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近期，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组织就三校

区校园文化景观进行了实地踩点、地图点位标注，形成校园

文化景观地标图，并对 67 处校园文化景观（其中，长安校

区 35 处、太白校区 28 处、桃园校区 4 处）作了梳理汇总。

现将本期《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西大校园里的文化景观》

呈送各位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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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西大校园里的文化景观

大学校园文化景观是大学校园物态文化和精神文化十分重要

的组成，承载着十分丰富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育功能。校

园文化景观所营造的环境和氛围是春风化雨式的，是润物细无声

式的，对师生文化的熏习、审美的陶冶、情志的感化、行为的养

成，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

西北大学经历了 121 年的发展历程，有着丰盈厚重的历史文

化积淀。一代代西大人在艰难的办学环境、艰辛的办学历程中，

志存高远、团结一致，创造出独具西大特色的精神文化、物态文

化、环境文化，淬炼出“公诚勤朴”的西大校训，“艰苦创业、

自强不息”的西大精神，“团结、进取、民主、奉献”的优良校

风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校园文化景观承

载着宏阔壮美的历史故事和西大精神文化底色，让校园文化景观

成为校园里鲜活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浸润学生的精神风貌和

行为风格，我们应当并且已经走在了前列。

调研发现，我校目前共有 67 处校园文化景观，包括人物雕像、

纪念石、亭子、纪念碑、校史地雕等。其中，长安校区 35 处、太

白校区 28 处、桃园校区 4 处。120 周年校庆以来设立的共有 20

处，占比 29.9%。纪念石共有 26 处，占比 38.8%。人物雕塑类共

有 24 处，占比 35.8%，其中，19 人为西大师生或校友，分别是（排

名不分先后）：张凤翙、李仪祉、杨钟健、徐诵明、张伯声、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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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黄文弼、熊庆来、傅角今、岳劼恒、侯外庐、高鸿、雷抒雁、

赵重远、郭峰、侯伯宇、罗健夫、王戍堂、何炼成。其他人物分

别是：孔子（2尊）、亚里士多德、鲁迅、陶行知。

校园文化景观基本情况如下：

一、太白校区

1.侯外庐先生雕像

位于太白校区图书馆北侧，于 2002 年 10 月 15 日建成。侯外

庐，山西平遥人，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史家，

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

员。1950-1958 年任西北大学校长，为学校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

贡献。

2.鲁迅先生雕像

位于太白校区图书馆北侧，为纪念鲁迅先生来校讲学所修建，

由“黄河母亲”城市雕像作者何鄂设计并雕塑，1994 年 5 月 3 日

落成。鲁迅先生一生只来过西部一次，就是 1924 年来西北大学讲

学。改革开放以后，鲁迅研究是我国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最有规

模和深度的领域之一，学校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鲁迅研究室，创办

了《鲁迅研究年刊》，在中文系开设了一系列鲁迅研究课程，招

收了数十名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出版了《鲁迅在西安》等诸

多鲁迅研究的著作和论文。

3.先师孔子行教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5%AD%A6%E9%83%A8%E5%A7%94%E5%91%98/1022995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9%99%A2%E5%8E%86%E5%8F%B2%E7%A0%94%E7%A9%B6%E6%89%80/578283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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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太白校区文博楼北侧，为纪念第 21 世纪海峡两岸高等教

育学术研讨会，台湾淡江大学于 1995 年 4月赠予学校。孔子，我

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

人，其儒家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被列为“世界

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雕像中孔子双手交叉不露出大拇指，象征

谦卑，四指并拢，寓意天下人皆兄弟，天下大同。

4.赵重远先生雕像

位于太白校区地质楼北侧，2019 年 9 月 22 日，在“油气地

质一流人才培养和一流学科建设”研讨会暨石油地质学科创建 70

周年庆祝大会上，举行该雕像落成仪式，由赵重远教授学生赵文

智院士、周立发、张小会、陈刚等捐资约 15 万元建立。赵重远,

河南卢氏县人，长期致力于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和含油气盆地地质

等教学科研工作，创建了“含油气盆地地质学”新学科,曾任西北

大学地质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等。

5.杨钟健先生雕像

位于太白校区地质楼北侧，于 2002 年西北大学百年校庆之际

建立。杨钟健，我国现代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

基人和著名教育家，曾相继在北京大学、重庆大学任教。1948 年

9 月 8 日—1949 年 12 月，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他是近代中国

自然科学界著述最多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终生为中国的古脊椎、

古人类学的研究呕心沥血，贡献了他的一切。

6.张伯声先生雕像



-７-

位于太白校区地质楼北侧，由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

煤航(集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捐建，于 2002 年 10 月 15 日建成。

张伯声，中共党员，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大学副校长，中国地质

学会副理事长等。所创立的“地壳波浪状镶构造学说”被誉为中

国五大地质学派之一。

7.岳劼恒先生雕像

该雕像位于太白校区大礼堂西侧，于 2002 年 10 月 14 日在学

校百年校庆之际落成。岳劼恒，物理学家、教育家。毕生从事络

合物光学研究和物理学教学工作，拓宽了络合物光学研究的领域。

为中国培养了几代科学人才，为西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8.郭峰烈士雕像

位于太白校区生命科学学院北侧，于 2002 年 10 月建成，由

学校师生和社会人士捐款所建，其中，郭峰烈士生前所在年级全

体同学捐款 14 万元。郭峰，1987 年 9 月考入西北大学地理系自

然地理专业本科学习，1989 年 4月 16 日，在高冠瀑布风景区为

抢救落水女工，不幸光荣牺牲，年仅 20 岁。为表彰其英勇事迹，

中共陕西省委追认郭峰为中国共产党员，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郭

峰为烈士。

9.徐诵明先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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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太白校区科研楼南侧，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设计创

作，西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附属医院、附属人民医院、附属神

木医院捐款，于 2023 年 5月 26 日建成。徐诵明，浙江绍兴人，

教育家、病理学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

中国病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徐诵明先生将国立北平大学整建

制带到了陕西，并将其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

医学院全部留在西北，构成了西北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

10.西北联大纪念碑

此碑记录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于西北大学建校 60 周年

设立。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

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校和北平研究院于 9月 10日迁至西安，组

成西安临时大学。不久又迁往陕西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

大学”。1938 年 7月，西北联大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

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

五所独立的大学。此后五校师生大多扎根西北，为西北高等教育

奠定了基础。

11. 唐实际寺遗址纪念亭

位于太白校区生命科学学院北侧。据记载，实际寺位于太白

校区东到学生食堂，西至教学八楼，南到大学南路，北到大礼堂

前这片区域。实际寺建于隋，后改名为温国寺，为隋太保、薛国

公孙揽妻郑氏舍宅而立。隋大业二年（606 年），炀帝置此寺为

四道场之一。中国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善导曾获“检校西京实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5%8C%BB%E5%AD%A6/556242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7%85%E7%90%86%E5%AD%A6/56153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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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善导禅师”的名义，其弟子怀辉在永昌元年（689 年）奉敕为

实际寺寺主。开元十五年（727 年）建塔改名。唐宣宗大中六年

（852 年），又改名为崇圣寺。

12.勉学纪念碑

位于太白校区国际交流中心北侧，由日本书道艺术学院捐资

修建。1996 年 8月 25 日，学校举行日本遣唐使橘逸势勉学之地

纪念碑奠基仪式。碑身上书“橘逸势勉学之地”。日本著名书法

家橘逸势出身名门，804 年与空海一起东渡，向中国书法家学习。

其书法与空海、嵯峨天皇合称“三笔”。

13.大礼堂纪念碑

位于大礼堂门口，1992 年 9 月 28 日，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

物局依照新发现的拓片和原碑大小重树此碑，也就是现在立在大

礼堂外的石碑。西北大学大礼堂坐北朝南，砖混结构，由门厅、

左右门房、左右廊坊、礼堂大厅、后厅组成，总建筑面积 1208

平方米，整个平面略呈飞机形状。在西北大学现存的所有建筑中，

已经有 80 余年历史的大礼堂最为年长，也见证了西大的发展变

迁，大礼堂也是西安事变的发祥地之一。

14. 皕庆亭纪念碑

位于原化工学院西北侧，是 2002 年南京大学送给西北大学百

年校庆的礼物。因我校与南京大学同是创建于 1902 年的百年学

府，在 2002 年也迎来了自己的百年华诞，所以此亭被命名为“皕

庆亭”，“皕”就是两个一百的意思。“金陵长安俱称人文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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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西大，皆为华夏上庠。惟名序携手，璧映辉合，必事美一时，

韵流四方”。南大西大的牵手，是东部和西部的两大高手之间的

对话，传达着强强联合、共同发展的美好心愿。在西北大学 120

周年校庆之际，西北大学广东校友分会为母校献礼，发起皕庆亭

彩绘翻新工程捐赠。

15. 旧址纪念碑

位于教工一楼东侧，于 2012 年 10 月 8日立。清光绪三十年

陕西农业学堂成立于此，民国元年春并入西北大学农科。1912 年

三秦公学借其址办学，1914 年复归西北大学。1916 年改为陕西省

立甲种农业学校，1923 年再并入西北大学，为其应用科学院农、

林、工三系所在。1936 年 2月东北大学留寓于此。1937 年 9月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教育学

院之体育系及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共处于此。之后为战时干部训练

团第四团驻地。1945 年 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此作为国立西北大

学永久办学地址。

16.“感恩”纪念石

位于太白校区礼堂广场东侧，由我校 1982 级生物系全体同学

捐赠，于 2016 年 8月立于校内。

17.“校训”纪念石

位于太白校区西门广场，于 2002 年我校百年校庆时立于校

内。

18.“精勤工进”纪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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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太白校区化工学院北侧，由我校 1979 级化工系全体同学

捐赠，于 2019 年 10 月立于校内。

19.“春华”纪念石

位于太白校区经管学院北侧，由我校 1987 级经济学系全体同

学捐赠，于 2016 年 7月 16 日立于校内。

20.“尊师”纪念石

位于太白校区生命科学学院北侧。

21.“载道”纪念石

位于太白校区文博楼北侧，由张岂之先生题字立于校内。

22.“琢玉”纪念石

位于太白校区文博楼北侧，由我校 1979 级历史班全体同学捐

赠，于 2019 年 7月立于校内。

23.“校歌”纪念石

位于七号学生公寓西侧，由我校西安医药卫生系统校友捐赠，

于 2002 年 9月立于校内。

24.“磐石”纪念石

位于太白校区地质楼北侧，由我校 1978 级地质学系全体同学

捐赠，于 2018 年 10 月立于校内。

25.“楷模”纪念石

位于太白校区地质楼南侧，由我校 1956 级地质系应届毕业生

全体同学捐赠，于 2006 年 5月立于校内。

26.“再铸辉煌”纪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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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太白校区博物馆东南侧，由西安理工大学祝贺我校建校

85周年所立，于 1997 年 10 月立于校内。

27.“初心”纪念石

位于太白校区生命科学与医学部东南侧，由我校 1982 级考古

系全体同学捐赠，于 2016 年 8月，在纪念毕业 30 周年之际立于

校内。

28.“西北大学”纪念石

位于太白校区图书馆西北侧，1981 年 1 月，茅盾应郭琦校长

之请，为我校题写了校名。所书“西北大学”四字，飘逸，隽秀，

独具神韵。此后不久，茅盾即沉疴不起，这一手书遂成绝笔，弥

足珍贵。1996 年 7月 4日，当此茅盾百年诞辰之际，特勒石以为

永久纪念。

二、长安校区

1.侯伯宇先生雕像

位于长安校区校史文化广场西侧，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在

西北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建成。侯伯宇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

家，生前系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2010 年去世。侯伯宇

先生长期从事理论物理和数学物理的研究，在理论物理前沿领域，

做出了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国际著名

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赞誉。以侯伯宇教授的姓氏命名的“侯氏理论”，

被誉为“中国的骄傲”。

2.齐越先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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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安校区图书馆广场东北角，由张耀先生创作，于 2023

年 5月 26 日，在齐越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建成。该雕像选取齐

越先生于 1949 年 10 月 1日向全世界现场直播开国大典盛况时的

形象。塑像的正面镌刻着齐越先生的一句名言，“我深深地相信，

献给祖国的声音，如洒在神州大地的种子，将开出不败的鲜花”。

齐越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男播音员、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奠

基人。

3.黄文弼先生雕像

位于长安校区西门北侧，由陕西国画院党总支书记胡冰创作，

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在西北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落成。该

雕像选取黄文弼先生 45岁——刚刚进入西北大学工作时的模样，

其身穿的风衣、手持的考克帽，符合他考古学家的身份。黄文弼

先生是我校考古学科创始人之一，在西北大学任教期间，躬耕求

索、传道授业，为考古学科确立了多学科结合、重视实践工作的

学科体系和扎根西部、服务国家需求的学术情怀。

4.熊庆来先生铜像

位于长安校区东学楼东侧，由校友胡永利教授捐赠，于 2023

年 8月 23 日，在数学学科创设 100 周年、数学系创始人熊庆来先

生诞辰 130 周年之际落成。 熊庆来是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中国

现代数学先驱，中国函数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西大数学学科

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为推动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5.李仪祉先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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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安校区二号教学楼南侧，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在西

北大学建校 110 周年之际建成。李仪祉，陕西蒲城人，是我国著

名水利学家、教育家、我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1925 年任西北

大学校长。

6.罗健夫先生雕像

位于长安校区图书馆广场西北角，由艺术家刘艺杰教授创作，

于 2022 年 11 月 8日，在西北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罗健夫逝

世 40 周年建成。罗健夫，湖南湘乡人，西北大学物理学系 1960

届毕业生，原航天工业部 771 所工程师，主持完成国家空白项目

“图形发生器”攻关，被誉为“中国式保尔”“知识分子楷模”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 年被授予新中国，

2009 年被评选为成立 70 年“最美奋斗者”称号。

7. 张凤翙先生雕像

位于长安校区一号教学楼南侧，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在西

北大学建校 110 周年之际建成。张凤翙，字翔初，陕西西安人，

祖籍河南沁阳，是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他曾在日本学习

军事，毕业回国后曾参加武昌和西安起义。在西北大学创设会筹

建时期，遭到了来自多方的压力，张凤翙力排众议，坚决声明西

北大学的开办好似“荡舟激流，势难终止”。1912 年 3月，西北

大学创设会正式成立，张凤翙担任会长。

8.王戍堂先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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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安校区东学楼南侧，于 2023 年 9月 9日建成，由数学

学院广大校友和在校师生共同捐款所建。王戍堂先生曾任我校数

学系教授，国际著名数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历任全

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以及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委员会副

主席。“王氏定理”，享誉国际，被新华社誉为“中国的骄傲”。

退休当年，他主动开办义务授课“讨论班”，十五年从未中断。

9.亚里士多德先生雕像

位于长安校区东学楼西侧，由校友李国伟先生捐赠，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建成。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人，世界古代史上伟大

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

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

家，他几乎对每个学科都做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伦理学、形

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

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法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构建了

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科学、政

治和玄学。

10.何炼成先生雕像

位于长安校区八号教学楼大厅，由我校经济系 1977 级学生于

2023 年 6月 18 日敬立。何炼成先生是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

一，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获得者、陕西省首

届社科名家，首届和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首

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5%B8%8C%E8%85%8A/142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B2%E5%AD%A6%E5%AE%B6/396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5%AD%A6%E5%AE%B6/12101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AE%B6/1034158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C%E8%85%8A%E5%93%B2%E5%AD%A6/883196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F%8F%E6%8B%89%E5%9B%BE/854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5%8E%86%E5%B1%B1%E5%A4%A7/819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E%E7%A7%91%E5%85%A8%E4%B9%A6/11347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6%E7%90%86%E5%AD%A6/37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A2%E8%80%8C%E4%B8%8A%E5%AD%A6/1334493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A2%E8%80%8C%E4%B8%8A%E5%AD%A6/1334493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7%90%86%E5%AD%A6/62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5%AD%A6/58937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E%E5%AD%A6/235280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6%B2%BB%E5%AD%A6/169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84%B6%E7%A7%91%E5%AD%A6/26053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AD%A6/78440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5%AD%A6/74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4%E5%AD%A6/10159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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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津贴。秉承“不唯书”“不唯师”“不唯上”“只唯实”的育

人理念，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企业

家和政府官员，使学校经济管理学院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

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广大师生校

友的爱戴和敬仰，被誉为“一代师表”。

11.傅角今先生雕像

位于长安校区城市与环境学院南侧，由艺术家刘艺杰教授创

作，于 2022 年 11 月 8日，在西北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建成。

傅角今，湖南疆陵人，地理学家，曾任西北大学地理系主任、副

教务长，教授。主持划定我国南海十一段线和中缅边界勘测，为

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做出重要贡献;著有《本国地理》《地理学通论》

《世界石油地理》等。

12.雷抒雁先生雕像

位于长安校区图书馆五层雷抒雁文学馆，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在西北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建成，为图书馆和文学院共同

建设。雷抒雁，陕西泾阳人，当代诗人、作家。1967 年毕业于西

北大学中文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2012

年 5月任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并担任中国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主

任。先后出版诗集《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踏尘而过》《激

情编年》等，散文随笔集《悬肠草》《秋思》《分香散玉记》等，

成名作是纪念张志新而写的长诗《小草在歌唱》。

13.高鸿先生雕像



-１７-

位于长安校区西学楼东南侧，于 2023 年 11 月 18 日，在我校

化学学科创建 100 周年之际建成。高鸿，陕西泾阳人，我国近代

仪器分析学科奠基人之一，分析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西北大学和南京大学终身教授。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享有崇高学

术声誉。

14. 孔子铜像

位于长安校区东学楼西侧，由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香港孔

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在我校 120 周年华诞之际捐赠，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建成。孔子铜像高约 3.3 米，除基座外，全部由青铜铸成。

这座孔子铜像与坐落在太白校区的孔子像遥相呼应，将成为西大

师生心中的精神坐标。时常瞻仰孔子圣容，接受孔子教诲，进而

厚植崇敬圣贤、爱国爱民的情怀，培养君子人格，涵养道德品质，

提升人文素养。

15. 他和她雕塑

位于长安校区东门西南侧花园，经上海校友会理事李蕾校友

牵线搭桥，上海校友会多方联络沟通，世界著名雕塑家德拉戈·马

林·薛林纳将自己创作并在上海世博园展出的一座雕塑作品

ONONA（他与她）赠送学校，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在西北大学

建校 110 周年庆典来临之际建成。该雕像是上海校友会对母校华

诞的精心献礼，也代表着广大上海校友关心、支持母校的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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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聚合校友资源、扩大学校影响、营造学校发展良好环境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6.“Xida 星”雕塑

位于长安校区图书馆正前方，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建成。由

学校 120 周年校庆工作办公室组织公开征集设计方案，艺术学院

组织对方案进行评审，并由焦艳军老师进行二次创作，最后由

1997 级校友张文松先生与西安上游星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捐赠，西

大星是全体西大人共同的荣誉和骄傲，西大星雕塑承载了厚重的

文化底蕴，彰显了具有鲜明西大特色的文化传统、精神风貌和价

值取向，是一座凝结了丰富人文艺术价值和深厚爱校荣校情感的

精品力作。

17.《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纪念碑

分别复立于我校长安校区校史文化广场和汉中市城固一中校

园内，由文学院教授刘卫平撰写后序，艺术学院教授岳峰书丹。

原碑是 1946 年国立西北大学告别城固、回迁西安前夕在城固办学

讲舍塑立。碑文由时任中国文学系主任高明教授撰写，时任校长

刘季洪于 1946 年 4月 30 日立石。2023 年 4月 27 日，在建校 120

周年之际，由我校 98 级、99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全体校友捐资复

立《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纪念碑两块，均为青石材质，高

240 公分、宽 120 公分。

18.校史地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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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安校区图书馆前台阶，由楠竹基金会捐赠，我校文学

院教师刘卫平、艺术学院教师岳峰、焦艳军创作，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在建校 120 周年之际建成。母校铭浮雕设计理念是以远

观较有辨识度的书简为主体，书简展开叙述内容：画面中上部将

代表校史的部分经典建筑物以时间为线由右至左依山傍水排列，

以山水画的形式巧妙契于书简当中；画面的下方 120 字的《母校

铭》文致敬 120 周年华诞，以文字感悟历史；左侧微微卷起的书

卷表达西北大学继往开来拭目以待的新篇章。

19. 国立西北大学校门（复刻）

20.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影壁（复刻）

国立西北大学校门（复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影壁（复刻）

位于长安校区校史文化广场，由各地校友会联合捐赠，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在西北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建成。复建西北联

大原校址影壁，缅怀在为民族危亡之际，献身祖国独立解放事业

的先贤们，缅怀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重要贡献的前辈，以期永远

供后人瞻仰，也将成为维系母校情缘的纽带和“母校—校友终身

命运共同体”的见证。

21.立石

位于长安校区东门西侧，由中国观赏石协会副会长、西安华

源景石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华捐赠，于 2012 年 10 月，在西北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立于校内。希望西大师生独立特行，坚如磐石，

光大百年名校传统，弘扬中华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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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10 周年校庆石

位于长安校区北门南侧，由北京、天津、河南、广州、大庆、

深圳、湖北校友会万名校友捐赠，于 2012 年 10 月，在西北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立于校内。由王子今教授撰写碑文。立石碑文：

西安北京，源本两支，风云之会，合并于兹。汉江秦岭，生意葳

蕤，科学民主，西北一帜。推崇实证，集聚名师，百一十载，大

业坚持。汉唐胜地，古典新知，少年进取，时代歌诗。西部开发，

正当盛世，师生责任，竞力趋驰。课读创意，好学深思，高天浩

海，母校恩慈。青春理想，誓不更移，公诚勤朴，志如此石。

23.“滋兰树惠”纪念石

位于长安校区西学楼东侧，由我校 1986 级行政管理班全体同

学捐赠，于 2020 年 11 月，在公共管理学院成立 20 周年之际立于

校内。

24.“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纪念石

位于长安校区西学楼东南侧，记录了民国二十七年秋，由黎

锦熙作词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内容：并序联黉，卌载燕都迥。联辉

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

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

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

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25.“复兴”纪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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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安校区八号教学楼北侧，由我校经济系 1977 级全体同

学捐赠，于 2008 年 4月立于校内。

26.“风华”纪念石

位于长安校区八号教学楼门口，由我校经济管理、旅游经济

专业 1981 级全体同学捐赠，于 2015 年 7月立于校内。“风华”

二字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雷珍民所提。

27.“经世济民 管赢天下”纪念石

位于长安校区宏观经济大楼东南侧，由我校经济管理学院

MBA2031 班全体同学捐赠，于 2022 年 11 月，在西北大学 120 周

年校庆之际立于校内。

28.铅锌矿石

位于长安校区万人体育馆西侧，由西北有色地质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陕西黄金集团股份优先公司捐赠，于 2022 年 11 月，在

西北大学 120 周年校庆之际立于校内。

29.“校训”纪念石

位于长安校区西门东侧，由我校文学院 1988 级作家班全体同

学捐赠，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在西北大学 120 周年校庆之际

立于校内。

30.“化学百年 玖玖感恩”纪念石

位于长安校区化材学院大楼东侧，由我校化学系 99级校友敬

赠，于 2023 年 11 月 19 日，在我校化学学科创建 100 周年之际

立于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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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作家摇篮”纪念石

位于长安校区七号教学楼东北侧，为校友贾平凹先生题字，

于 2008 年 12 月 20 日，在召开大学教育与西北大学作家群现象学

术研讨会之际立于校内。

32.“植桂故园”纪念石

位于长安校区五号教学楼东北侧，由我校法律系 1992 级学生

捐赠，于 2016 年 10 月立于校内。

33.大克鼎复刻件

位于长安校区校史文化广场，由宝鸡市委、市政府捐赠，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在西北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揭幕。该鼎，

鼎高 2 米，基座高 1.7 米，设计大方、制作精良，是 1890 年出土

于扶风县法门寺周代大克鼎的复制件。

34. 凤翙亭

位于长安校区玉兰湖西南角，于 2017 年 11 月建成，用以纪

念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张凤翙。

35. 学堂厅

位于长安校区东学楼西南侧，于 2019 年 1月建成。在“学堂

厅”西侧，制作悬挂有“大学堂”字样的匾额和“博古通今适用

世用, 砥德励行报以国华”的楹联。“学堂厅”成为校园内纪念

陕西大学堂办学历史的鲜明标志，对广大师生进行校史校情教育

的重要场所，我校继承和发扬优良办学传统和大学精神的重要载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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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园校区

1.“棫朴园”纪念石

2.上善亭

3.跬步廊

2010 年，我校继续教育学院和附中对桃园校区下沉广场（原

“音乐海”）进行改造，校友贾平凹先生为园区题字：“棫朴园、

上善亭、跬步廊”。在西北大学 120 周年校庆之际，西北大学广

东校友分会为母校献礼，发起上善亭彩绘翻新工程捐赠。

4.陶行知先生雕像

2022 年 7月，我校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共建“陶行知学院”，

研究会向我校桃园校区捐赠“爱满天下”陶行知纪念雕像。2023

年 11 月 25 日，学校举行陶行知先生雕像落成揭幕仪式。

策划审核：周超、梁木

梳理汇编：戴成国、宋卡迪、孟一诺、谢诗韵、

古拉丽、张远麒、冯晶晶、蔚天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