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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特征，以及求学态度、师资力量、后续发展等，烘托文化氛围，给他们写毕业

论文以启示和鼓舞，治愈他们内心的浮躁，不忘初心、认真做好毕业论文研究，进

而学业有成；此外全面了解馆藏资料也有利于管理，更合理的布局、上架和标架，

吸引读者入馆阅读，提高民国文献的利用率。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1）详细了解馆藏本科学位论文情况，编写完整的馆藏本科学位论文目录，然后从

不同方面聚类分析本馆收藏的民国本科学位论文情况。

2）利用文献查找法和历史研究法获得需要数据。搜索民国数据库、开放获取资源，

以及通过学校档案馆查找当时的学生名录、培养要求、毕业去向等，结合本馆收藏

的本科学位论文进行分析印证。

3）利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意见建议。线上线下调查大学生想了解的民国本科学位论

文情况，接受文化教育的要点。

4）利用相关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总结。

5）结合馆藏民国本科学位论文的展览留言，分析对大学生的教育意义，撰写调查

报告、完成学术论文。

3 结论与建议

特藏因其在彰显高校文化传统和馆藏特色的重要价值而备受重视,民国论文是

本馆的特色馆藏，在彰显对大学生文化教育上有以下方面：

1）民国论文本身就代表了一定的历史文化。

晕染的墨水，陈旧的折痕，仿佛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沉淀与芬芳。翻开这些民国

论文，如同翻开历史的书卷，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泛黄的纸本民国时代，风

雨如晦，学校辗转搬迁（云南、香港、粤北坪石等）、日本蓄意破坏等原因许多毕

业论文和资料在战乱中或烧毁或丢失。如今保存下来的这些毕业论文，更显得尤为

珍贵。



2) 民国论文的选题、地址可以给学生进行校历的文化教育。

烽火岁月，时局动荡。1938 年，日军入侵广州，学校被迫迁移校址。11 月，

岭南大学迁往香港，国立中山大学于 1939 年 2 月定址云南澄江。1949 年秋，中山

大学和岭南大学搬回粤北坪石。几经辗转，艰难求学的学生们在战乱中跟随学校迁

址，虽生活艰苦，但师生们仍然积极创造条件展开学术调研，笔耕不缀。云南澄江，

岭南坪石，香港等……这些论文上的一个个地标，不仅仅是简单的地址，更是一种

记忆，是华农悠久历史的反映和见证。如有的论文上还有港运输的印章，也从一个

侧面说明当时岭南大学搬迁香港时也有民国本科论文迁移。

3) 民国论文作者态度、写作技能能给学生很多震撼。

民国时期没有电脑，所有的文字都是靠学生一笔一划手写出来的；没有互联网

和大数据，他们翻阅书籍，查找；没有电子统计，所有数据都需要自己实地观察、

实验和记录。在那个动荡年代里，撰写论文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然而那些工整

的书写，绘图，都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

4) 从论文体现出爱国情怀对学生的教育作用。

心怀家国，学以致用一篇篇论文，一张张绘图，一个个汉字，诉说着华农先辈

们当年的风华正茂，挥斥方遒。当我们在阅览这些老前辈的治学事迹时，也在被他

们的崇高精神所感染。丁颖院士曾说：“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

而我们当代之青年，更应该胸怀抱负，为中华之复兴尽责努力

5)从导师的成就影响和教育本科大学生学习文化，扩展本校影响力。

丁颖、李沛文、谢申、邵尧年、李德铨、杜树材、李锦厚、李永禄、李鹏飞等

导师有些被列为华南农业大学百年人物，档案馆微信公众号推出的系列大师（相关

介绍、奋斗和成就见）很多是民国论文的作者，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敬；有些高校

合并后继续在华农任教；他们的爱国精神、科研奋斗、教学精神都深深鼓励和教育

着广大师生，但是他们指导的民国学生论文却并未提起，需要管理加强合作提升教

育意义。

6) 从民国论文作者后来的成就影响和教育本科大学生学习文化

民国论文作者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出国在外、当时论文写的英文名与中文名联系

不上等原因，很多不想祥需要进一步求证。据我们所知，有的对学校后续发展非常热



衷的校友如李瑞明；有的如黄国熙成名后回馈家乡捐赠巨额资金修建学校等；有的如

傅家瑞成为国内科研骨干；有的留校继续为学校发展作出贡献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1）整理了本馆民国论文的典藏情况，包括典藏错误（如特藏、古籍）、作者单位错误

（如岭南大学写成中山大学）、没录入系统、条码错误等，此外因为民国论文没有贴

索书号，条码也没顺序，排列和查找都很麻烦，整理后按单位不同、年代不同自编了

一个顺序，方便了查找和排架，整理出了详细名单。

2）根据研究成果指导学校新媒体工作室 冯潇慧等编写微信推送«你的毕业论文写好

了没？快来看看民国论文怎么写吧！»，截止到 2019 年 5 月 21 日有 1.4 万人阅读，

学子们纷纷留言，使大学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3）课题组拜访了中山大学教授、馆藏私立岭南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作者傅家瑞教授，

通过专访了解到当时的论文选题是个人与导师一起商谈研究决定，学校对学生的毕

业论文要求很高，需要严格的答辩，因此不合格淘汰率较高。写作毕业论文的参考

书籍可从图书馆借阅或者自己购买，实验经费学校可以提供，论文文本需用统一的

书写格式且自已打印。可见当时的本科教育与学术研究非常严谨规范。这次对傅老

的拜访，彰显了我馆收藏民国时期本科学位论文的馆藏特色，进一步宣传推广了我

馆特色馆藏，了解到他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引导师生学习傅老

等老一辈科学家不畏艰辛、孜孜以求、爱国为民、博学慎思、明辨笃行、献身科学

与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努力工作学习。再者他的学生很多都在各个地方成了学术

带头人，他们对导师本科论文的欣赏和崇拜，把我们一起带入民国学生精神的学习

氛 围 。 详 见 我 馆 教 工 第 三 党 支 部 赴 中 山 大 学 拜 访 华 农 老 校 友

https://mp.weixin.qq.com/s/T7urckHPM-6LTLldteWIJw

http://lib.scau.edu.cn/cmsController.do?goPage&page=article&siteCode=cp

c&menuid=4af42ee35f7049c9016000cb01c271b9&articleid=4af42f346a47398b016

a493e237a03ae

4）从调查结果看，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学生主要是对民国论文写作的字体、图画最

感兴趣，纷纷表示很震撼，能平静内心激励学习。其次就是相关的校史比较感兴趣，

如战争年代学校搬迁、学生学习精神、文献的辗转运输等；最后是写作内容，当时

没电脑互联网情况下学生的艰苦奋斗持之以恒；二对导师和作者后面的成就有的表



示指导很有名有的不关心，可能给我们求证和宣传不到位有关。

5）从本馆收藏的岭南大学移交华南农学院清册上关于移交学生论文的清册和馆藏

对比来看，当时移交的论文都是英文部分和现存一致，缺少中文移交清册，为以后

研究提供了依据。

6）文章«馆藏民国论文特藏文献对学生的教育意义»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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