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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通大学西迁历程看西迁精神

霍有光
(西安交通大学 档案馆

,

陕西 西安 71 X( 洲9 )

〔摘 要〕 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形成的西迁精神
,

只能从西迁的历史中归纳与寻找
,

只能从交大人响应周

思来总理
“

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
”

中去认识
。

交通大学 (西安 )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西迁精

神
,

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条 : ( l) 服从国家全局利益
,

开发大西北的拓荒者精神 ; ( 2) 自强不息
,

建设名校的艰

苦创业精神 ; ( 3) 敬业奉献
,

建设西部工业基地
、

向科学进军的攀登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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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洲万 年 4月
,

西安交通大学将迎来建校 110 周年里迁

校 50 周年纪念日
,

校方打算总结西迁精神
,

也准备召开学

术研讨会
。

无疑
,

每个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都会形成

自身的办学精神
,

这种精神既有共性的内容
,

也有个性的

内容
。

毋庸 t 疑
,

大陆四所交通大学有普共性的办学精神
,

主要是在同宗同源的演化历程中逐渐形成发展的
。

然而
,

西安交通大学还有其他三所交通大学未曾有过的办学历程
,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迁精神
。

要了解交大西迁精神
,

只能

从西迁历史中
,

通过实事求是的械理
,

进行科学的归纳与

总结
。

19 54 年
,

由于台湾海峡形势紧张
,

中央作出了关于沿

海工厂
、

学校内迁的战略决策
。

1孙5年 4 月初
,

高教部根

据中央决策
,

形成部务会议文件— 《1仍5年到 1仍 7年高

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 (草案 )》
,

明确提出
: “

将

上海交通大学内迁西安
,

于 1另5 年在西安开始荃本建设
,

自 1仍6年起分批内迁
,

最大发展规模为 1双目 )人
。 ”

鼓康校

长迅速在校党委会和校务委员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交通大

学迁校的决定 ; 4 月中旬
,

总务长任梦林
、

基建科科长王

则茂前往西安选择校址
。

5 月中旬
,

彭康校长电请朱物华
、

程孝刚
、

周志宏
、

钟兆琳
、

朱麟五等若名教授
、

系主任来

西安
,

共同察着
、

商议并选定校址 ; 5 月下旬
,

通过了

(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的决定》
。

(决定》 指

出 : “ 1姑 5年和 1
956 年人学班级以及该等班级的教师和相

当的职工
,

于 1姊学年度起在西安新址进行教学 ; 其余的

师生员工于 l另 7年粉假前基本完成擞迁任务
。 ”

历史名城西安出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建

校景象
。

195 5年 8月
,

交大在西安成立办事处
,

开展迁校

征地和筹建新校区工作 ; 10 月 26 日
,

交大西安新校园首批

工程破土动工
,

兴建的项目包括教职工宿舍
、

学生宿舍
、

中心教学大楼和饭厅等
。

11 月
,

《交大》 校刊正式公布

《交通大学迁校方案 (摘要 )》
,

共包括 or 个部分
。

(方案》

要求
: “

在 195 于一一 195 7 两学年内
,

分批将全校师生员工
、

器材设备无损失
、

安全地迁往西安 (其中电讯工程系迁往

成都 )
,

并保证自 1956 年起开始在西安招生
,

以及准时地

按教学计划进行教学
。 ”

也就是除造船系 (并人上海造船学

院 ) 留在上海外
,

交大所有的系
、

专业必须西迁
,

按
“

55

一 56 学年署期
、

56 一 57 学年寒假
、

56
、 57 学年粉假

’

分为

三批
,

将机械系
、

动力系
、

运起系
、

电力工程系
、

电制系
、

电讯系等 6 个系 (包括 42 个教研室 ) 的全部教师及熟 个

实验室迁往西安
。

共计西迁教职工 14刀 人 (其中教师 63 2

人
,

职员 3卯人
,

工人 礴印人 )
,

学生 28 12 人
。

1956年 6月
,

张鸿副教务长
、

苏庄副校长率领第一批

教职工及家属由上海徐家汇出发
,

乘专列迁往西安新校址
。

9 月 10 日
,

交大西安部分在
“

西安人民大厦
”

举行开学典

礼
,

陕西省与西安市主要负贵人以及专程从上海来西安的

几位系主任等参加了大会
。

苏庄副校长在开学典礼讲话中

宜布
: “

我校— 首批一
、

二年级— 的内迁工作
,

已经基

本完成
,

新学年就要在新校址— 西安市— 开始了
。

… …我们对它 (西安 ) 已经向往很久了
,

预祝学校在此安

家立业
,

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

发挥更大的作用 ; 预

祝学校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

因此而更加丰富和得到进

一步的发扬光大 !
”

至此
,

一二年级和夜大学的闷仪刃位同

学
,

开始在新校址上课
,

其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年级注册

新生 21 37 人 (机械类 1357 人
,

电机类 月斟人
,

动力类 3 16

人 )
,

夜大学学生 l印余人
。

不难着出
,

从选择校址到学生如期开课
,

在短短一年

多的时间里
,

交大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大西北激情的鼓舞下
,

创造了令世人展惊的
“

交大速度
”

! 基建
、

擞迁
、

教学同步

展开
,

迁校工作如精确运行的钟表
,

按部就班
、

井然有序
。

但是
,

进人 1仍7年
,

交大西迁却出现了曲折
。

3 一 5 月
,

全

校联系迁校问题
,

讨论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

次 (扩大 ) 会议的报告—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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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部分师生员工的思想出现了波动
,

并
“ `

鸣放
’

出

来一些愈见
”

来
:

有的认为迁校不正确
,

不该迁 ; 有的认

为在西安设分校 ; 有的认为可以级迁 ; 有的认为在上海设

分校 ; 有的认为宜传工作有偏差
,

光讲事情有利的方面
,

《校刊》 在迁校宜传中有夸大和片面之处 ; 甚至
,

在校务委

员会扩大会议上
,

得出了大多数人的
“

综合意见
” ,

即 : ①

根据情况的变化
,

现在大家认为以不迁为宜
,

同时西安部

分有步骤地迁回上海 ; ②高教部如果认为播在西安设一所

多科性工业大学
,

交大可进行支援
。

5月 加 日
,

国务院
、

高教部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交大迁校问题
。

国务院曾为此召

开了两次常委扩大会议
。

5 月 28 日
,

周总理听取了交大领

导汇报之后
,

当晚又找几位老教授到中南海交谈
,

座谈会

从晚 7 时一直开到深夜 2 时
。

6月 4 日
,

周总理先在西华厅

离所召集包括交大彭康
、

苏庄在内的少数领导同志开会
,

接着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会议上作了长

篇精辟的讲话
。

随后
,

交大西安部分与上海部分
,

立即传

达了周总理的讲话精神
。

6月 7 日
,

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

长专程飞沪
,

亲自传达周总理关于迁校问题的讲话
,

并负

贵处理交大迁校事宜
。

然而
,

关于迁校问题的争论并没有

因此而平息
,

中央把本该是一个小范围讨论的问题
,

不得

不公之于全国
。

在前后 or 天左右的时间里
,

发生了交大人

应该水远珍惜的历史回忆
:

. 6月 19 日
,

《人民日报》 和 《光明日报》 同时全文

发表新华社上海 18 日电 (即 (解放日报 ) 与 (文汇报 ) 18

日刊登的消息 )
: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谈周总理

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
。

全文共有 6个小标题
: ①交大迁

校问题应该周密考虑
。

②院系调整是必要的
。

③上海支援

外地义不容辞
。

④交大全擞西安虽有困难
,

但好处多
。

⑤

交大擞回上海有好处
,

也有不少困难
,

但支援西北的方针

不变
。

⑥迁西安
,

回上海
,

由交大师生研究考虑
。

同日
,

(人民日报 ) 在一
、

二版全文刊发了毛主席 (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一文
。

. 6月 20 日
,

《陕西日报》
、

《西安日报》 等报刊全文

转发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谈周总理对交大迁校

问题的愈见》
,

《陕西 日报》 还加了 “

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
,

支援西北义不容辞
”

的副标题
。

《光明日报》 发表 “

据新华

社上海 19 日电 (即 (解放日报》 与 (文汇报》 19 日刊登的

消息 )
” ,

题目是 : “

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主张交通大学迁西

安
” 。

. 6月 21 日
,

《映西 日报 ) 发表新华社上海 19 日电
:

《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主张交通大学迁到西安》
。

《西安日

报》 发表报道 : 《从支援西北建设来看
,

从本身发展利益来

看
,

上海民主人士主张交大应迁到西安》
。

《光明日报》 刊

登 《柯庆施分析交大迁校的利弊得失》 一文
。

. 6月 刀 日
,

《陕西日报》 发表报道 : 《交通大学校长

彭康主张交大全迁西安 ) 以及 (西安许多工程技术界人士

杨谈知心话
,

热诚欢迎交大全部迁来西安》
。

. 6月 23 日
,

(映西日报》 发表 (西安市二届人代大

会二次会议致交大全体员工的一封信 )
,

期待交大员工全部

迁来西安
,

携手共同建设大西北
。

《光明日报》 刊登 《西安

工程技术界人士认为
: “

交大
”

全擞西安利多弊少》 一文
。

《文汇报》 发表 “

本报讯
” ,

题目是
: “
工程界人士赞同交大

西迁
,

上海机电工业愿与交大仍保持协作关系
。 ”

. 6月对 日
,

《人民日报》 发表新华社西安 23 日电
:

《同西北人民一道建设新西北
,

西安人民欢迎交大迁往西

安》
。

《光明日报》 刊登
“

新华社西安 23 日电
” ,

题目是 :

《西安市全体人民代表致书交大师生
,

欢迎交大全部迁往西

安》
。

《文汇报》 发表
“

新华社西安 23 日电
” ,

题目是 : “

西

北需要科技力量支援
,

西安人民热忱欢迎交大西迁
,

表示

要尽可能对交大予以支持
。 ”

. 6月 25 日
,

《陕西日报》 发表
“

据上海解放日报讯
” :

(柯庆施在交大教师座谈会上说
:

交大迁西安利多弊少o)

. 6 月 26 日
,

(陕西 日报》 发表 (建设交通大学的工

人座谈的意见
,

我们辛苦建校舍
,

希望文大全撤西安》
、

《该校扩大校务委员会上多数人一致认为
,

交大应该而且可

以全部迁来西安》 与 《西安各高等学校民主党派的同志在

座谈会上一致认为
,

欢迎交大师生全部迁来建设西北 》 等

三篇文章
。

《西安日报》 第一版发表头条报道 : 《市委邀请

各院校民主党派负贵人和教师座谈
,

一致认为交大全部西

迁利多弊少》
。

(西安日报》 第二版发表 (交大 (西安部分 )

扩大校务委员会讨论迁校问题意见趋于一致
,

大多数人认

为交大应该全部迁西安》 一文
。

. 6月刀 日
,

(西安日报 ) 发表报道
: 《中共西安市委

第一书记方仲如说 : 赞成和欢迎交大全部迁来西安
,

并表

示愿惫和交大师生共同努力克服困难》
。

《文汇报》 发表
“

本报西安 26 日专电
” ,

题目是 : “

交大西迁负有重大任务
,

西安高校民主党派人士热烈欢迎交大全部迁去
,

方仲如希

望交大师生严肃考虑这一问题
。 ”

. 6月 28 日
,

(陕西 日报 ) 发表 《方仲如同志在邀请

交大教师座谈时说 : 从支援西北工业建设着眼考虑迁校问

题》 以及 《当交大师生讨论迁校问题时
,

回忆建校过程是

有好处的— 你知道交通大学是怎样建成的》 等两篇文章
。

《西安日报》 发表 《本市各高等学校学生会主席联席会议
,

热烈欢迎交大全迁西安
,

表示全市同学愿和交大同志一起

建设大西北》 以及 (西安高等学校学生会主席联席会议给

交通大学全体同学的信》 等两篇文章
。

《光明日报 ) 刊登
“

新华社西安刀 日电
” ,

题目是 : ` .

从国家整体利益和交大本

身的前途着想
,

交大西安师生大部分主张西迁
” 。

《解放日

报》 刊登
“

据新华社西安刀 日电
” ,

题目是 : “

交大西安师

生中大多数主张迁校
,

西安党政方面热烈欢迎交大迁去
” 。

周总理的讲话既然在校内已全面传达并组织讨论过
,

为什么还要在 《人民日报》 与 《光明日报》 上同时发表杨

秀峰部长谈
“

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惫见
”

呢? 至少有

四点启示
:

①对先前校内的传达与讨论不满意
,

再次由杨

秀峰部长转达周总理讲话的全部内容与核心精神
。

②在对

全国舆论具有导向作用的 《人民日报》 与 《光明日报》 上
,

同时发表周总理关于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
,

应该得到总理

本人的同意
。

总理关于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
,

应该是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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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见交大部分校领导和教师代表时所谈过的内容
。

③将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谈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

意见》 与毛主席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发表

在同一天出版的 《人民日报》 上
,

说明党中央
、

国务院非

常重视并关注交大的迁校问题
。

④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
,

局部利益要顾全国家利益
。

把总理的讲话向国人公开
,

既是让交大人重新讨论西

迁事宜
,

也是让全国人民参与讨论
。

一石激起千层浪
,

总

理意见发表后
,

关于交大迁校问题
,

不仅西安
、

上海两地

的报纸接二连三地发表相关专题报道
,

而且全国不少报纸

都参加了这次大讨论
,

钱学森
、

黎照衰
、

伍特公等老校友

也纷纷来信勉励交大整体西迁
。

在全社会一致呼吁交大应

该响应周总理讲话全部西迁的社会舆论氛围里
,

交大人立

足于高起点
,

认真学习和讨论周总理的讲话精神
,

全面衡

t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
、

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
,

得出了
“

大多数人认为交大应该全部迁西安
”

的认识
,

提

出新的迁校方案并得到中央批准
。

在新迁校方案的鞭策与

敦促下
,

交大人战胜了各种困难与思想包袱 (包括反右扩

大化 )
,

积极回应周总理的讲话
,

一度停滞的西迁工作又开

始快速运转
,

195 8年夏
,

宜告迁校任务胜利完成
。

古人说
“

艰难玉汝成
” 。

交大人在曲折的迁校与建校过

程中
,

经历了时代的风雨考验和坎坷磨练
,

形成了可贵的

西迁精神 !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条 :

( l) 服从国家全局利益
,

开发大西北的拓荒者精神

上海发展国民经济需要交大
,

交大留在上海是建设社

会主义
,

但是交大西迁是国家的全局利益
、

长远利益
,

祖

国的大西北更豁要交大来开发
。

周总理
“

对交大迁校问题

的愈见
”

指出 : “
旧中国工业的布局和教育的部署是不平衡

不合理的
。

假如看不到这些基本情况
,

就无法理解解放后

各项改革的必要性
,

也难于理解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院系

调整的必要性
。

… …工业内迁和交通大学内迁就是根据西

北工业荃地建设的要求和国防形势的要求下提出来的
。

西

北过去是落后的
,

但将来必须成为我国巩固的后方
,

那里

有丰富的资源
,

有条件成为我国的乌拉尔
。

但是西北区与

另一个工业基地西南地区的建成
,

如果不靠沿海地区的支

援是不可能设想的
。

从沿海地区作适当的调整和内迁
,

也

是必要的
。 ” “

1955 年决定交通大学内迁是对的
,

为了支援

西北的建设和沿海的形势
,

是必要的
。

…… 交通大学撅去

虽然有困难
,

但既是国家需要
,

就要设法克服困难
。 ” “

大

西北包括山西
、

河南七个省区
,

西安是中心
。

西北地区是

需要交通大学的
。

西北地区的领导是欢迎交通大学的
。

… …能到西北去锻炼是有好处的
,

尤其是青年
,

条件太舒

服了是不能锻炼人的
。

交通大学已去西安的师生员工经历

一年的风箱是好的
。

今年交通大学毕业 日1 )多名学生
,

其

中也将有一批要响应国家的号召到西北到艰苦的地方去参

加建设
,

现在上海余下来的一千多学生和几百名教职工
,

如果能够接受去西安
,

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
,

年老体弱

不能去的可以不去
,

有时去讲讲学
。 ”

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给交大来信 ( 1钻 7 一 6 一 26 ) 也

指出: “

我觉得交大迁到西安
,

对国家的建设事业和科学发

展事业都会有好处
。

从长远利益和全局观点着
,

似乎西迁

比留在上海更好
。

当然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

它所带来的

困难
,

对一部分的师友
,

可能还很大
。

这些痛苦
,

我个人

是能够体会的
。

如果可能
,

我们就以上火线的精神或拓荒

者的精神
,

克服这些痛苦
,

投向火热的建设阵地吧
。 ” “

古

人说
`

艰难玉汝成
’ 。

一时性的条件不够反而可以促进我们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我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
,

建设

事业也就发展了
。

条件是人创造的
。

兵法说
`

t 于死地而

后生
’ ,

何况西安并非
`

死地
’ 。 ” “

因此
,

我个人的惫见
,

是希望交大全部西迁
。 ”

彭康校长代表交大人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各界明确表

态 : “

交大全迁西安
,

这对支援西北建设和学校本身的发展

都是有利的
。 ”

如今
,

可以欣慰地看到
,

交大人在历史的抉

择面前
,

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建设大西北的道路
,

抛弃了局

部利益
、

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
,

用自己的艰辛实践
,

向周

恩来总理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愈的答卷
,

没有辜负国家和人

民的期待
,

练就了一种
“

上火线的精神或拓荒者的精神
” ,

为建设大西北发挥了义不容辞的先锋作用
。

(2) 自孩不息
,

建设名校的艰苦创业精神

195 6年 4 月
,

在交大隆重纪念建校印 周年之后
,

一些

担心迁校会影响交大发展的人认为
,

交大如果迁校可能活

不过 61 年
。

杨秀峰部长在给全校同学作报告时指出: “

我

们要保证交大不但有 印年历史
,

而且有反刀 年历史
。 ”

当

然
,

国家提供保证是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
,

但是交大作为

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能否经久不衰? 大树是否能够移活?

还要靠内因或者说靠交大人自身的艰苦创业来实现
,

历史

则作了最好说明
。

1姚年 6 月刀 日
,

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发出特急电报

— 《关于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
,

电文指出
:

中共上海市

委与交大负贵同志
“

具体研究
”

了
“

三个方案
” ,

而
“

在目

前条件下较好的办法
”

是第三个方案
,

也就是
“

交大仍按

原计划西迁
,

即自今年开始
,

由交大负贵为上海筹建一所

新的电机机械类大学
。

这一方案的优点是: 可以充分运用

交大条件配合西北工业基地建设
,

交大亦可得良好发展条

件
,

而上海方面仍得适当兼顾 ; 上海新校逐年建设
,

在交

大方面可以从容输送师资
,

在上海方面又可以逐年完成基

建筹备 ; 同时
,

从筹建一所新校的任务来看
,

上海的困难

也比西北小
。 ”

正是应中共上海市委的要求
,

交大除动力机械制造系

全部迁到西安外
,

机械制造系和电机工程系为上海保留了

一个小的底子
,

造船系和起重运擂机械系则全部留在上海
,

为上海发展一所
“

电机机械类
”

的大学其定了基础
。

195 9

年 3月 刀 日
,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确定一批重

点学校的决定
。

交大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以西安交通大学

和上海交通大学名义同时进人全国 16 所重点学校的行列
。

也就是说
,

交通大学靠自强不息
,

建设名校的艰苦创业精

神
,

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
,

在西安与上海两地为国家同

时建成了两所重点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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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学按照上海市委的需要
,

在上海学校逐年建设

中
,

交大不断地
“

从容输送师资
” ,

为 195 9年 7 月 31 日国

务院决定
“

交通大学上海
、

西安两部分分别独立成为上海

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
”

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同时
,

国务院
“

国二陆字 2 12 号
”

文件批复同意教育部 (关于交

通大学上海
、

西安两部分分别独立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

安交通大学以及两校分设后若干具体间题的处理惫见》 中

明确要求
: “

目前西安交通大学在师资及高年级学生方面
,

应予上海交通大学以适当的支援
。 ”

也就是说
,

尽管交大西

安
、

上海部分都已成为国家重点大学
,

自今以后
,

将独自

建校
,

但西安交通大学仍要在师资方面
,

继续给上海交通

大学以大力的支持
。

西安交通大学履行了这一光荣任务
。

这是交通大学通过孵化作用
,

为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作出的

值得永远载人史册的历史性贡献 !

( 3) 敬业奉故
,

建设西部工业基地
、

向科学进军的攀

登精神

交大西迁时
,

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专门为交大安排的由

上海发往西安的一越越专列
,

每位师生员工都持有一张学

校特制的
“

乘车证
” 。

这种粉红色的
“

乘车证
”

的正面
,

除

一列疾驶西行的火车图案外
,

还醒目地印粉
“

向科学进军
,

建设大西北 !
”

字样
,

它集中地浓缩了交大西迁所要担负的

神圣使命
。

交大人忠实勤奋地履行着这一承诺
,

形成了敬

业奉献
,

建设西部工业基地
、

向科学进军的攀登精神
。

1另7年 1月
,

学校恢复出版 《交通大学学报》 (创刊

号 )
,

(发刊词》 指出
: “

到目前已经基本上走完了教学改革

的主要阶段
,

今后即将进人新的阶段
,

就是
:

提高全校学

术水平来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

这样
,

科学研究就成为今

后培养师资的重要方法
。

过去教学改革较紧张的时期
,

没

有可能去多做科学研究
,

到了今日
,

科学研究已成为议事

日程上的问题了
。

所以
,

即使是初次出版
,

而且还很粗浅
,

但是它是我们新工作的先声
,

不能不为它的出版而高兴
。 ”

1仍 8年 7月
,

学校一气呵成
,

成立了高电压研究所
、

焊接

研究所
、

矿产地质研究所
、

工业经济与生产组织研究所
、

应用力学研究所
、

应用数学研究所
、

摩攘磨损研究所
、

土

力学研究所
、

动力研究所等 巧 个研究所 ; 8月
,

又创刊了

一种学术性刊物— (科学技术报告集 )
,

截止 1仍 9年国

庆十周年前夕
,

共出版了 12 期
,

发表科技报告 1湘 篇
。

195 8 一 l钻 9年
,

学校每年都要表彩一批青年社会主义

建设积极分子与先进工作者
,

在长达数百名获奖者的名单

中
,

有些人至今还在科研与教学岗位上闪烁若夺目的光彩
,

价如陈学俊院士
、

谢友柏院士
、

姚熹院士
、

汪应洛院士
、

马知恩教授
、

蒋德明教授等
,

他们无愧为交大人敬业奉献
,

建设西部工业基地
、

攀登科学高峰的典范
。

西迁精神
,

薪火相传
。

人生如白驹过隙
,

当年年龄最

小的西迁人员
,

莫过于 20 来岁刚留校的助教
,

如今至今也

有 70 多岁了
,

由上海迁来西安的中老年教职工多已长眠黄

土地
。

而交大人扎根黄土高原形成的西迁精神却历久弥新 !

西安交通大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
,

不断推动了教学
、

科

研
、

科技产业与科技园区向更高层次和目标发展
,

在学科

建设
、

人才培养
、

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眼目的成就
,

实现了周总理寄交大以
“

支援西北建设
” 、 “

为建设社会主

义服务
”

的殷切期望
。

交大这棵大树
,

不仅克服了西迁 50

年来遇到的各种困难
,

而且牢牢扎根于西北土城
,

愈加枝

繁叶茂
。

在交大即将迎来建校 110 周年盛迁校 50 周年前

夕
,

通过缅怀学校西迁的历史
,

认真总结并继续弘扬西迁

精神
,

开展优良传统教育
,

对于深化教育改革
,

提高办学

效益
,

早日把学校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具有十分孟要

的继往开来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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