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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承前启后：从工业专门学校到交通大学 

第一节  校名变更 

1920 年至 1937 年是学校办学历史上最辉煌、使用校名最多的时期，但最大的

变化是从工业专门学校成为交通大学（先后称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交通部唐山大学、

唐山交通大学、第二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

院），尤以唐山交通大学之名蜚声中外并永久留在校友的记忆中。 

一、交通大学唐山学校（1920.12—1922.6） 

（一）筹建交通大学的纲领性文件 

交通大学的奠基者是叶恭绰。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玉甫）、誉虎，

号遐庵，广东番禺人，祖籍浙江余姚。父祖辈都是举人、进士。他先后任北洋政府

交通部司长、局长、次长等职，并曾于1918年游历欧、美、日本等地区与国家，

考察政治、经济、交通、教育。1920 年 8 月，叶恭绰出任北洋政府署交通总长。叶

恭绰以交通事业为己任，提倡交通救国，为交大改组合校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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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救国论 

早在民国初年，叶恭绰为筹划全国铁路总公司，深切感到交通事业亟需人才，

遂于 1917 年创设各路扶轮学校①。1922 年，叶恭绰出版《交通救国论》一书，强调

了交通的重要性。他认为，“交通固为一国之国防、经济及诸般事业之血脉，而增加

其效力，补助其缺陷者也。……国之于交通，犹鱼之于水也，人民之需要，当与衣

食住并而为四”。书中也指出我国交通事业发展的种种问题：“近十年来，各国交通

涨进之率，一日千里，而吾国则并其三十年前所已知已行之老派的，技节的新式事

业而不能守。”叶恭绰也提出一系列交通发展之条件，涵盖行政完整、军备整缩、教

育普及、实业发达等。其中事业非人才不能举，人才亦非任事不能成，“一种事业必

赖一种之人才，以创造维持之固也。然此种人才，其间必须经若干之陶冶，方能成

就。今吾国交通事业，其人才是否敷用，就其大体言，似国内外所养成之专门者甚

多，且时投闲置散，若果善任，当无不足，不知此但笼统言之耳”。他认为培养选拔

人才应“专精”，应注重分门研习之法，选拔已毕业之才俊更专习一门。同时他勇于

面对创设交通大学的质疑，谈道：“创设交通大学，世论犹多异同。然吾宁受疑忌，

而不之恤，何也？盖诚见其需要之急也。……此而不预备，则他日之困难必过于今。

虽然所谓养成人才，非只授以应有之知识、技能而已。” 

                                                        
①“扶轮”源自国际性组织“扶轮社”，宗旨是倡导公益、慈善、和平，铁路学校采取此名。 



 

3 

第
一
章  

承
前
启
后
：
从
工
业
专
门
学
校
到
交
通
大
学                   

1920 年 12 月 12 日，叶恭绰以“交通要政，亟需专材”为由，向北洋政府徐世昌

总统呈署“交通总长叶恭绰呈大总统拟订统一交通

教育办法，请将北京邮电、铁路两校及上海、唐山

两工业学校改为交通大学文”①。他认为：“国家实

力之展拓，以交通之发达为始基，而一切事业之设

施，尤以人才之适用为先著，是交通与教育二者，

倚伏相同，关系正密。”他在研究了我国交通事业和

交通教育的实况后提出：“近年以来，我国交通事业

迄无发展，深求其故，实由专门人才缺乏，不敷应

用。而专门人才之所以缺乏，则实由现有各学校学

制之不能统一。学制不能统一，即教授不能适应，

而所造就之人才，仍不能适如实际上之需要。”他认

为：“似此情形，自非妥筹良策，改弦更张，不足以

资整理而图进步。”同时，他还列举了当时各地分散办学的根本缺点：“各校散处数

地不相联属，当时成立本有先后，制度遂多歧异，加以历史上之关系，办法往往悬

殊，利弊遂多互见，管理既感困难，成效遂难预期，是组织之无统系，一也。各校

之设，重在专长，教育之精神宜谋一致，而学科之分配则不必强同。乃此校所设之

科彼校亦设，彼校所无之科此校或缺。或有预科复设中学，既曰专门又附小学。主

要之学科或略，骈枝之学级又增。精力既多虚糜，教育未能经济，是学科不联络，

二也。”他组织人员分赴交通部所属各校进行调查，细察情形，进谋改革，并提出了

相应解决方案，“拟将该四校校制课程，悉心厘定，分别改良，列为大学分科，而以

大学总其成，名曰：交通大学。上海、北京、唐山四校悉纳入焉。似此办法，可望

有明晰之组织，有一贯之方针，一面补前此之弊偏，一面图将来之发展。至各该校

设立有年，情形互异，应如何因革损益，分程各进，以符分科之精神；以及大学本

体应如何联合组织，收统一之实效，自应详慎审度，切实筹商，以期折衷尽善，借

副我大总统为国育才之至意。” 

                                                        
①《政府公报》第 1754 期，1921 年，第 12-13 页。 

 

叶恭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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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12 月 14 日，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叶恭绰成立交通大学的提案。21

日，徐世昌签署大总统令，准如所拟办理，

交通大学改组工作遂着手进行，并将筹组交

通大学之事交由交通部次长徐世章办理。

①1921 年 1 月 12 日，交通大学筹备处在北京

成立，除徐世章外，另有沈琪、陆梦熊、关

赓麟、郑洪年、蒋尊祎、胡礽泰、张缉光、

卢毅、徐洪、何瑞章、刘景山、刘式训、刘

成志、凌鸿勋帮同筹办交通大学事宜。②1921

年 1 月，筹备处拟定《交通大学大纲》。2 月，

经交通总长叶恭绰呈准后正式公布。大纲共

十四章三十八节，分别为校名、校址、经费、

学制、学程、董事会、校长主任及教职员之

任用、校长及主任之权责、评议会、行政会

议、教务会议、教务处、事务处、附则，这

是组建交通大学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因

其历史地位之重要，照录全文： 

交通大学大纲 

第一章  定名 

第一节  本大学定名为交通大学。 

第二章  校址 

第二节  就原有之校址及设备，暂将经济部各科设于北京；理工科各部设于上

海及唐山；中学各依其所附属之学校；专门部各科及特别各班，各依临时之需要

而定。 

第三章  经费 

第三节  以交通部育才经费及其他所筹得之款充之。 

                                                        
①②《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37）》第 1 卷，第 348 页。 

 

叶恭绰为学校《民二三级毕业纪念册》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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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制 

第四节  本大学分经济部、理工部、专门部，另设附属中学及特别班。 

（甲）经济部设左列之各科：交通科、商科。 

（乙）理工部设左列之各科：土木工科、电气科、机械科、造船科。 

（丙）专门部设左列之各科：铁路管理科、土木工科、邮电科、电气科、商船科、

机械科、商业科。 

（丁）中学为大学各部之预科，各依其所属之学校分为文、实两科。 

（戊）特别班因需要之情形得设传习班及养成所等。 

第五章  学程 

第五节  大学经济部、理工部四年毕业，授以证书称学士。毕业后得专攻一门，

一年后考验及格得晋授以相当学位称号。 

第六节  专门部三年毕业，给以证书，称业士。 

第七节  附属中学四年毕业，给以证书。 

第八节  特别班毕业年限各依学科与需要临时定之，毕业后给以证书。 

第六章  董事会 

第九节  董事会董事应具左列资格之一： 

（甲）有工业或经济专门学术者。 

（乙）富有教育经验者。 

（丙）曾办理交通事业卓著成绩者。 

（丁）捐助巨款于本大学者。 

第十节  董事会董事以二十一人为限，每三年改举三分之一，第一、二次用抽

签办法定之。改选董事由留任之董事行之。第一次之推举由临时董事会行之。 

第十一节  董事会候补董事以十人为限。遇董事出缺时递补。 

第十二节  董事会之权责如下： 

（甲）规定教育方针。 

（乙）核定学科与规章。 

（丙）筹划经费。 

（丁）监督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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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推举校长。 

第七章  校长、主任及教职员任用 

第十三节  大学设校长一人，由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董事之推举，经由交通部呈

请大总统任命之。 

第十四节  各学校设主任各一人，由大学校长推举，经董事会同意聘任。 

第十五节  附属中学主任由所附属之学校主任推举，呈由大学校长聘任。 

第十六节  各特别班主任均由大学校长聘任。 

第十七节  各学校所属教职员，均由各校主任聘任，呈报大学校长。 

第八章  校长及主任之权责 

第十八节  大学校长主持全校教育管理事务，统辖各校主任暨教职各员，稽核

其称职与否而掌其进展。 

第十九节  大学校长督率其各校主任，会同各科科长，教育审察学生学业成绩、

操行，照章赏罚，整肃校规。 

第二十节  大学校长裁定经费出入，督饬各校会计员造送预算决算，送报交通

部及董事会核销。 

第二十一节  各学校主任承校长之命，办理一校教育管理事务，统辖教职各员，

稽核其称职与否，而报告于校长。 

第二十二节  各学校主任承校长之命，办理第十八节、十九节各事项。 

第九章  评议会 

第二十三节  评议会以校长、学校主任、教务长、事务长及各科科长暨教授互

选之若干人为会员。 

第二十四节  评议会以校长为会长。校长不在当地时以学校主任为会长。 

第二十五节  校长或学校主任遇有校务讨论时得召集评议会。 

第二十六节  评议会之职权如左： 

（甲）评定及修改各种之规章。 

（乙）讨论一切兴废事宜。 

（丙）议决各教科之设立及废止。 

（丁）审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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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审议董事会、校长或学校主任咨询事项。 

第十章  行政会议 

第二十七节  行政会议协助校长规划、推定全校事务，以校长、学校主任、教

务长、各常设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及事务长组织之，校长为议长。 

第二十八节  各行政委员会协助校长规划、推行各部分事务。各委员会委员由

校长从教职员中指任，征求评议会同意。每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校长于委员中

指任之。凡校长出席委员会时，以校长为主席，否则委员长为主席。 

第二十九节  常设委员会如左： 

（一）组织委员会：协助校长调查及编制内部之组织。 

（二）预算委员会：协助校长编制预算案。 

（三）审计委员会：协助校长稽核用途、审查决算及改良簿记法。 

（四）任用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任用教务部分职员之资格。委员以教授为限。

本委员会非校长或其代表人列席不得开会。 

（五）图书委员会：协助校长谋图书馆之扩张与进步。 

（六）工厂委员会：协助校长谋工厂之扩张与进步。 

（七）仪器委员会：协助校长谋仪器之扩张与进步。 

（八）出版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编译之图书，规划推行出版事务。 

（九）庶务委员会：协助校长谋庶务之推行与进步。 

（十）其他委员会：协助校长以所任事务定其名称。 

第十一章  教务会议 

第三十节  教务会议以教务长及各科科长组织之，协助校长及学校主任规划教

务，督促进行。 

第三十一节  各科教授会由各科教授、讲师、助教组织之，规划本科教授上之

事务。 

第十二章  教务处 

第三十二节  教务长为教务处之领袖，由各科科长互选之。 

第三十三节  各科科长由本科教授会教授互选之。 

第十三章  事务处 



 

8 

（
第
二
卷  1920

—1937

） 

第三十四节  事务处管理庶务，设事务长一人，事务员若干人，分掌各事务。 

第三十五节  事务长为事务处之领袖，由校长于事务员中委任之。 

第三十六节  事务处设事务员若干人，由校长委任。 

第十四章  附则 

第三十七节  本大纲经过半数以上董事之提议，四分之三以上董事之出席，出

席人四分之三以上之决议，得修正之。 

第三十八节  本大纲自交通部核准之日起施行。 

《交通大学大纲》是办学治校的根本性规章制度。《交通大学大纲》仿照国外大

学体制，设立了董事会和教授会为基础的组织架构，体现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

的现代大学理念。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关，具有“规定教育方针、核定学科与

规章、筹划经费、监督财政、推举校长”等重要权责。教授会为参与大学治理的重要

单位，职权为“规划教务，督促进行”。《交通大学大纲》中关于行政权、学术权的有

序分配，体现了叶恭绰“教育独立”的办学思想和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

精神，保障大学免受政局动荡的干扰。《交通大学大纲》和叶恭绰的呈文、徐世昌的

大总统令，也成为交通大学组建的纲领性文件。 

（二）交通大学首届董事会的成立 

1921 年 3 月 8 日，交通大学筹备处依照大纲规定成立董事会，并按照大纲第

九节规定，有工业或经济专门学术者、富有教育经验者、曾办理交通事业卓著成

绩者、捐助巨款于本大学者，方可担任董事会董事，推举严修、唐文治、张謇、

梁士诒、叶恭绰、徐世章、陆梦熊、沈琪、刘成志、邝孙谋、关赓麟、郑洪年、

凌鸿勋、孙鸿哲、刘景山、黄霭如、钟锷 17人为董事①。9 日，董事会在北京召

开第一次会议，通过《董事会章程》，选举叶恭绰为校长。②14 日，在第二次董

事会上，修改董事会章程，推举徐世章为董事长，推举董事郑洪年、钟锷、孙鸿

哲为常务董事。14日下午，召开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北京、唐山、上海三

                                                        
①《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37）》第 1 卷，第 359 页。 

②《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37）》第 1 卷，第 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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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各添设副主任一人，以及三校之专业设置。24日，政府正式任命叶恭绰为交

通大学校长。  

4月7日，交通大学总办事处在北京成立，总理京、唐、沪学校事务，校长驻

京办公。4 月 16日，董事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任命

北京、唐山、上海三校正、副主任，并对北京学校

组织计划、唐山和上海两校补习科目办法、交通大

学预算进行讨论审议。4月28日，董事会召开第五

次会议，推举周诒春、王景春为董事，议定交通大

学开办费用暂定为1063400元。8 月 25 日，董事会

召开第六次会议，推举荣宗锦、简照南为董事，至

此 21 名董事全部产生；会议还决定具函交通部，请

于财政稍好时仍继续拨付原定交通大学二、三期开

办费。11 月 15日，董事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对学校

预算、地亩等事项进行讨论。 

（三）交通大学的正式成立 

根据《交通大学大纲》规定，交通大学分经济部、理工部、专门部三个部，另

设附属中学及特别班。交通大学之下，设立北京学校、唐山学校、上海学校。学校

也因此改称交通大学唐山学校（简称“交大唐校”），上

海工业专门学校改称交通大学上海学校（简称“交大沪

校”），北京邮电学校和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合并改称交通

大学北京学校（简称“交大京校”）。交通大学改组调整

工作于 1921 年 6 月完成。1921 年 7 月 1 日交通大学正

式成立。学校也正式更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9 月 10

日，改组合校后的交通大学正式开学。同日，京、唐、

沪三校举行开学典礼，宣告交通大学诞生。北洋政府总

统徐世昌赠送题字“万汇棣通”匾额以示祝贺。 

 

徐世章 

 

徐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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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题写的匾额 

校长叶恭绰就近参加京校开学典礼。他在开学致词中表达了他的办学理念，

也寄托着他对交通大学美好前景的期望。他在致词中说：交通大学的办学宗旨是

培植技术人才，拥有“鸿儒硕彦”的教员和“俊髦优秀”的学生，管理师法欧美，设

备酌备中西。虽然办学地点分散，然而精诚团结。他满怀信心地预言，交通大学

“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

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

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同时告诫修学诸君，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求学术，

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

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

愈精，应用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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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绰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致辞 

二、交通部唐山大学（1922.6—1928.2） 

（一）大纲的修订与董事会的解散 

1921 年 12 月，亲日派梁士诒在奉系军阀策划下，被推另行组阁。但是吴佩孚

等反对梁组阁。1922 年 4 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军阀混战。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

下，直系取胜，奉系失败，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交通系首领、亲奉系的梁士诒

内阁垮台，作为交通系骨干的叶恭绰被通缉，逃亡日本。1922 年 5 月 6 日，北洋政

府任命内务总长高凌霄代交通总长，24 日，又任命高恩洪为交通总长。高恩洪上台

后，极力肃清交通系的势力和影响，对叶恭绰建立的交通大学，必欲除之而后快。5

月 9 日，交通部任命交通部参事陆梦熊为交通大学校长。陆梦熊到任后，即以“交通

大学为本部直辖学校，与私立者不同，当然以本部为最高监督机关。所有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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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学科之规定与夫筹划经费、任用志愿，自属本部职权，并无另设董事会之必

要”①为由，下令修改《交通大学大纲》，大纲分十三章三十三节，取消董事会设置，

并撤换北京、唐山和上海三校正副主任。5 月 19 日，国务会议通过《修正交通大学

大纲》，叶恭绰校长去职。直系军阀拿董事会“开刀”的根本原因是，第一届董事会中

亲交通系的人占多数。 

 

交通部唐山学校时期毕业证书 

（二）上海、唐山、北京三校的分设 

北洋政府的做法遭到交通大学师生和社会舆论的坚决反对。1922年5月23日，

京校学生发起“驱陆学潮”，很快得到唐山、上海两校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27日，

沪校学生电请交通部恢复学校董事会制度；30 日，又电请校长陆梦熊辞职。6月5

日，沪校学生以董事会为大学根本、部令取消为由，全体罢课反对，并派代表入京。

上海教职员及社会知名人士张謇、唐文治也先后电请交通部恢复交通大学董事会。

6月8日，京校学生罢课。 

                                                        
①《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30）》第 1 卷，第 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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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陆梦熊被迫辞职。6月15日，交通部

改派参事关赓麟接任交通大学校长。沪校学生拒不接受，继续罢课。6月22日，交

通总长高恩洪深恐事态扩大，即以“交通大学组织未善”为由，提交国务会议议决，

将交通大学改组为两所独立的学校。7月6日，交通部训令交通大学三校，“本部提

议将交通大学改设两校，上海一校名曰交通部南洋大学，唐山一校名曰交通部唐山

大学，各设校长，均直辖于本部。其北京学校各科分别编入沪、唐两校，当经提出

国务会议准。国务院函开：贵部提出交通大学组织未善，拟分设两校一案，经国务

会议议决照办等因，应即分别进行。现在唐校校舍不敷，其由京编入唐校各科，准

暂在北京授课。除各该大学规章另行规定外，合行令仰该校遵照。”学校奉命独立，

改称交通部唐山大学，沪校改称交通部南洋大学，京校各科分别编入唐、沪两校。①

这个决定引起京校师生激烈反对。7 月，交通部颁布《交通部直辖大学通则》，通则

共分九章二十八条。通则中，增设校董会，拥有“计画并扶助学校之进行，稽察财政

及校产”之职权。同时按照通则要求，京校保留，改称唐山大学北京分校，但京校学

生仍然坚持斗争。1923 年 3 月 1 日，北洋政府又将唐山大学北京分校改名为北京交

通大学。交通大学一分为三，三校鼎足而立。1924 年 9 月，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占领

学校，将其充作伤兵医院，学校被迫停课。直系军队走后，张作霖的奉系军队又占

领学校，直至 12 月才撤走，学校前后停课 4 个月。 

（三）交通部唐山大学锦县分校的建立 

1926 年秋，校长常荫槐发现京奉铁路局历年拖欠学校办学经费尚有 20 余万元，

而东北各省铁路纵横，尚无一所铁路高等学校，于是决定利用此款筹建交通部唐山

大学锦县分校，设管理、工程、矿冶三系。1927年春，交通部唐山大学锦县分校正

式成立，教师多是唐山大学留学生，常荫槐兼分校校长，这是锦州第一所大学，也

是东北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交通部唐山大学锦县分校校址定于锦县火车站西，占地

352亩，并立即兴工建设校舍，要求1927 年9月中旬开学。同年夏，招收预科班及

                                                        
①《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37）》第 1 卷，第 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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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习班学生共计 90 多人，因新校舍尚未落成，暂借电灯厂房屋当临时校舍。9 月 19

日，唐山大学锦县分校开学，校长程崇前往主持开学典礼。在祝词中，程崇认为中

国“几几贫弱而无以自存”，原因之一就是“交通事业之不发展”，而“欲求交通事业之

大发展，非得富于文、通知识之专门人才，必不能胜任而愉快。但人才非培养于平

日，必不能取给临时。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思鸮炙，不可得也”。他也希望唐山大

学锦县分校能“人才辈出，致国家于强盛”。①1927年9月，唐山大学锦县分校改名

交通部锦县交通大学。1929 年 3 月，交通部锦县交通大学改归东北交通（财务）委

员会直辖。1929年4月，改称东北交通大学，由张学良兼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交通大学内迁北平，先后借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东北大学校舍复学，所有学生

毕业后，学校予以解散，原锦县校址也毁于战火。 

 

交通部唐山大学毕业生合影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建议政府仿效法国教育制度，

改用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并对此解释道： 

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

                                                        
①《交通教育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28 年，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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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逐使教育部名

辞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

术及教育之机关也。① 

6月，国民党教育行政委员会仿照法国教育行政制度，中央设中华民国大学院，

主管全国教育，地方试行大学区，取代民国以来中央政府设教育部、各省设教育厅

的教育行政制度。大学区以一省为单位，每省设国立大学一所，以所在省名为各大

学名称，总管本省内一切学术教育事宜。大学区制最先试行于浙江、江苏、河北三

省。但是实施过程中，矛盾重重。1928 年 10 月 20 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改大学院

为教育部。1929 年 7 月 1 日，大学区制停止试行，学校因不在南京国民政府管辖范

围内，故未纳入大学区制试点，校名也一直没有更改，交通部唐山大学校名一直沿

用至 1928 年。 

三、唐山交通大学（1928.2—1928.6） 

1928年2月28日，北洋政府交通部指令学校改名唐山交通大学。此后国民党

军队进行的北伐战争迅猛发展。6月8日，北伐军进驻北京。6月15日，国民政府

宣布南北统一。国民政府交通部委派孙鸿哲为接收委员，接收学校。 

 

                                                        
①《大学院公报》第 1 年第 1 期，1928 年 1 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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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校园全景 

四、第二交通大学（1928.6—1928.9） 

1928年6月29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公布《交通大学组织纲要》。纲要规定，学

校改称第二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改称第三交通大学，上海的南洋大学，因早已

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内，已于 1927 年 7 月改称第一交通大学。 

五、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1928.9—1931.8） 

1928年9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交通部直辖交通大学组织大纲》，9月8日，

交通部依据大纲规定，将第一交通大学、第二交通大学、第三交通大学，改组为交

通大学。新的交通大学校部设于上海。上海校部设机械工程学院、电机工程学院、

交通管理学院；唐山设土木工程学院，称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第三交通大

学归并上海的交通管理学院，因第三交通大学反对强烈，后又决定将第三交通大学

改为交通管理分院，不久又改称交通大学北平交通管理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

程学院”这个名称沿用到 1931 年 8 月。 

1928年10月，为加快铁路建设，国民政府将交

通部内的路政司升格为铁道部，孙中山之子孙科①被

任命为首任部长。11月27日，国民政府以“以专责成

而明系统”为由，将交通大学及留学各事移归铁道部管

辖。 

孙科在铁路教育中推行“交通行政与交通教育相

辅而行”的政策，并把培养交通建设的专门人才视为实

现铁道部整个建设计划的关键。他认为：“建设之道百

                                                        
① 孙科（1891—1973），字连生，号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孙中山之子。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莱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07 年加入同盟

会。先后任大元帅府秘书、广州市长等职。1928 年 10 月，任铁道部部长。 

 

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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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而交通建设为之枢纽，人才为其骨干。”①并提出交通大学建设为期十年的人才

培养计划和校务计划，人才规划是要在未来10年内，培养出具有高深学问的专门

人才2800名，其中包括土木工程师 1000名，管理学家1000名，机械工程师500

名，电机工程师300名。校务规划主要是改善组织，增加经费，提高程度，充实内

容，增进教学功能，改善教师待遇，部路校联成一体，订行有关实业计划之研究试

验及调查工作，改订毕业生实习及留学办法等。这个计划规划了交通大学这一时期

建设发展的方向。交通大学的校歌、校训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拟定。学校的科系在这

一时期也有了较大进展，“故校中师生，均得安心就读，勤求学业，蔚成良善校风”。 

1929年7月2日，铁道部颁布《交通大学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唐山、北平、

上海三处的交通大学各学院合并，统称铁道部交通大学，校长由铁道部部长孙科兼

任，校务统一于上海本部。交通大学以“遵依总理遗教，养成三民主义，化之交通建

设专才为宗旨”。交通大学设下列各学院：铁道管理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机械工程

学院、电机工程学院。学校名称没有变更，仍称唐山土木工程学院。 

192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

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兼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1930年10

月，孙科不再兼任交通大学校长职务，由副校长黎照寰②接位。黎照寰文理兼通，

学识渊博。他任交通大学校长后，重视数理化及工科基础课程，强调实践环节，对

学生管理严厉，交通大学“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特色就是在这

一时期定型的。 

1929年8月9日，交通大学发布训令，规范

各学院名称。学校规范名称为交通大学唐山土木

工程学院。10月28日，交通大学第二次临时校务

会议上，学校通过了英文校名及主要职员名称案，

英 文 校 名 为 “ Chiao-Tung University ， Tangshan 

                                                        
①《交大三日刊》，第 41 号，1930 年 4 月 2 日。 

② 黎照寰（1888—1968），字曜生，广东南海人。1907 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理学

士、纽约大学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硕士等四个学位。  

黎照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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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①但是“交大三院，历史各殊，优点大异，教程风气，

亦不尽同”，一切事务由交大沪校代办，以至误会频频，沪校以总校自居，以平唐两

院为分校。这也为 1933 年夏，因招生名额过少及教务独立两事，学校与交通大学当

局的僵持局面，埋下伏笔。1933 年 8 月，交通大学决定，沪、唐、平三处参加者为

校务会议，而在上海本部设事务会议，属于沪校的校务行政事宜归事务会议讨论。单

独讨论沪校教务问题的会议，称为上海本部教务会议，以便将沪校事务与交通大学事

务有所区分。1929年，学校院务会议上，学校采纳学生代表刘元敬的建议，同年暑

假招收学校第一名女生朱颖卓。她于1933年6月毕业，为中国第一名女工程师。 

六、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1931.8—1941.7） 

（一）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1931年8月1日，学校矿冶工程系正式建立。因为矿冶工程系的建立，院长李

书田就认为学校应该改名，理由如下：“（一）大学条例只有工学院，而无土木工程

学院之规定；（二）上海工程各院稍缓亦须并为南洋工学院；（三）校长及书田皆拟

在本院增设铁道机械工程学系，与经济地质，及采冶等学系；（四）在本院未增设上

述各系前，固有市政卫生工程学系，或改为水利卫生工程学系，而在欧美各大学中，

近来往往认为卫生工程之性质及范围，有自土木工程分出而独成一系之必要，则本

院内现有各系，已可认为具有合成一工学院之资格；（五）因组织上之不同，上海各

工程学院如即时合并，则有事实上之困难，而本院则无此项困难。根据上项理由，

本院预备于二十年度开始前，呈请校长，易名为唐山工学院。”②李书田呈交通大学

校长黎照寰，曰：“本院名称因环境不同屡次更改，最近始定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

土木工程学院。兹又因蒙部校准予自暑假后恢复采矿冶金工程学系，是土木二字范

围较狭，不能包括矿科而有之。拟自本年八月一日起本院名称改为国立交通大学唐

                                                        
①《交通大学年报》，1930 年 8 月，第 68-74 页。 

②《交大唐院周刊》第 11 期，1930 年 12 月 1 日，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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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工程学院，庶几名实相符。”铁道部随即批准。①学校改称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二）“留津”和“南下”的分歧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

进攻，进而侵占东北三省。1933年春，已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日军又向华北进犯，

日本军机盘旋学校上空，散发传单，汉奸李际春、赵雷的军队侵占学校南操场进行

操练，学校教学无法进行。这种情况下，1931级学生认为，既不能赤手空拳，抵御

外侮；又不欲沦身异族，徒作牺牲，则维持学业，刻不容缓，遂决定南迁上海，学

校重要仪器及书籍，开始运往天津租界保存。但是，全体学生抵津后，形成“留津”

和“南下”两派，争持甚烈。“留津派”认为：“（借沪校上课）则恐总校将有合并之议，

唐山历史，或将荡然无存。”学校当局也担心学校历史就此结束，所以通知学生到天

津后，就此解散。“南下”派认为：“欲保全母校，正须力谋课业之继续，有一日之课

程，即有一日之团结，只要教授同学，互相维系不散，母校万无消灭之理，倘云解

散，同学形体涣失，存校恐正足以亡校也。”经过艰难协商，最后形成决议，大四学

生暂留天津，其他年级南迁上海。 

（三）护院运动的开展 

1933年4月20日清晨，三个年级的学生在阴雨蒙蒙中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22 日抵达上海，借住于交大沪校。24日，四年级同学也全部到达上海。交通大学

校长黎照寰电催学校教授尽快来沪复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学校教职工陆续来到

上海。5 月 13 日，全体教授在沪决议，5 月 15 日起，借沪校课堂、设备复课。5 月

15 日，学校在上海举行了二十八周年纪念日，纪念会现场简直“忧闷惨淡”。《交大唐

院民二四级纪念册》记载：“到上海上课仅五星期，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护院运动。”

交通大学当局认为唐山地处边陲，没有成立学院的必要，拟把学校并入沪院，这种“心

理上已把华北失掉的见解”，大招学校师生的不满，学院学生和校友掀起护院运动。

                                                        
①《铁道部指令》，1931 年，第 3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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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忠忱曾当面质问提出合并建议的人：“What you mean！Mean what you say！”（把

你的真正想法说出来！你说须是你心里真正所想的！）5 月 28 日，学校各地校友会

派代表到沪举行各地唐山校友会扩大会议。校友杨杏佛发言说：“当这国难的关头，

不仅是像唐山这样学校，不应缩小，却极须扩充，方为合理。现在我国教育破产，

要使教育有办法，必自全国学校‘唐山化’起。”①会议最终议决组织“各地唐山校友会

联合办事处”，设于上海唐山校友会址内，并推举代表八人赴铁道部请愿维持学校之

独立存在。几经交涉，最后决定学校仍维持独立。 

（四）沪上期间的艰苦生活 

在借沪校复课期间，学校教学条件十分艰

苦。1933届校友林同骅曾记道：“1933年初，

日本侵华加急。唐山靠近前线，遂全校师生

迁移上海，借上海交大课堂、宿舍应用。其

校中有楼房一座（称上院）。因其陈旧不堪，

原拟毁坏重建，就把我们这一批逃难的同学

安排在上院居住，那里的门窗、地板十分破

烂，房中蚊子嗡嗡直叫，枕下爬满臭虫，地

上老鼠跑来跑去，我们深受‘海、陆、空’威胁。

初到几夜，我们不能安眠，一二周后则渐渐

习惯，亦不为苦。我常坐在蚊帐内，将书放在帐外看，每翻一页，则伸手帐外翻，

翻后再将手收回，以免蚊子叮咬。在这困苦环境中完成了毕业考试。”②1933 年 6

月 24 日，学校 1933 届毕业生 65 人在上海毕业，其中有我国第一位工科女大学

生朱颖卓。毕业前，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宴请了全体毕业生，并赠言：“科学救

                                                        
①《交大唐院季刊》第 3 卷第 2 期，1934 年 6 月，第 1-10 页。 

②《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 4 页。 

 

学校史上第一位女生朱颖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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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革命。”1931 级学生对这一年流亡生活记录道：“此次迁沪，为时将及一

年，同学学业之损失，学校财产之破坏，处处均足亡校而有余。苟非校友热心，

同学团结不散，又安有今日之弦诵不辍？经此教训，吾侪在校者，当知求学之不

易，亟应刻苦攻读，琢磨工具；离校者更应本其所学，努力工作，以求有利于国

家，勿负于母校；纪念校难，其在斯乎！” 

（五）返回唐山 

1933年5月31日，一心忙于内战和消灭共产党的国民政府决定妥协，急派黄

郛赴北平与日军谈判，最终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

迅速撤退到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

划绥东、察东、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这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对我国东三省及

热河的占领。唐山被划入“非武装地带”，得到暂时的“平静”。7 月 1 日，学校师生

离沪北返至北平，由于学校校园早在 5 月 19 日即被汉奸李际春部队占据，师生只

能暂住交大平院。8 月 10 日，学校当局返回唐山，开始与驻军交涉迁让，以便开

学。10 月 17 日收回校舍，10 月末，师生员工返回唐山。12 月 13 日复课。校友李

为坤就回忆道：“幸赖我院长孙公之坚忍交涉，教授之同心协力，校友先辈之热忱

辅助，与夫在校同学之团结一致。故华北麤安，竟能复归于唐山，赓续其使命。”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学校师生在院长孙鸿哲带领下，以自己

的方式与日伪展开不屈的斗争。1935年，校友和全体教职员捐建校友厅，新建矿科实验

室，改修西讲堂。5月15日，学校隆重举行三十周年纪念庆祝会，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

出席。他肯定了学校的建设成绩：“学校成绩，年有进展。现在服务于各路者，咸能本其

所学，为国家谋建设。举凡线路之规划、轨道之敷设、桥梁之构造、机厂之建设以及各

种工程之设计等，均有极大之贡献。推厥所自，何莫非本院教职员诸君，三十年来群策

群力，惨淡经营之所致。”同时，他对学校师生也提出殷切期望：“值兹纪念良辰，旧雨

新知；雍穆一堂，尚冀益自淬励，力求精进，有厚望焉。”学校已然成为冀东大地上的一

棵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校名一直沿用至1941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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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下令学校校名更改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北平铁道管理联合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