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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九一九年1．陈独秀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2．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各专门学校
、大学校、中学校招生办法  3．郭秉文等人将赴英、法调查战后各国教育状况  4．蔡元培撰写“致《
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  5．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全国教育计划书》  6．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布《
外国人所设专门学校毕业生待遇办法》  7．北京高校学生抗议巴黎和约  8．美国杜威博士应邀来华讲
学  9．北京学生再次上街示威讲演  10．李大钊等人发起筹备少年中国学会  11．国民教育促进团在上
海成立  12．范源濂发表《调查美国教育报告》一文  13．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
文  14．北京大学法科法律学门改称法律学系  15．江苏省教育会举行第15次常年大会  16．北京政府教
育部训令告诫各学校职教员务尽教育之职责  17．李大钊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 
18．蔡元培返校复职  19．郭秉文、陶履恭报告调查战后欧美教育之状况  20．《平民教育》创刊  21．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举行第五届年会  22．《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  23．欧
美教育考察团启程  24．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驱张运动  25．北京各校教职员就薪资问题发表第二次宣
言  26．《新青年》发表陈独秀起草的《本志宣言》  27．少年中国学会提倡生活互助  28．北京大学实
行选科制  一九二○年1．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平民学校开学  2．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举行
入学试验  3．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学生  4．北京大学组织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  5．
北京政府教育部就北大招收女生旁听事发函  6．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学界举行各种活动纪念五一劳
动节  7．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受聘为教授  8．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成立  9．北京大学举行授予
名誉学位典礼  10．蔡元培作《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演说  11．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对学科和课程
设置进行改革  12．震旦大学设立法学院  一九二一年1．胡先辅、梅光迪、吴宓等创办《学衡》杂志  2
．交通大学成立  3．国民政府司法部颁布《考核法官成绩条例》  4．北京教职员罢课索薪  5．陈独秀
在《新青年》发表《新教育是什么》一文  6．厦门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7．《中华教育界》发表阵代英
《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一文  8．湖南自修大学成立  9．北京大学成立法律学会  10．《教育杂志》发
表黄炎培的讲演记录《职业教育》  11．刘伯穆在东吴大学法科设立“型式法庭”  一九二二年1．全国
教育独立运动会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成立大会  2．李石岑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独立建议》一
文  3．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发表教育独立宣言  4．北京非宗教大同盟通电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
会  5．蔡元培在《新教育》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  6．《法学季刊》创刊  7．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
南举行第一届年会  8．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  9．北京国立八校校长为争取教
育经费辞职  10．余家菊发表《民族性的教育与退款兴学问题》一文  11．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
议  12．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举行第八次会议  13．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更名为上海大学  14．北京
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  一九二三年1．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2．北京干余学生到众议院请
愿  3．北京学联举行反日集会游行  4．陈启天发表《中国新教育思潮小史》一文  5．北京大学法律学
系教授会讨论通过法律学系课程指导书  6．北大法律系将“专门研究”列为四年级学生必修课  7．国
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法政大学  8．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更名为广东公立法科大学  9．
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东方文库》  10．法政专门学校更名为法政大学  一九二四年1．北京政
府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校条例》20条  2．国立广东大学成立  3．复旦大学修改学制系统  4．大夏大
学增设法科  5．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在南京举行  6．上海法政学院成立  7．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董事会成立  8．东吴大学法科提升招生标准  一九二五年1．东南大学换校长引发风潮  2．《中华教育
界》出版“收回教育权运动号”  3．蔡元培在欧洲作《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文  4．北京
政府禁止学生召开国耻纪念大会  5．各地学生参与爱国运动  6．北京临时执政府教育部公布《私立专
门以上学校认可条例》7条  7．世界教育会联合会首届大会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  8．《中华教育界》出
版“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号”  9．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在太原举行  10．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布《
外人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  11．北大法律学系成立法学研究会  12．北大法律学系甲子级友会成立  
一九二六年1.执政府开枪镇压请愿学生  2．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庚款董事会对于全部庚款发出第一次宣
言  3．上海法政大学部分师生另立上海法科大学  4．广东大学改组为中山大学  5．中华文化教育基金
董事会社会调查部订立社会研究奖金办法  一九二七年1．陶知行应徽社邀请发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
本改造》的演说  2．几所教会大学相继由中国人收回办理  3．美国教育家克伯屈应邀来华讲演  4．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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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接任东吴大学校长  5．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
俸表》  6．北京辅仁社召开第一次董事会  7．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11条  8．
张作霖令京师国立九校改组归并为国立京师大学  9．中华民国大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  10．国民政府公
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  11．各地纷纷筹设中山大学  一九二八年1．南京国民政府公布《
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  2．国立中山大学法律教育蓬勃展开  3．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中
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22条  4．北京学生组织“济案”后援会  5．中华民国大学院在南京举行第一次
全国教育会议  6．中华民国大学院发表全国教育会议宣言  7．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北京国立九校  8．国
立北平大学成立  9．中华民国大学院院务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学校系统草案》  10．清华学校改为国立
清华大学  11．罗家伦宣誓就任清华大学校长  12．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  13．南
京国民政府通过《中华民国教育宗旨》  14．国立武汉大学成立  15．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
究院组织法》11条  16．前北京大学学生反对北平大学区制  17．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教育部组织法
》21条  一九二九年1．国民政府设立法官训练所  2．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3．国民
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  4．复旦大学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组织法》进行
改组  5．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专科学校组织法》  6．国民政府公布《考试法》  7．北平
国立八院学生成立联合会  8．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教育部所拟国立北平大学几所学院、研究院之设置
意见  9．国民政府公布《司法院特许私立政法学校设立规程》及《司法院监督国立大学法律科规程》 
10．朝阳大学以私立北平朝阳学院名义再次立案  一九三○年1．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遣赴美留学党员由
上海启程  2．《新教育大纲》一书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3．本年我国在美留学生共1280人  4．国民政
府公布修正后的《司法院特许私立法政学校设立规程》  5．国民政府还公布修正后的《司法院监督国
立大学法律科规程》  6．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举行  7．国民政府教育部
公告已准立案及令停办之私立大学及学院名单  8．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大学课程及标准起草
委员会章程》  9．蒋介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令发表《告诫全国学生书》  一九三一年1．国民政府教育
部推行社会教育  2．教育有“六滥”、“四恶”、“三害”  3．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整理北平大学各
学院办法  4．燕京大学法学院设立法律系  5．陶知行发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 
6．《中华教育界》发表论述中国教育现状署名文章  7．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
原则》  8．北京大学先后公布《北京大学法律系课程大纲》及其修订  9．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0．北大法学院教授在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三周年纪念
会上发表演说  11．国民政府公布国立、省立、私立(已立案)专科学校一览表  12．东北大学师生至北
平避难  一九三二年1．国民政府制定《司法官任用暂行标准》  2．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北平各大学院
系统计数字  3．陈果夫提出《改革教育方案》10条  4．北京大学公布《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  5．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行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  6．《中华教育界》连续发表《关于改革教育
方案的提议及其商讨》  7．国民政府公布《法院组织法》  8．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发表《教育部九月来
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  9．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教育之决议案》  10．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
各校招考新生之考试科目及各科程度  11．复旦大学法科发展受限  12．《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一书出
版  一九三三年1．中国教育学会在上海成立  2．《中华教育界》发表《我们的教育》一文  3．中共中
央在江西瑞金成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4．国民政府教育部限制招收文法科学生  5．国民政府教育部
改组北平大学   526．鲁迅反对国民党当局限制大学招收文法科学生  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文化教
育建设大会通过《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的决议案》  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文化建设教育大会通过
《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  一九三四年1．蔡元培在《东方杂志》发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 
2．罗家伦发表《中国大学教育之危机》一文  3．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1934年度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招生
办法  4．国民政府教育部令颁《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  5．《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出版  6．复
旦大学法科大规模招生  7．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整理北平大学令  8．《新生》杂志登载陶行知的《教
育的新生》一文  9．上海东吴大学《法学杂志》出版“法律教育专号”  10．清华大学通过《国立清华
大学研究院章程》  一九三五年1．《教育杂志》开辟“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专栏  2．《中
华教育界》登载陶行知的《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等两篇文章  3．国民政府公布《高等考试司法官
考试初试及格人员学习规则》  4．北大法律系派助教张守正赴日考察法律教育  5．中央研究院举行首
届评议会聘任会议  6．国民政府公布《学位授与法》  7．《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规程》公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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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公布《高等考试司法官考试规则》  9．北大法律系主任戴修瓒出席全国司法会议  10．国民政
府公布《司法院发给法律科毕业学生证明书规则》  一九三六年1．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非常时期教育实
施委员会拟定《非常时期教育方案》  2．中华法律教育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及第一届年会  3．国民
政府教育部核准备大学及独立学院设立研究所名单  4．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5．鲁迅
在上海病逝  6．张知本任朝阳学院院长  一九三七年1．日军轰炸南开大学  2．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陕北
公学  3．伪满公布《建国大学令》  4．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  5．长沙临时
大学组建  6．日本侵略者大肆轰炸破坏我国各级学校  7．长沙临时大学举行开学仪式  8．陕北公学在
延安举行开学典礼  9．长沙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开学  一九三八年1．十余教育团体组织全国抗战
教育协会  2．蔡元培在《宇宙风》杂志发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  3．长沙临时大学发布“迁校
”布告  4．浙江省创办浙江战时大学  5．抗日军政大学学生成立抗大同学会  6．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
立夫就职  7．成仿吾发表《半年来的陕北公学》一文  8．陕北公学举行第二期学员开学典礼  9．“国
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0．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举行成立典礼大会 11．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  12．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  13．国民政
府教育部邀请大学各科专家草拟各院分系必修、选修科目  14．毛泽东在陕公总校讲抗日战争持久战问
题  15．朝阳学院从沙市迁往四川成都  1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增设师范学院  17．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
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  18．教育部颁行法学院共同必修科目  19．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  20
．55所高等院校迁移、新建、调整  一九三九年1．抗大开始建立分校  2．陕北公学总校与分校合并  3
．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  4．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  5．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举
行开学典礼  6．西南联合大学常委会作出“关于暂不举办研究院的决定”  7．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称
国立西北大学   918．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关于大学及独立学院院系名设置的训令》  9．国民政府教
育部公布法学院法律学系必修科目表  10．华北联大正式开学  11．国立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  12．全
国设备条件较好的大学，恢复、扩充或增设研究院所  一九四○年1．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在延
安发表  2．华北联合大学发布第二期招生简章  3．华北联合大学迁往平山县  4．蔡元培在香港逝世  5
．国民参政会第五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  6．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在山西举行第六期开学典礼  7．泽东青
年干部学校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  8．国民政府教育部订颁《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教学研究会办法要
点》  9．陕甘宁边区成立行政学院  10．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
》  11．华北联合大学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一九四一年1．抗战建国学院与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院合并  2．
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正式成立  3．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修正北京大学组织大纲》  4．伪北大成
立法学院  5．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6．延安大学成立并举行开学典
礼  7．华北联大向敌后转移  8．华北联大进行改编  9．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籍
规则》  10．《解放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1．陕甘宁边区政府
政务会议通过《1942年教育工作计划大纲》  2．陕甘宁边区成立新教育学会  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
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  4．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  5．中共中央政治
局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6．中山大学法学院复办《社会科学论丛》  7．汪伪国民政府成
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  8．《教育杂志》刊登《大学教育的政策问题》一文  9．华北联大党委发布
《整顿三风工作检查初步总结》  10．徐特立在《解放日报》发表《抗战五个年头中的教育》一文  11
．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人数暂行标准》  12．日伪举办的北京大学制定《研究院
暂行组织规程》  13．华北联大法政学院举行新学员入学分系测验  14．华北联大再度迁至阜平  15．伪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成立学术文化审议会  一九四三年1．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1943年度公私立
专科以上学校招生办法》  2．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教育部派遣国外留学公费生管理办法》  3．国民
政府教育部颁布《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  4．国民政
府教育部公布《国外留学自费派遣办法》  5．国民政府“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的教育方针引发抗议  
一九四四年1．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政治班正式成立  2．中央研究院在重庆举行二届二次评议会  3．延安
大学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  4．《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
》  5．陶行知作《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的讲演  6．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  7．陕
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8．国民政府公布《军法人员转任司法官条例》  9．国民政府教育
部发布《教育部1934年度业务之总检讨》  一九四五年1．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法律专家组织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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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2．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第六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竞试办法》  3．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
庆举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  4．内迁重庆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师生返回上海  5．西南联大十教授呼吁
停止内战  6．国民政府教育部修正公布《教育部处务规程》  7．教育部接收台北帝国大学  8．昆明发
生“一二·一”惨案  9．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北方大学  10．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全面恢复华北联
合大学  11．同济大学法学院正式开学  12．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甄审办
法》  一九四六年1．社会大学在重庆举行开学典礼  2．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
平建国纲领草案》  3．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处理办法》  4．国民政府教育部在
重庆召开中等以上学校迁校会议  5．东北各地民主政府积极创办专门教育  6．国民政府邀请各科专家
讨论修正文、理、法、商、师范等院校共同必修科目表  7．北方大学范文澜校长到校就职  8．西南联
大宣告结束  9．山东大学在山东解放区临沂正式开学  lO．东北军政大学在东北解放区开学  11．国民
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行高等教育讨论会  12．陶行知在上海逝世  13．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第二次公费
和自费留学考试  14．延安各界代表追悼陶行知  15．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改为政治学院  16．国民政
府教育部公布《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  一九四七年1．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  2．国民
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  3．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国外留学规则》  4．各地学生举
行反内战示威运动  5．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私立学校规程》  6．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几所大学
附设法院书记官专修科、法院监狱官专修科  7．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8．国民
政府同美国签订《中美教育合作协定》  9．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墨西哥召开第二届大会  10．同
济大学法学院聘国内外知名法学专家前来任教  一九四八年1．国民政府公布《大学法》  2．中共中央
东北局发布《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  3．国民政府教育部法律教育委员会在南京开会  4．国民政府教
育部召开大学文、理、法、师范四学院课程会议  5．吉林大学正式复校开学  6．中国教育学会第九届
理监事第五次联席会议在南京举行  7．国民政府教育部法律教育委员会在南京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  8
．国民政府大肆逮捕进步学生  9．华北大学成立  10．华北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11．东北大学在佳木斯
举行开学典礼  12．北京大学举行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13．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大学八学院共同必修科
目表及分系必修科目表  一九四九年1．中国共产党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清华大学  2．华北解
放区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  3．东北学生在沈阳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4．中国共产党接管
北平高校  5．华北大学向北平搬迁  6．平津各大学进行校务改革  7．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北平举行
第一次会议  8．北平政法学院改称中国政法大学  9．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常委会  10．《东
北日报》发表社论《把高等教育提高一步》  11．北大教师祝贺政协会议召开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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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义孙编著的《三十年中国法学教育大事记(1919-1949)》是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1919年到1949年这段
不平常的法学教育历史。
在内容选择上，这部大事记以当时的文化活动为背景，兼顾与法学教育相关的教育事件；在编写体例
上，按照编年的方式，逐年排列。
本书对于粗略把握1919年到1949年这段法学教育历史有重要的线索作用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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