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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记住往事

我来陕西工作后，一直在深入了解学习陕西的历史。陕西的老

同志很多，他们为中国革命和陕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经做出过

重大贡献。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今天人们对他们中的一些同志认知

渐渐模糊了。刘端棻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刘端棻同志是河北人，１９３７年底奔赴延安。他在陕北工作生活

１２年，始终献身于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他先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鲁迅师范、关中师范、延

安师范、边区师范、子长中学和延安大学工作或担任领导，为陕甘宁

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做出过突出贡献。其间，他还作为习仲

勋同志的助手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习仲勋同志生前

为该校校史的出版写过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创办二师

的刘端棻同志，不受旧教育框框的束缚，坚持马列主义立场和观点，

从实际出发，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辗转陕甘，依托农村，因陋就简，

坚持办学。以后历届校长也是这么做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

的。”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刘端棻同志的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陕西宣传教育战线工作，曾担任西北

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和西北大学校长，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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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西北大学是我

省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刘端棻担任校长、副校长长达１２年，曾对学

校的改造和重建做出过重要贡献。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刘端棻同志因病去世。当我和一些老同志谈起

他时，大家都还深情地回忆起和他在一起的时光、相处点滴事。我

们纪念他，有两点不可忘怀：

第一，历史不可忘记，今天的教育是我们党创立的陕甘宁边区

革命教育的延伸和发展。

过去的历史不能忘记，革命的历史不容磨灭，我们的今天都是

从昨天走来的。我们今天的教育也应该是过去教育的延伸和发展。

众所周知，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事业有几个主要传统，除了中国古

典文化传统、五四新文化传统和苏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外，在革命

文化教育传统中以陕甘宁边区文化为代表占有重要地位。当年一

大批我们党在延安创办的学校，成了全国解放后一些大学的前身，

也成了我们国家一批骨干、知名大学的源头，为今天的中国教育源

源不断地提供着历史动力和精神养料。我们省的同志和教育工作

者应当十分珍惜和认真研究，继承、弘扬这一段历史和传统。刘端

棻同志是陕甘宁边区教育界一位重要人物，研究这一段历史，我认

为，必须要了解他。

第二，党中央和全国热血青年成就了延安热土，使之成为革命

圣地。

我常想，当年不仅陕西籍的同志，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成

就了延安这个革命圣地。２０世纪的陕北黄土高原，偏僻而贫瘠。当

时延安这片热土，为什么会成为全国人民和热血青年心之向往的地

方？正是因为有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因为有了人民军队，因为有

了忠诚于党和解放事业的陕西人民、延安人民。由此形成了历久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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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延安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在当时为了共同革命理

想信念来自五湖四海的“延安人”身上，他们舍弃小我、献身大义，大

开放、大融合、大进取，从而汇聚起了中国革命的强大洪流。刘端棻

就是这么一位并非生于斯长于斯、但甘于将热血与汗水奉献于斯的

“延安人”。今天我们缅怀像刘端棻这样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老

同志，重在从他们身上吸收正能量，作为自己讲党性、重奉献、正衣

冠的一面好镜子。他们身上凝聚的延安精神不朽，他们为建设陕

西、建设新中国忘我奋斗的革命历程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只有继承

和弘扬这种精神，我们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建设“富裕陕西、和谐陕

西、美丽陕西”的陕西梦！

西北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纪念刘端棻同志的文集，这很好。通

过纪念他，重温陕甘宁边区红色教育的光辉历程，有助于我们继承

和发扬延安精神，砥砺前行，三秦大地会更加富裕、和谐、美丽。本

书名为《往事如烟》，我希望我们要常记革命时期的往事，常记延安

时期的往事，常记那些曾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做出过贡献的

人们。窑洞油灯之光、小米芬芳之香，念之使人眼前光明、心中香

甜，往事并不如烟，前贤风范久长！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赵正永
２０１３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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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
———刘端棻逝世百日痛怀

白玉洁 李志远 延晓 谈光纪 闫凌

著名教育家、我们的老校长刘端棻同志于 1992年 12月 11日与

世长辞了，我们为失去这位难得的德高望重的尊师而感到十分悲恸!

我们是刘端棻所创办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 后更名关

师、联中，简称二师) 的学生，亲自受到他的教诲和培养。他那殚

精竭虑的远见卓识，他那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他那实事求是的

嘉言懿行，他那可亲可敬的师表风范，历历在目，铭刻在心，永远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刘老不仅是我们年轻时代的老师，也是我们

的终身师表。

唐代诗人李商隐诗曰: “落时犹在舞，扫后更闻香。”描述了花

已落去，尚留芬芳在人间的意境。它给我们以联想: 志行高洁的

刘老虽已谢世，但他的精神常驻，流芳千古。我们在这里，以沉痛

的心情，回忆刘老在二师的种种感人的事迹，以表钦敬之情。

一、在蒋军围困中艰苦办学

刘端棻同志 1909 年 7 月出生于河北枣强，1931 年加入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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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青年团，同年 9 月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教育系学习，由潘

梓年同志介绍，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后的 1937 年，经武汉、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奔赴延安。1938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刘端棻同志受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委派，于 1939 年 9 月从延

安到关中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新正县马家堡筹建二师。那

时，边区教育十分落后，关中分区虽好一点，但仍谓之“文化荒

漠”，革命和边区的建设最需要的是既有文化又有坚定政治观点

和立场的干部。于是，边区政府和关中分区就把发展边区国民教

育视作开发“文化荒漠”之本，培养人才之源、办起了二师( 习仲

勋撰写了二师校史《序言》)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蒋介

石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边区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严

加封锁，造成粮食奇缺、被服奇缺、油盐奇缺的极端困难处境。刘

端棻从延安来时，边区政府只拨给 700 元开办费。为了完成这一

艰巨而光荣的办学使命，年仅 30 周岁的刘端棻同志在这里以大

无畏精神，力排万难，白手起家，掀起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劳动建校

活动。

二师校址选在原鲁迅师范在马家堡西门外沟畔大崖下打的

一排土窑洞，沟对面便是盘踞着国民党军队的职田镇( 马家堡、职

田镇相距只有 2 华里) 。二师筹建时，正逢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

高潮，职田镇的蒋军预备第三师对边区的摩擦日甚一日，大有对

马家堡发动进攻之势。刘端棻在敌军鼻子底下办学，又要搞战

备，经习仲勋同志批准，在 1940 年春节后，刚过正月初五，就开始

了战备工程。为把战备工程抢在蒋军进攻之前，一有学生报到就

动工，边报到边干，打防围墙 50 多堵，打地道 200 多米。而鲁师

旧址的十几孔窑洞，没门没窗，也没有床板，端棻同志毅然决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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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草帘，打麦草铺，因陋就简，学校最终于 1940 年 3 月 15 日正式

开学上课了。

但开学第 15 天，沟对岸国民党军队的机枪、步枪就向马家堡

和二师校院疯狂扫射，防围墙保护了全校师生，无一人伤亡。天

黑下来后，端棻同志带领全校师生，通过地道，安全转移了。他们

翻沟越岭，摸黑转移到了马家堡 20 华里以外的今甘肃省正宁县

( 边区为新正县) 的三喜原嗦罗村住下来办学。这是他率领全校

师生第一次避敌迁校，第一次在农村农家办学，困难重重，又没经

验。而我们的刘校长，为了抢时间上课，带头住进群众的饲养室

( 群众叫牛窑) ，全校师生像久经拉练的游击队一样住进了农民腾

的土窑里，3 月 31 日住定，4 月 1 日就正式上课了。大树底下是

课堂，借来群众的门板当黑板，拣来的黄土块当粉笔，读书上课，

很快做到井井有条。

学校迁到嗦罗村，再有 20 天就是“谷雨”，时令催人，要完成

边区教育厅下达的开荒任务时间很紧。学校有人手，就是没钱买

镢头。刘端棻灵机一动，前往阳坡头请示。之后，他怀着喜悦的

心情，翻越大沟，回到嗦罗村，向学校传达了习仲勋校长对完成开

荒任务出的好主意。于是派管理科科长冯宝仁同嗦罗村干部群

众代表达成学校用五个人工换群众一个牛工，变工生产的协议。

这个办法，双方满意。嗦罗村有牛户齐出动，在村干部带领下，为

二师开荒地 150 亩，保证了适时下种。二师师生在刘校长带领

下，把嗦罗村群众的麦田全部春锄了一遍，还为群众在村道沟坎

栽了一批柳树。在 1990 年出版的《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

十二年》这本书里，刘老写道: “搞变工队，而且是学校与群众协作

的变工队，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体验的学校与社会结合的新的

教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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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田镇的国民党军，5 月中旬侵占了关中分区领导机关驻地

马家堡和附近的两个区，二师又被逼着搬迁到今甘肃宁县的付家

山( 边区新宁湘乐镇附近) 。在国民党军的不断闹摩擦、不断侵犯

我关中分区的威胁下，学校频繁迁徙，开学不到 8 个月就换了 4

个过渡校址。二师是一所战时学校，行动管理军事化。刘端棻校

长要求大家做到的，他都带头做到。1940 年 5 月 24 日撤离嗦罗

村，北上向宁县迁移。100 多里路程，他不顾自己腿有病，和师生

们一样步行，三天行军，冒大雨将近两天，衣服也全被淋透。从国

民党军山河镇据点附近通过时，为增强学校的自卫能力，刘校长

亲自和分区送犯人北上的警卫队同志商量议定，二师抽出学生去

协助押犯人，保安处一班、持枪警卫战士承担二师和犯人在内的

一路行军安全，保证了这次长途转移，顺利到达目的地付家山。

1940 年 8 月中旬，二师从付家山南下到后掌村时，刘校长参

加边区教育厅在延安召开的各县三科长联席会。开完会返回关

中时，得知二师已从付家山南下。延安距离新正县后掌村 500 多

华里，一路不时下雨，苍山密林，羊肠小道走到无人山区，大半天

吃不上饭，把马一再让给学生代表吴贵学骑，他却握着马尾步行。

当学校第五次迁至马栏川里的黑牛窝劳动建校时，刘端棻在动员

大会台口拟的一副对联是:

五次搬迁，历尽辛劳不易;

六度建设，当思创业维艰。

( 横批是) 希望在窑洞

在黑牛窝，刘校长发动了“十月劳动建校月”。他亲自挂帅，

担任总指挥，并身先士卒地参加打窑劳动，和师生一起奋战了 50

个昼夜，打成了 38 孔窑洞。宿舍是窑洞、伙房是窑洞、教室是窑

洞，二师初具规模，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窑洞师范”，正像当年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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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延安讲的: “窑洞里有马列，窑洞里有革命人才，全国人民

都把希望寄托在窑洞里!”刘端棻就在新打成的窑洞里接待了报

社记者的采访，又接待了边区教育厅的视察代表和柯仲平、吴伯

箫等文化名人。

然而二师大部分时间是游居在山村，做过二师校址的嗦罗

村、付家山、后掌村、蜈蚣洞，大都只有十多户、七八户人家。

群众腾的窑洞不足，刘校长就领导我们把附近没有窑门子甚

至塌土拥了窑口的旧窑洞清理一番，借来群众的椽板，上山割来

蒿柴编织，打上麦草地铺，就成了师生们的好校舍。在蜈蚣洞时，

1941 年春节后招来的新生班住在上下脚蹬石窝、手攀铁索的高岩

洞里。马栏川里的民谚“四九五九冻死母狗”，新生们住的石洞，

洞连洞，洞口又大又长，没法塞挡，冻在学生身上，疼在我们的刘

校长心上。他怕把新生们跌伤，怕把新生的手脚冻烂，要班主任

和学生干部，天天在朝会、夕会上反复讲安全，要事务处加发木

炭。学校迁到任何一个村庄，他都率领大家排除一切困难，保证

读书上课，课堂始终不是树下就是露天，石块做凳子，双腿面子当

桌子，草铺宿读结合，班组讨论会也在草铺上。刘校长和所有教

员一样，站在大树下给我们讲课，坐在草铺上参加辅导我们的学

习讨论。学生站岗放哨，我们的刘校长没有代哨任务，可他却常

常独自一人摸黑来查哨。打柴、烧木炭、开荒、种地，大家见他腿

有病，心脏不好，劝他不要参加，可他只要工作能甩开，总是和我

们学生同劳动。

由于二师长期在国民党对关中分区发动的摩擦战的硝烟中

走来走去，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正像习仲勋校长回忆

的那样: “二师的学生一律免费，实行的是供给制，实际因为边区

经济困难，学习纸张、用具不给发，衣服被褥只能做到补发，自打



6 /

草鞋，除每天每人一斤半小米外，生活用油，食盐以及钱计，其艰

苦状况是现代的学生们难以想象的”( 习仲勋撰写的二师校史

《序言》) 。刘端棻副校长也回忆当年物资条件差的情况时说:

“现在用的钢笔和墨水，那时是没有的，连一支铅笔也是不可多得

的东西，师生们有时用鸡翎管削成蘸水笔，有时用弹壳安上麻丝

当毛笔，墨水则是利用染料自制的。”他还说道: “学校照明，不仅

没有电灯，连灯油也很少，为了节省灯油，晚上讨论会经常在月光

下进行。”学生们还乐观地说: “‘讨论会主要是用脑、用口、用耳，

而不用眼，没有灯火照样能讨论马列主义’”。当年的二师，就是

从这样的一个衣食住行用都十分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走过来的。

毛主席就曾经风趣地勉励边区学校的师生们说: “你们过着石器

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列主义。”

1940 年 11 月，蒋军又对关中分区发动了进攻。刘校长向学

校传达了 24 日关中分区党委常委会精神和仲勋同志的指示，紧

急动员，率全校师生，踏着雪路，摸黑从后掌村高原转移到马栏川

里的蜈蚣洞，远离分区机关，远离校长习仲勋，坚持办学。仲勋同

志关心二师，常从阳坡头到蜈蚣洞检查指导办学，亲自给二师师

生作时事报告，同师生一起打篮球。刘端棻一再翻山越岭步行到

阳坡头向习仲勋同志汇报请示，办学比在嗦罗村、付家山、后掌村

有了许多重大改进。把时事报告课从课外专题政治报告改为一

般公民课，把政治课改为社会科学概论，把自然常识课改为自然

科学概论。按边区教育厅的规定，师范一班增加新教育原理、儿

童心理学、医药卫生三门课。刘校长给我们带新教育原理、儿童

心理学两门课，他从二师实际出发，把这两门课合为一门教育心

理学。他讲课，善于抓学生心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生人人

爱听，没人打盹，聚精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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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春节前后，二师忽然流行一种斑疹伤寒病，来势凶猛，

全校师生 40%的人被“瘟神”掀倒。我们的刘端棻副校长，病得

很重，睡在一个小石窑洞的土炕上，高烧不退，昏昏迷迷，开水、面

糊只能一勺一勺地喂。在他神志稍好时，总要叮嘱身边护理他的

学生，要事务处、班主任、班干部精心护理病中的师生，没钱没药，

多喝开水多用偏方土办法，要有自信战胜这场病魔。二师习仲勋

校长亲自日夜为二师病中的师生操心想办法。最叫全校师生感

动的是，习仲勋校长派人专程给刘端棻送来两支退烧的针剂药

( 从分区司令部想的办法) ，指示学校派人拿上他的介绍信去雷庄

村请来当地名中医、边区参议员、习仲勋的好友张子平前来蜈蚣

洞，为刘校长和二师师生治病，经张老先生开中药，用民间验方蓖

麻油清火利肠，终于控制了这场瘟疫的蔓延。刘校长在他写的

《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一书中感慨地写道: “这场

病真是怕人! 幸而没有死一个人，只有一名学生因发高烧太厉害

了，病愈后有点耳聋。”

这次“瘟神”被送走之后，引起了刘端棻对学校卫生工作的高

度重视，他立即选派师二班学生王金印去分区卫生所学习。王金

印学习结业回校后，学校成立了卫生室，以防治疾病和搞好环境

卫生为主要宗旨。学校卫生室成立前后，刘校长又和事务处、医

务室共同研究，用民间土办法，用硫黄配药，擦洗、火烤，治愈了疥

疮，又采用了煮衣被，倒换地铺麦草等办法刹住了疥疮的传染。

煮虱子、架柴火烧臭虫早在嗦罗村就用上了，之后更是有目的地

进行。稍有忽视，刘校长就一声号召，礼拜天什么活动也不安排，

不是专门煮虱，就是烧臭虫。

学校搬至黑牛窝，条件有所好转，刘端棻对全体师生的健康

仍然十分关心。他认为，生活条件好坏都要讲卫生，只有讲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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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防病治病，才能有健康的身体保证读书上课。因为刘端棻校

长的严格要求，二师在黑牛窝的讲卫生行动一直声势很大。遵守

学校规定的卫生制度，人人自觉，所以，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流行

病，这也与我们的刘校长关心改善全校师生的生活，增加营养是

分不开的。他还说，过去条件不成熟，我只能说河里冷水洗脸好，

现在有条件了，烧些水洗漱当然也是对的。学校驻扎在黑牛窝，

环境比较稳定，在他的倡导下，很快在附近河滩开荒 30 多亩，大

抓种菜，养猪磨豆腐，改善师生们的伙食，增强体质，以迎接更繁

重的工作与学习任务。

二、战时教育及其实践

二师是一所战时学校，刘端棻的办学思想及其大胆实践，奋

勇向前，百折不挠，保证了这所战时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为边区和

革命培养了人才。

当时，他就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修养，办二师这所战时学校，

努力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作指导，贯彻边区教育方针与

关中分区的战时环境和经济文化现实情况紧密结合。用他的话

说: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勤俭办学。”“政治领先，知

识育人。”当年兼二师校长的习仲勋同志在为二师校史写的《序

言》中道: “二师为了造就革命事业所需要的有觉悟、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学校采取了课堂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

合，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战时教育和军事训练相结合，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治思想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始终紧密结

合在一起，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它在边区教育史上不能不说

是一个创举。”这是对创办二师并在二师坚持办学数年的刘端棻

教育思想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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