#F!D##F!F 年毕业的学⽣，⻄北联⼤化学系在 F 年
期间毕业学⽣可达 #E+ ⼈之多’可⻅，⻄北联⼤化
学系在此期间为⻄北地区培养了⼀⼤批化学⼈才’
表 C 为 #F!D 年化学系毕业同学就业调查情况，由此
表可⻅，毕业的 #* 名学⽣分别在陕⻄$贵州$四川等
⻄部省区就业，其中 E!) !h 的毕业⽣担任教育⼯
作，*"h的毕业⽣留⻄北联⼤任教’⻄北联⼤在全
国⼤学中⾸创建⽴训导制度，化学系对学⽣在思想$
⾏为$治学等⽅⾯亦严加训导，对学⽣的培养施⾏导
师制管理，在学校成⽴不久就为各年级学⽣聘定了

导师，如四年级导师刘拓先⽣，三年级导师张贻侗先

⽣，⼆年级导师朱有宣先⽣，⼀年级导师赵学薄$陈
之霖先⽣［#F］’#*D##



表 B ⻄安临⼤录取借读⽣名单［*+］

学 系 ⼀年级 ⽥岁成 李⽴家 张尚德

⼆年级 ⽩运河 李 峥 邢铸经

三年级 邓任林，陆智明 王⼤志，崔泽琳 康鲁⽣ 温春融

四年级 刘德馨 林景华 周亚兴

农业化学系 四年级 孙 毅

化学⼯程学系 ⼀年级 傅德⾐

三年级 李尚林

四年级 ⽩⽂钟 刘 砥 边 暇

表 " #FB+##FBC 年国⽴⻄北⼤学化学系历届毕业⽣⼈数统计表［*#］

毕业年份 #FB+ #FB# #FB* #FB! #FBB #FB" #FBC

学⽣⼈数 *+ #D #! *! *D *+ *B

表 C #F!D 年化学系毕业同学就业调查表( 续)［**］

姓 名 系 别 在何机关就业 职 别

张 Q 化学系 ⻢来亚启⽂中学 教 员

刘蕙荃 化学系 同上 教 员

周参丙 化学系 贵州黔⻄中学 教 员

程明达 化学系 汉阴服务团 教 员

彭绪让 化学系 国⽴陕⻄中学 教 员

苗世沛 化学系 榆林师范 教 员

徐峻⼭ 化学系 四川内江县中 教 员

杨希曾 化学系 四川内江县中 职 员

曲在⽂ 化学系 第⼆战区司令部 职 员

朱汝复 化学系 本校理化系 助 教

郁 渠 化学系 本校化学系 助 教

居咏宜 化学系 本校⽂理学院事务室 职 员

四 科学研究与学术演讲

⻄北联⼤⾮常重视师⽣的科学研究与学术演

讲’国⽴⻄北五校独⽴合作时期，刘季洪校⻓明确
指出:!⼤学之任务，除聚集员⽣从事教学外，尤须致
⼒研究，期于学术上有所创获#，国⽴⻄北⼤学%设
于⻄北，则对⻄北之⾃然与社会，⾃应加意探究，⼀

⾯实地调查考察，蒐求各地⽂献; ⼀⾯分清教授，研

究各项问题，将所获资料，⼀⼀保存，分别整理，相继

发表&［*!］’他还在 #FBB 年 F ⽉ *" ⽇开学典礼上特
别强调科学研究史料的重要性，指出在研究过程中，

⼀定积累若⼲重要资料，以便研究时作出贡献’当
时国⽴⻄北⼤学理学院与国⽴⻄北⼯学院合办成⽴

了⻄北科学研究室，专注于我国⻄北部之科学研究

及建设问题［*B］’理学院与新成⽴的⻄北科学研究
室为⻄北区域唯⼀之科学⼈才培养所，唯⼀之科学

研究所，其⽬的有三: ⼀为培养科学⼈才，以推⾏各

地之科学建设;⼆为供应各专家对于科学研究之需

要，以图科学本身之发展;三为解决⻄北区域内所发

⽣之科学问题并与各地科学家取得密切之联络，换

⾔之即在此⼴⼤区域内散布科学种⼦并研究共⽣⻓

及兴旺之道也［*"］’化学系的科学研究亦不例外，虽
然当时图书资料匮乏$经费困难，实验条件⽆法达
到，但是教授讲师积极开展学术专题研究’⻄北联
⼤在城固时期( #F!E 年) ，当时物资特别缺乏，⾸要
是纸张缺乏，时任化学系主任刘拓教授⽴即着⼿研

究’他指导学⽣收集原料，发现陕南的构树纤维很
⻓，可以制纸，于是采集标本，分离粗⽪，软化细⽪，

经蒸煮等⼿续后，制成⽩纸，质料洁⽩平滑’并将制
造过程撰成论⽂，发表于!美国化学⼯程杂志$"汉
中⼗⼋⾥铺，盛产⽢蔗’刘拓教授带领学⽣协助该#!D##



地糖房，究其所制糖浆不能结晶之原因，发现其脱⾊

⽅法陈旧，转化糖太多，漏盆中温度过低，致使结晶

与⺟液不能分离’⽽刘拓教授专⻓于结晶分离之理
论与⽅法研究，因此为本地农⺠挽回了巨⼤损失，他

还将其研究结果撰写成论⽂!糖液中加⽯棉粉过滤
之效果$，发表于美国化学⼯程杂志’城固当时没有
电灯，全靠蜡烛，⽽这种蜡烛熔点甚低，极易弯曲，亮

度⽋佳，⽓味难闻’化学系朱有宣教授带领⻘年教
师朱汝复悉⼼研究，以资改良’所造蜡烛硬度增强，
灯芯燃烧速率与蜡之消耗相当，外形美观，⽓味芬

芳，以解师⽣之苦’陕南⻄乡在巴⼭之阴，洋县在秦
岭之阳，均产漆树’化学系同学在研究漆树中漆的
成分时，不幸为漆所伤，后⽤⼋⽊治愈后转⽽研究桐

油’陕南桐树遍⼭，桐油输出，为陕南⼀⼤财源’抗
战时期出⼝停顿，货弃于地，⾮常可惜’朱有宣教授
指导学⽣进⾏各种试验，以裂化桐油制造汽油，为抗

战胜利作出了不少贡献’在 #F!E 年 #* ⽉刊出的!⻄北联⼤校刊"第 D 期上发表有刘茂寅⽼师的!简
单防毒概设$，⽂中详细论述了毒⽓种类，在⽣理上
可分(甲)⾎液及神经毒(氰酸⼀氧化碳) ，(⼄)催泪

性毒(苯氯⼄酮溴丙酮等) ，(丙) 窒息性毒( 氯⽓光

⽓等) ，( 丁) 喷嚏性毒 ( ⼆苯氰砷⼆苯氯砷等 ) ，

(戊)糜烂性毒( 芥⽓路易⽒⽓) 五种以及在战术上

分之为攻击毒⽓与防守毒⽓［*C］，进⼀步指出各种毒

⽓之防御，以芥⽓为最难，并提出简单防毒之具体⽅

法，以及临时紧急防毒法，这些化学科学研究对抗战

胜利具有重⼤意义’农业化学系因鉴于抗战中⻝品
问题之重要，特组织抗战时⻝品问题研究会［*D］，调

查伤兵及难⺠之营养概况以作研究"%⻄北学术"
是⻄北联⼤在国⽴⻄北五校独⽴合作时期 #FB! 年
## ⽉创刊的全校学术性期刊’该刊%专以研讨学
术，融合东⻄⽂化，扬⺠族精神&为宗旨，虽因经费限
制仅出版了 B 期，但共载论⽂数达 B# 篇’其中发表
有化学系张贻侗教授的!偶极矩与分⼦结构"论⽂’
#FBB 年 #+ ⽉，在国⽴⻄北⼤学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
第 #* 届年会⻄北区分会上，不仅宣读了物理系与数
学系教授的 ## 篇论⽂，⽽且还宣读了化学系张贻侗
教授的!原⼦弹之探讨"⼀⽂，并发表在!国⽴⻄北
⼤学校刊"副刊第 #" 期上’⻄北联⼤的化学教育也
⾮常重视%增进学⽣学术修养#，特于课外定期举⾏
专题研究’学⽣的毕业研究课题均经过教授的精⼼
指导，如 #FB" 年化学系学⽣所作的毕业课题有光学
异构物，格⾥那德试剂及格⾥那德反应的应⽤，译
;0&&定量分析，⼈体化学泛论，⼏个有机物之理论概
念，原⼦构造与光谱，芳⾹族化合物构造的理论，利

⽤花⻘素为⽯化⽤品之研究，⻝物营养素之分析，原

⼦核，罕⼟⾦属，&$’$( 放射线，电离质平衡，电离
学，染料，肥料的化学研究，纸浆⼯业之研讨等［*E］’
这些论⽂选题主要围绕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业化
学等⽅向展开，或与各指导教授的学术研究专⻓或

国外留学研究⽅向紧密相关，且与战时化学⼯业发

展密切联系，以适抗战之需要，这些研究论⽂题⽬均

发表在!国⽴⻄北⼤学校刊"副刊第 #B 期上’
⻄北联⼤还举⾏了许多学术演讲’#F!E 年，在

陕南六县举办了⼩学教师暑期讲习会，其中化学系

虞宏正教授$王景韩⽼师作了防毒的学术演讲，讲师
李志嘉$张栻$董兰麟$唐岱砺等⼈作了理化教材及
教法的讲演［*F］’⻄北联⼤为了积极推⾏社会教育，
还成⽴防空防毒讲习班，由时任化学系主任刘拓教

授担任指导，其中化学系学⽣讲演毒⽓之解释$性
质$种类$特征$威⼒以及如何防毒$治疗$消毒$防⽕
等内容 #C ⼩时，以灌输普通⺠众防毒知识［!+］’⻄
北联⼤还成⽴了⾃然科学讲习班［!#］，其中化学部分

由化学系主任及三四年级学⽣负责办理，讲演⻝物

常识及保存法$嗜好品之害处$农作物之病⾍害及其
预防法$造纸法之改良$⽣活⽤品之制法$毒⽓之防
御法$急救法及消毒法$淘⾦及新式采⾦法以及其他
化学制造常识，以推⾏社会教育’

五 结 论

抗⽇战争时期，国困⺠敝，⻄北联⼤的化学教育

却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诞⽣与发展，不仅成就了⻄北

地区⾼等化学学科的开端，⽽且为⻄北地区化学教

育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与⻄北地区当
时仅有的⾼等院校⽢肃学院(兰州⼤学前身)+新疆
学院(新疆⼤学前身) 以及⻄北⼤学之陕源的化学

教育状况⽐较来看: ( #) ⻄北地区⽢肃兰州仅有的
兰州中⼭⼤学( #F*D 年成⽴) ⼀年后改称为⽢肃学
院，还没有设⽴化学学科，直⾄ #FBC 年 E ⽉在⽢肃
学院的基础上成⽴国⽴兰州⼤学时，在其⽂理学院

才正式成⽴化学系"( *) #F!" 年成⽴的新疆学院⾄
#F!F 年才添设了理$⼯$农各学院，但还没有成⽴化
学学科，直到新中国成⽴后 #F"* 年新疆学院才设⽴
了化学系"( !) #F+*##F## 年的国⽴⻄北⼤学之陕
源陕⻄⼤学堂，在科⽬和课程设置中多以伦理为先，

次及经猷材艺，每周开设课程 !C 节，其中理化课程
仅 # 节，没有独⽴的化学课程’开办期间，考送学⽣
多不合格，主要为陕⻄中学堂学⽣，学制也⽆明确规

定，师资仅有 # 名理化教习，其教学⽬的也仅为陕⻄
地⽅培养⼈才’可⻅，这⼀时期根本不存在⾼等教
育意义上的化学教育’#F#*##F!D 年陕源国⽴⻄
北⼤学，直到 #F*! 年时才拟建⼤学预科和本科，⽽#BD##



本科只待有预科毕业⽣时⽅能筹办，预科学制 * 年，
本科 B 年’本科设有 #! 个科别，其中在⾃然科学院
设⽴了化学科’但在实际践⾏教育过程中，因本科
缺乏合格的招⽣对象，加之所聘师资与学校原定课

程设置所需不符，只好因⼈设科，按实际情况设⽴数

理化学科专⻔部，其中化学$化学实验由 #F*B 年 F
⽉到校的安徽⼈唐仰虞主讲，学⽣⼤多是旧制四年

制中学的毕业⽣( 不分⾼$初中)"可⻅，这⼀时期
虽设有化学学科，但教育规模很⼩，学科$学制$课程
设置$实验仪器设备$学⽣招⽣体制都很不完备，化
学教育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北联⼤在⻄北地
区 F 年期间，以留学美$⽇$德$英等国的化学⼈才为
其强⼤后盾，如专⻓于胶体化学$物理化学$应⽤化
学等学术领域的虞宏正$刘拓$张贻侗$陈之霖等教
授，他们扎根⻄北联⼤，将近代⻄⽅最先进的化学科

学引⼊⻄北，传播科学知识，开展学术研究，逐渐形

成了普通化学$有机化学$⽆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
化学以及⼯业化学等多学科体系’国⽴⻄北五校分
⽴合作时期，国⽴⻄北师范学院$⻄北⼯学院等校的
化学教育均是由⻄北联⼤化学系孕育⽽来，教授常

常兼任多所学校的化学课程’
由以上⽐较分析可⻅，⻄北联⼤不仅⾸创了⻄

北地区⾼等化学教育基本格局，迅速提升其整体⾼

等化学教育⽔平，为⻄北地区乃⾄全国培养了⼤批

的化学与化学教育⼈才，⽽且为⻄北地区化学科学

的发展与完善的⾼等化学教育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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