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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7—1949 年) 出于对边疆教育的重视和加强边疆建设人才培养的考

虑，大学在边疆招生方面先后出现了保送分发、自由投考及定向培养等三种招生模式，实现了大学边疆

招生结构及招生数量的实质性突破，但同时也存在着招生规模有限、冒籍投考严重、教育质量低下及等

级政治延存等多种局限性。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 大学; 招生; 边疆社会

*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民国时期( 1912 － 1949 年) 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研究”( NCET － 12 － 0621) 。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招生问题的研究仍是目前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领域，而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中国考试史、民族教育史及边政史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有积极的学术价值。
整体上看，面向边疆招生模式的变革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与边疆社会关系演进的最直接的体现，

它突破了以往局限于极少数学校、主要以边疆或优势少数民族学生政治地位分配大学入学机会的传统

模式①，形成了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各大学普遍参与、民间学术及宗教文化团体积极推进的招生格局，确

立了以保送分发为主、自由投考和定向招生等不同模式相结合的招考方式，而各种相关助学措施的推

行，对于鼓励边疆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亦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

到，南京国民政府大学边疆招生模式在促进招生结构的突破及招生数量的增长之外，也有很大的局限

性。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招生模式变革的背景及其宗旨

全局性地谋划边疆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是南京国民政府推动边疆教育的基本策略之一，也是

大学服务于边疆社会发展的首要职责。为应对日渐严重的边疆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在 1927 年成立后

便日益重视推进边疆教育，明确提出以三民主义为推进边疆教育的基本方针，通过实施蒙藏边疆教育，

“力图蒙藏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之完成”。②其后南京国民政府有关

部门相继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和《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等文件，明确主张通过

教育力量促使边疆民族地区形成三民主义信仰之统一意识形态。
对于边疆青年这一特殊群体而言，中等教育甚为重要，而高等教育亦关涉重大。有无高等教育机

会及实施何种性质之高等教育，不仅关乎边疆青年个体素养之高低及边疆开发与建设能力之强弱，也

会对其个体身份认同与政治选择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到边疆民族与中央政府关系之走向。③随着时局

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对种种政治势力争夺蒙藏等地边疆青年的性质及边疆青年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更

趋清醒，如 1939 年 4 月《蒙藏委员会关于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关于蒙藏教育权及其与教育部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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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范围问题的提案》中便指出:“抗战期中，敌伪阴谋多端，对于边疆青年，多方拉拢麻醉，……据报绥

远失陷以后，敌伪对于蒙古学生，多甘言重弊诱胁以去，若再无有效办法预为防杜，其为弊害，宁待烦

言。”④与此同时，一些民族宗教文化团体及学术机构也认识到边疆青年高等教育对边疆开发与建设的

重要性，开始积极推动边疆青年在内地接受高等教育。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面向边疆招生的主要模式

( 一) 保送分发、从宽甄试模式的确立

1929 年的《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确定了大学面向边疆少数民族的保送分发、从宽甄试的招生政策，

规定了蒙藏学生保送之程序、收录之办法、学生之待遇、后续之升学及冒充之处理等相关规定，为后续

政策法令的制定与修订确定了基调。其后 1931 年《教育部公布蒙藏学生就学国立中央、北平两大学蒙

藏班办法》及《国立中央大学蒙藏班招生办法》、1933—1936 年《教育部关于宁夏、青海、广西等边远省

区学生就学中央大学训令》、1935 年《中央大学关于蒙藏及边远省份学生入学办法决议案》及《修正待

遇蒙藏学生章程》、1939 年《推进边疆教育方案》、1939 年《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1941 年《边地青年

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1942 年《待遇边疆学生暂行规则》、1944 年《边疆学生待遇办法》及 1947 年

修订的《边疆学生待遇办法》等，使这一政策不断趋于完善。
整体上看，保送分发政策本质上是南京国民政府以增加边疆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 及中学)

入学机会为目标的优惠性政策，包括名额分配、保送、分发、检验入学等诸多环节，具体规定了学费优

惠、就业、继续升学或冒充处理等实施细节，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创造性解决边疆少数民族高等( 及

中等) 教育机会问题的宝贵尝试。
( 二) 自由投考、从宽录取模式的推行

除了保送分发、从宽甄试政策外，南京国民政府于 30 年代开始对边疆考生实行自由投考、从宽录

取的政策并一直延续到在大陆统治结束，在统一招生时如此，在单独招生时亦如此。1936 年《边疆高考

办法》规定:“受教育人数较少之边远省区，应考人参加高等考试或首都举行之普通考试时，依本办法从

宽取之。”⑤在 1939 年统一招生的录取标准中规定:“……蒙藏生及海外侨生笔试七课目总分数，经调整

后在二百分以上，而国文、外国文、数学皆非零分者，经复核后录取之”⑥，这实际上是比普通考生下调三

十分录取; 1940 年的高校招生政策规定:“蒙藏及海外侨生八学科，成绩第一组在二百四十分以上，第二

组在二百二十分以上，第三组在二百分以上，且国文、英文、数学均非零分者，经复核后录取之”，⑦这分

别比一般考生录取标准下降四十分; 而在 1947 年修订的《边疆学生待遇办法》中第五条规定:“( 边疆少

数民族考生) 除前条依一定名额分发之学生外，其余志愿升学内地中等以上学校者，应自行报考”，“由

升学学校酌予从宽录取”。⑧

( 三) 各方推进、定向培养模式的尝试

由政府及民间不同力量推进、通过定向培养的方式招收边疆青年入学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

疆招生方式的积极探索。1936 年中国教育学会上海分会边疆教育委员会陈鹤琴、刘湛恩、舒新城等人

出于“为青海青年谋实地求学，以备边疆实用”⑨的目的，与《新青海》杂志社、青海省教育会联系，招收

12 名青海学生分别于上海医学院及中华教育用品制造厂等机构学习民众医学、土木工程等专业，规定

学生膳宿费用由该边疆教育委员会提供，学生毕业后须回原地服务三年。⑩1939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

“为造就回教边疆人才”以开发西北起见，曾会呈国民政府教育部辅助与迁址重庆的复旦大学商定在垦

殖专修科内专门招收回族青年一班，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负责保送学生并提供津贴，次年又与复旦大

学协商续招事宜，“录取标准，亦仍照前优待回生原则办理”，瑏瑡垦殖班的招生使复旦大学回族学生人数

由数人增加到数十人，瑏瑢只不过招生对象并不仅限于边疆青年而已。而政府层面也在大力推行定向招

生，如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自 1944 年推行十年万井计划，委托西北技术专科学科开办凿井专修班两

班，学生由甘肃、陕西、新疆三省选送。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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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以往而言，此三种招生模式的推行有着多方面的突破。首先，从招生意图上看，在保留原有推

进边疆抚化、维护边疆稳定的政治目标基础上，也体现了培养边疆各种建设人才的教育目标，具有了一

定的实用性; 其次，从招生对象上看，突破了以往以主要考虑少数民族上层子弟的做法，更多地将入学

机会分配给普通的少数民族子弟，具有了明显的平等性; 再次，从招生模式结构上看，确立了以保送分

发、从宽甄试模式为核心，自由投考、从宽录取模式与各方推进、定向培养模式为两翼的多元化的招生

结构，为边疆学生进入大学提供了更多机会，招生模式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在此三种模式中，保送分

发、从宽甄试模式是边疆学生进入大学的主要通道。蒙藏委员会对此模式的推行尤为着意，在此种模

式推行期间，曾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反复与行政院、教育部等部门协商调处，给相关大学下达的有关文

件数量也很多。自由投考、从宽录取模式的推行使边疆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大学的统一招生考试进入大

学，而各方推进、定向培养的招生模式更加注重通过多种可资利用的灵活渠道招收并培养种种边疆建

设实用人才，其意义不可小觑。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少数民族招生的积极影响

保送分发、自由投考及定向培养三种招生模式的推行为边疆青年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年进入高校接

受教育打开了诸多通道，而抗战开始后北京、上海及南京等地高校的南迁西移又为边疆青年进入高校

提供了地域上的便利条件。在此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又设立国立边疆学校及康定师范专科学校专门接

收边疆青年入学，同时于中央政治学校设蒙藏班并在北平蒙藏学校设立师范专修科等，使高校在边疆

社会的招生方面实现了结构性的突破与数量上的增长。
( 一) 结构性的突破

结构性的突破不仅表现在多种招生模式的共存，也呈现出开放性( 公私立大学的普遍参与和民间

宗教与文化学术团体的积极推进) 、公平性( 从注重政治身份到强调民族身份) 、优惠性( 从宽录取与政

府和民间补助体系的形成) 、严密性( 招生制度细节的不断完善瑏瑤和对冒充学生的处理) 、特殊性( 旁听

和补习措施的推行) 和灵活性( 就近分发、自由报考与定向培养相结合) 等特征。另外，招生模式也随着

时局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如保送分发政策优惠对象从最早仅限于蒙藏籍学生，到逐步涵括新疆、西康、
青海、宁夏和甘肃等边省学生并最终将西南边疆学生纳入其中，实质上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在时局不

断变化的情形下对边疆及边疆教育问题认知的深化。而从保送分发政策优惠的程度来看，大致经历了

从最初的小范围但高程度优惠待遇到中期扩大化的较高程度的差别化优惠待遇、再到最后较大范围但

低程度优惠待遇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也从最初注重物质经济之优惠到后来强调推进学业辅导以维持边

疆学生学业水平，如 1947 年修订的《边疆学生待遇办法》已取消学费优惠方面的规定，主要对家境确系

贫寒者给予奖学金及特别补助费，而为最低限度保证教学质量及防止少数民族学生产生依赖、懈怠之

心，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及保送次数也日渐严格，对边疆学生之补习与指导也更为注重。瑏瑥

( 二) 数量上的增长

相对于结构上的突破，数量上的增长则更为直观。因缺乏记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学生进入

高等学校读书之人数无法准确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三种招生模式的推行使得 1949 年前的二十余年

间进入高校学习的边疆青年人数较以往有了大幅增长。“全国各大学及专科学校，对于边生，从宽取

录，广为容纳，遂于各大学及专科学校，每年有招收边疆学生的例案。无学可升而亟于求智的边疆学

子，从此有了求学的归宿”瑏瑦。如 1947 年边疆学生请求内地升学者 117 人，其中分发至陆军大学 3 人、
中央大学 11 人，复旦大学 7 人、西北大学 7 人、北京大学 6 人、武汉大学 4 人、政治大学 2 人，东方语专 1
人、其他大学 24 人; 瑏瑧1948 年教育部分发韩聿修等 5 名边疆学生至政治大学，同时，由蒙藏委员会保送

之藏族学生已肄业三期，拟入一年级学习，“经第二十三次行政会议决议，先行核验正式高中毕业证书

及籍贯证件，予以甄审，如不合标准，可准入补习班肄业”，瑏瑨同年来京请求保送各大中学之边疆学生计

287 人，比前一年又增加了不少。瑏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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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少数民族招生的局限性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解决边疆学生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问题做出了持续的努力，亦取得了相当的成

绩，但由于边疆政治结构形态、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观念、基础教育质量及地理距离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加之制度草创及权利人情的腐蚀等，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充满了复杂性与挑战性，体现出这一问题

解决的艰难与曲折，也预定了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可将其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 一) 招生规模有限

大学招收边疆学生的规模虽较以往有实质性的突破，但考试、录取的情形却不容乐观，边疆学生的

入学人数占全国大学招生人数比例与其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数量的比例仍极不协调。从保送分发政

策的实施状况来看，分发数量虽逐年增长，但仍严重不足，从 1929 年推行此政策至全面抗战爆发近十

年间，“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对于边疆学生，取额甚少，致使多数边疆中学毕业生，升学上发生极大困

难”。瑐瑠有鉴于此，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原优待蒙藏学生的基础上将新疆、西康、青海、宁夏等

省学生纳入优待范围，通令各公私立大学“下年度内，各校应尽可能范围内将是项边疆学生学额予以扩

充，用符中央破格培植边疆各省青年之至意”; 瑐瑡而自由投考的边疆学生数量亦不乐观，瑐瑢从 1938 至

1943 年全国公立各院校在西康、青海、宁夏、新疆及西藏等边疆地区共招生 134 人，仅占总招生人数 45
961 的 0． 29%，甚至多省连年无一人报考。瑐瑣另外，定向招生培养的模式也是偶一为之，并未形成气候。

( 二) 冒籍投考严重

对于汉族学生冒籍蒙藏等边疆学生投考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南京国民政府一开始便从制度上进行

了防范与处理，从 1929 年的《待遇蒙藏学生章程》颁布开始一直到 1947 年修订的《边疆学生待遇办

法》，众多的政策文件都把防止冒籍投考及冒籍后处理作为重要内容加以特别强调，但汉族冒籍蒙藏等

边疆学生的事情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有鉴于“时有假冒康籍，投考学校情事”，蒙藏委员会于 1935 年

召开第二二一次常务会议，“咨请教育部严定取缔办法”，瑐瑤教育部随后专门发布第一二五五八号训令，

要求各校“如有冒籍边疆学生，经查明属实者，仰即按《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第九条规定，严行取缔，

以抑效尤”。瑐瑥如 1935 年北平各国立大学中，仅北京大学即收录冒籍汉生达数十人，清华大学收录的冒

籍汉生 12 人，北平大学收录 7 人中只有 2 人有绥籍，北平师范大学收录 8 人中只有 2 人有绥籍。而在

私立大学中，亦有类似情形，“真正蒙古子弟，援引此条文，享受此权利者，竟尔凤毛麟角，几似厥如!”瑐瑦

冒籍投考的严重缘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边疆少数民族学生缺少投考大学的动力并听任汉族学生

冒籍投考而不加以检举，使冒籍投考连年因循; 各边地保送机关因疏于职守或人情请托而审核不严，而

蒙藏委员会因保送机构及学生数量很多且地域偏远而无法一一调查核实; 对于大学来说，由于无法做

到确切审核考生身份，有时即使明知考生冒籍但因有蒙藏委员会及各保送机构的凭证而无法斥革，一

方面为了保证质量因而采取不招或少招的办法，另一方面又要遵循教育部等机构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考

生应扩充名额、尽量收录之训令，因此时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况，效果不尽如意也在意料之中。
( 三) 教育质量低下

通过优惠政策得以录取的边疆少数民族学生，不管是正式生还是旁听生，学业程度与一般学生相

差很大，大学又无特别有效之补救措施，因而质量的低下便是难免的。边疆基础教育的极其落后，直接

影响到边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懋之在论及青海青年升学问题时提到，“这些青年的外出求学，

大多因根基不充实，在进度方面不免感到苦难。综观所修课程，不外军事教育文学测量农林畜牧卫生

等，并非不适用于时代环境与地方需要，但总比别人差池些。”瑐瑧上引萧维邦在致《新青海》的信件中也

谈到:“由于程度上相差太远，所以凡在各大学及专科学校者，莫不经过‘试读生’的阶段，在中学时代，

没有受得良好的基本学科，而一旦步入大专学校，其对于功课，则难免格格不入，毫无心得之可言了，唯

其功课的赶不到水准上，所以中途辍学者有之，或廝混了三四年，而仅领得一张‘试读’证书归里者亦有

之，这是不可讳言的实事。”瑐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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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7 － 1949) 大学面向边疆招生模式的变革及其影响

( 四) 等级政治延存

强调民族身份而非政治地位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面向边疆的大学招生政策的基本原则，因此具有

教育民主化与开放性的气息。但边疆有其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治统治情形，一些边疆地区( 尤其是藏

区) 旧有的统治结构并未完全瓦解，权贵世家的统治依旧沿续，为了适应此种情形并获得更大的影响，

在大学招生政策特别是军政类学校的招生政策中，对于少数民族世家子弟也有特殊的优惠待遇，蒙藏

委员会对此有专门的安排:“关于招致西藏世家子弟来京求学及保送边疆子弟入学进行情形，兹据蒙藏

委员会息: 边疆教育，系由教育部主办，本会鉴于藏族世家青年，在该地地位优越，为增进感情密切联系

起见，曾经呈准拔定专款，由中央政治学校，特设专班施教，所有教务事务，均由该校兼办，此为本会招

致藏族世家子弟来京施教之临时办法，计先后入班受教者，有西藏达赖活佛之兄嘉乐顿珠及其姊丈多

吉尼玛，拉布楞保安司令黄正清之子恭宝朗嘉，陌务土司杨世杰等四人。”瑐瑩

整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的二十余年间，出于维护政治统治、巩固国防建设、提升文化教

育发展及有效开发边疆等多重目标，在如何保障边疆少数民族学生大学入学机会问题上花费了相当大

的气力，有诸多开创性的政策措施，这使高校在边疆社会的招生方面实现了结构性的突破与数量上的

增长。尽管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诸种原因出现了一些问题，政策设计也未达系统、完善之程度，但它体现

了南京国民政府及民间社会对于边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认识的深化，在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史

上有着重要地位与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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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and its Influence about University Enrollment Pattern of
Borderland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 1927—1949)

ZHANG Xueqiang
( Center of Northwest Minority Education Ｒesearch，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borderland education，in
order to train more people who could build the borderland，three models were considered in the university en-
rollment system，including offering recommendation opportunities to university，applying freely for the univer-
sity examination and oriented training，which achieved great breakthrough in enrollment structure and enroll-
ment number． But limitations were also obvious，that is limited scale，examinees with false registered area，

poor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prerogative．
Keywords: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enrollment pattern; bord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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