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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济大学是一所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农学
等10个学科门类、科研力量雄厚、国际交往广泛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
100年来，同济大学培养了25万毕业生，其中不乏科学巨匠、治学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
同济大学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享誉海内外。
　　同济大学100年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
她于1907年由德国政府筹划，德人开办。
起初她为“同济德文医学堂”，是我国早期开展西医教育的高校。
1912年与德国政府筹划、德人开办的“工学堂”合并，成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
1917年德人撤离，华人接办。
1923年学校更名为“同济大学”。
1927年跻身为国立大学，是国民政府成立后批准的第一批6所国立大学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济大学6次迁校，辗转浙、赣、湘、粤、桂、滇等地，最后在四川李庄、宜宾
坚持办学。
抗战胜利后，同济大学复员上海，在解放前夕的艰难岁月里，奇迹般地发展成为拥有医、工、理、文
、法5大学院的中外知名大学。
解放后，在院系调整中，同济大学的大部　　分院系贡献给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同时，又迎来了光
华大学、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圣约翰大之江大学等11所院校的土木、建筑、测量各系、科、组的师
生员工及教学设施，成为全国最大的以土木建筑为优势学科的高等学校。
改革开放以来，同济大学在国家和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恢复对德联系，走综合性发展之路，进
行两次并校改革，先后被国家列入“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学校的行列，并被列为中央管
理。
如今的同济大学正以综合性、研究型、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积极进取，努力奋斗。
　　同济大学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精神。
她是我国很早且尤其重视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高量她长期重用德籍教师，坚持德语教学；改革开放后
，全面加强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及联合国的交流和合作，坚持聘用外籍教师和海归学子，并向
全球招聘人才。
她建校初由德国人播下注重实际的办学理念，国人办学后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并形成了严谨求实的
学风。
她自强不息，多次置之死地而后生。
新时期，她着力在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培养人才，发展自己。
她不拘一格，勇于创新，在中国高教史上谱写了独特的篇章。
　　同济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蕴涵着丰富的办学思想、经验和规律；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宝藏，凝聚着
几十万同济人积极创新、默默耕耘所付出的心血；凝聚着千千万万海内外各界人士在物质、精神、知
识、道义等方面所付出的力量和情感。
　　全面展现同济大学100年的历史情况，总结和研究同济大学的历史经验，对于同济大学的臣展以及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弘扬传统，激励同济人，汇聚一切支持，关心同济发展的力量，学校需要把握和开发本校的历史财
富；为重温自己当年在同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广大校友翘首盼望手头有一本同济大学的志
书；为研究和了解同济，广大海外人士盼望看到更多的同济大学的历史书籍。
这本《同济大学百年志》的编纂出版正顺应了这些需要。
　　《同济大学百年志》的编纂工作经历了3个阶段，历时6年。
1999年5月编纂工作开始。
在布置发动、编拟提纲和辅导培训之后，编纂工作分两步进行，即先由各单位编写分志，然后由校史
校志研究室负责进行汇总编纂。
2002年8月《同济大学志（1907—2000）》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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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后，因有差错，学校发动全校用一年的时间对《同济大学志（1907—2000）》进行了修改。
2004年5月，为迎接百年校庆，学校决定在《同济大学志（1907—2000）》基础上编纂《同济大学百年
志》。
整个编纂工作由校党委和行政直接领导，由全校100多个部门、400多人参加，由校史校志研究室具体
负责。
　　在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同济大学百年志》的编纂工作形成了“以学校办学思想和决
策为主线、尊重历史，全面再现，现今重古，突出重大事件“的编纂原则。
由此，《同济大学百年志》全面地记载了学校教学、科研、医疗、对外交往、校办产业和管理服务等
方面的发展情况，忠实地记录了大学发展、曲折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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