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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培新 关爱和

1912年，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河南贡院的旧

址上建立，拉开了河南现代高等教育的序幕。．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的第一任校长林伯襄先生把“以教育致国家于富强，以科学开发民智”

作为预校的办学宗旨，此宗旨泽惠中原。1936年，古朴典雅的河南大

学校门建成，选取《礼记·大学》中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作为校训，

此校训寄意高远。1940年，河南大学流亡嵩县，在抗日烽火中，著名学

者嵇文甫先生谱写了一首河南大学校歌：“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

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此校歌传唱至今。t

．河南大学从诞生之日起经历了90年的风雨里程，在将近一个世纪

的漫漫征途中，她始终根植于中原大地这块沃土，随着时代的变迁，演

绎着一段段曲折而又艰辛的故事，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

一块丰碑。

，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以她博大的胸怀和丰厚的土壤，哺育着这

座饱经沧桑的古老学府。 ，

、

铁塔，中原精神的写照，以它的坚韧与挺拔，启迪着这座百年名校

的代代学人。
‘

从20世纪初迄今，河南大学历尽磨难、饱经沧桑，从这里走出的

38万名学子，以各自的奋斗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做出了卓

越的贡献，河南大学正是因为拥有众多的优秀学子而赢得了社会的尊

敬。河南大学在近百年的办学实践中，得益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

原文化的浸润，造就与熔铸了深厚广远的河大精神，百年河大也正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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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这种精神而生机无限，常办常新。百年河大的历史，是一部创业奋斗

的历史，是一部耕耘收获的历史，是一部培植河大精神的历史。

在河大迎来90华诞之际，让我们一同翻动这部由前辈后学们所共

同谱写的沉甸甸的校史，一同用心去诠释、去感悟百年河大!
。

?

一、风雨沧桑卓越贡献
t

河南大学90年的发展史，是一部中国现代教育史、一部现代文明

史的缩影。她是河南现代高等教育和现代文明的开启者、缔造者，她为

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繁荣、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现代教育的缔造者

～一辛亥革命胜利后，各种进步思想的潮流让中原大地上的仁人志士

心潮澎湃。1912年，在李时灿、陈善同、林伯襄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的

推动下，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当年9月，首批140名新生

正式人校，首任校长为林伯襄先生。林先生长校期间，礼贤下士，求贤

若渴，爱生如子。

。1922年，时任河南省督军的冯玉祥将军十分重视教育，主张在河

南创办大学。他从查抄反动军阀赵倜的财产中拨出专款作为创办大学

的筹备金。11月，在预校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州大学，设文、理两科。

1927年，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河南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并人中州大

学，改名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7月，改为河南省立中山大学，下设文、

理、农、法四科。

1930年9月，河南省立中山大学改名为省立河南大学，下设文、

理、农、法、医5个学院。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河南大学在战火纷飞

之中辗转搬迁数地。老师们在茅草屋中传道授业，一丝不苟；学生们在

桐油灯下刻苦攻读，如饥似渴。1942年3月，河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

立。隆重的命名和挂牌仪式在河南大学的流亡地潭头举行，学生自发

组织的各种剧团连续公演数天，狂欢庆贺。-1944年，经国民政府教育

部综合评估，河南大学以教学、科研以及学生学籍管理的优异成绩，被

评为全国国立大学第6名。在颠沛流离的年代，河南大学为中国抗战

时期的高等教育史写下了悲壮而又自豪的一页。1945年12月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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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8年流亡之苦的河南大学重新回到铁塔下熟悉的校园，“明德、新

民，止于至善”的金宇校训依然高悬在学校大门之上。师生们欢欣鼓

舞，激动不已。到1947年底，河南大学共有6个学院，16个系，教职工

近500人，在校学生2000多人，是华北地区院系最多、校园最大的高

校。1948年6月，嵇文甫、王毅斋、李俊甫等率领河大进步师生奔赴解

放区，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首长的关怀下，创办中原解放区最高学

府——中原大学，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7月底8

月初，部分河大师生南迁至苏州。1949年6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

在中原大学医学院、教育系师训班和河南行政干校的基础上扩建河南

大学，并派人到苏州，迎接河大师生返回开封。河南大学的历史揭开了

新的一页。

50年代初，政务院教育部提出“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

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院系调整方针。在此大背

景下，河南大学先后历经两次大的调整。河南大学农学院独立设置为

河南农学院，医学院独立设置为河南医学院，水利系调往武汉大学水利

系，财经系调往武汉中原大学财经学院，畜牧兽医系调往江西农学院，

植物病虫害系调往武汉华中农学院，行政学院单独设校，成立河南省政

法管理干部学校。1953年8月6日，平原师范学院并人河南大学成立

河南师范学院，分设院本部和二院，在开封、新乡两地办学。1956年11

月，院本部和二院分别定名为开封师范学院和新乡师范学院，并形成了

文科集中在开封，理科集中在新乡的办学格局。1979年8月，开封师

范学院更名为河南师范大学。

1984年5月，河南大学恢复校名。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同志亲笔题写了“河南大学”校名。2000年7月，开封医专、开封师专

并入，组建成新的河南大学。目前，河南大学拥有文、史、哲、经、管、法、

教育、理、工、医10大学科门类，下设24个学院，有67个本科专业，13

个省重点学科，53个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1个省重点实验室。全日

制在校研究生、本科生24000多人；教职工6000多人，其中院士5人，

教授、副教授800多人。河南大学已经成为一所规模较大、基础雄厚，

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综合大学。

‘河南大学诞生在辛亥革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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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清政府建立京师大学堂，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尚不过百余年历

史。90年来，从河南大学中孕育出一批高校，派生出许多系科专业，成

为中南6省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母体之一。河南大学的发展是中国现代

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构成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的重要篇章。

(二)现代文明的开启者’

历经辛亥革命的洗礼，迎着世纪的曙光，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和

新文明的气息在召唤和吸引着河大人，对文明和科学的向往与追求，似

一股热流一直在河大人的身心中涌动。这种涌动很快便成为一种力

量，冲破世俗的樊篱和封建的牢笼，不断地成长、壮大、蔓延。

发轫之初的预校，正值清代末季，国力衰弱，内忧外患，战事频仍。

在此社会背景之下，有识之士在《大中民报》上刊登《筹备留学欧美预备

学校公启》，无疑是向仍处在封闭、落后、沉闷、保守状态的人们敞开一

扇亮窗，成为开启新式教育的一盏明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象

征封建科举制度的贡院旧址上诞生，意义重大。当时，林伯襄先生即主

张“以教育致国家于富强，以科学开发民智”，旨在放眼欧美，培育人才，

强省强邦，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式教育的开放式大学。因此，预校成

立之初，即实行男女同校，并组织有篮球队、网球队、武术队、新剧社、论

辩会、音乐会等，首开河南省男女同校之先河，这些都以强烈的开放意

识昭示于世，崭露着现代文明之光。

从创办预校开始，按照培养留学欧美预备生的宗旨和目标，时任校

长的林伯襄先生即以开放的眼光，不惜重金，从严择师。数、化及西洋

史、地课程都用外文原版教材授课；英文、德文、法文三科外籍教师占

1／3，每科还要开设第二外国语，学生均能用所学外语会话、作文。学校

十分注重图书教材资料建设，时任中州大学文科主任的冯友兰先生亲

理图书购置事宜，至1924年，学校已拥有中外文书籍2万余册。1927

年中山大学时期，马非百等人即借鉴日本等外国教材自己翻译、编写讲

义，并公开宣布以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英文本《资本论》为重要参考书目。

预校的课程设置以西方教育为楷模，既摆脱了尊孔读经的窠臼，又区别

于近代其他学堂，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教材特色与教育模式。

倡学术、结团体、办刊物也是河大的优良传统。中山大学时期办有《河

南中山大学周刊》、《教育季刊》、《法政周刊》、《医学季刊》等，同时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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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也纷纷成立并创办期刊，如“文艺研究会”的《文艺》及《励学》等；河

南大学时期编辑出版的各类刊物如《青年文艺》、《捍北》、《心音》等即达

30余种。各种学术、文化社团及刊物相继创办，成为传播知识、弘扬民

主、播撒文明的一块坚不可摧的阵地。
，

河南大学是河南省和中原地区新思想和新文化活动的中心，河大

人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而冲锋陷阵、赴汤蹈火，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建立时，正值封建体制刚刚覆灭，新思想新

文化正悄然萌动，这里就成了河南新思想的集散地和新文化活动的中

心，许多教授都是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先驱或革命者。中国近代著名

教育家王北方教授早年就在北京参加了康、梁的戊戌变法运动，之后在

日本开始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改良派决裂，成为同盟会河南分会

的骨干盟员。1911年回国后积极参加开封辛亥革命活动，宣传三民主

义。1913年应聘预校教席，在课堂上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和抨击日本

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反对袁世凯称帝，支持并参加新文化运

动。他在校执教6年，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魏松声教授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在课堂上讲解有关“劳工神圣”的革

命道理，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同学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五四、五卅、一二

·九等历次运动中，河大师生始终走在最前列，多次遭到反动当局的镇

压，有的被逮捕，有的惨遭杀害。在革命斗争中，河大成为中国共产党

在河南最早的活动基地之一。20年代初，罗章龙教授便积极投身五四

运动，潜心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参加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

早的一批区委委员和革命先驱之一。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学校就成

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成为河南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培养了

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青年。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

变，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处于河南学生运动中心的中山大学进

步师生遭到残酷镇压，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在中

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宣传革命思想。 。

‘ 河南大学还是各民主党派的重要活动基地。1947年3月，王毅斋

等8位进步人士发起建立河南民主同盟地下组织，之后不久便公开活

动，河大成为“民盟”在河南的发祥地。1953年，由张邃青教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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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河大小组宣告成立。1956年，“九三学社”中央派人到开封，在

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的协助下，我校孟宪德、朱芳圃等人筹备成立了

“九三学社开封支社”。之后，“民进”、“农工”、“民建”等诸多民主党派

组织相继在我校成立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河大成为河南民主党派

的活动中心和发源地。 ，

’

“以教育致国家于富强，以科学开发民智”，河大人始终在奉行着自

己的诺言。近一个世纪以来，河大这块沃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文明和

科学的播种者、倡导者、实践者。‘
’

．

1937年，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时局的变化，与中国当时的

许多高校一样，河大开始了辗转播迁，先后迁至鸡公山、镇平；1939年

又北越伏牛山，到达嵩县。潭头，一个山区小镇，成为河大5年的栖身

之地。面对土坯和油灯，校长、教授、学生与农民同饮一缸水，同点一盏

灯，矢志不移，不忘国事。又在当地兴办各类教育，如七七中学、伊滨中

学、农业业余学校、简易师范学院等，师生共同为农民上植物学、英文

课、文化课，很快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程度；潭头儿童的入学率由20％上

升到80％；妇女解放，走出家门；农民学会了科学种田。在极端艰难困

苦的条件下，一批又一批河大人用他们的热血和汗水，为山区、为人民

奉献出科学和智慧。张静吾，这位预校德文科毕业生，著名的医学教育

家，1943年冬担任河大医学院院长期间，面对山区缺医少药、条件极其

恶劣的状况，他创造条件，增扩附属医院，不辞劳苦，亲自为患者诊病治

疗，甚至在汽灯下为患者做外科手术。就是这样，河大师生们赢得了老

百姓的信赖。河南中山大学农科系毕业生、著名生物学家王鸣岐教授

为了解决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问题，为了全面认识伏牛山的农业、林业、

矿产、动植物全貌，他与师生们一道先后组织了4次大规模的山地考

察，并结合当地农村实际开展科学研究，在良种培育、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伏牛山资源普查与利用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南召、镇平、嵩县等

地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在河大辗转流亡潭头、荆紫关、宝鸡等

地时，英国杰出的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于1943、1945年两次访问河大，与

河南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45年秋他第二次访问流亡中的河大时，

由预校英文科毕业生、著名化学家李俊甫博士负责接待。两位科学家

彻夜长谈，相见恨晚。李俊甫向李约瑟这位来自英国剑桥的生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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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了我国道家经典《道藏》一书中所包含的公元4世纪以来大量

的炼金术，详细介绍了鲜为人知的中国古代化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参考

文献。李约瑟博士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精华，回国后写出了那部在世界

科技界引起轰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并在前言中向李俊甫先生特致

谢意。 ，，

’

‘

河南大学在艰难的流亡岁月中，为山区带来了科学与光明，为世界

科技进步默默无闻地奉献着光和热。与此同时，山区人民也与河大师

生同呼吸共命运，甚至不惜生命回报河大，留下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故

事。

1944年5月15日日寇血洗潭头，惨案发生之初，潭头人民便自发

组织起来担任向导，帮助河大搬迁，带领师生撤向安全地带。5月16

日，文学院部分师生在石门村农民张元父子带领下往南山大同沟躲避，

途中张元主动将自己的粗布农装换给一名大学生。在后面追击的El寇

认定身着黄制服的张元是河大师生，便一起开枪射击，张元倒在血泊中

壮烈牺牲。古城村农民杨章成在惨案发生当天不顾全家老少安危，护

送住在他家的文学院学生李元龙到达安全地带。韩家坡农民叶三堂夫

妇收留文学院教授张长弓，照顾得无微不至，几天后又和农民王有成一

起送张教授到荆紫关，而王有成却在返回潭头途中失踪。50年后，张

长弓的儿子、著名作家张一弓重返潭头，回忆儿时在潭头的流亡生活，

满含热泪写下了“月是潭头明”的诗句。
‘

．

河大人正是用自己的信念、理想与追求，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

了一曲曲人类文明进步的颂歌，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生力军。 ，

。(三)培育栋梁之材的摇篮和基地 ，
⋯

河南大学是一块神奇的热土。。
1

，

这里的阳光雨露，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在精心呵护并培养

着代代英才。严谨朴实、自强不息、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学术传统孕

育并形成了博大精深、出类拔萃的人才格局。从河南大学这块热土走

出来的政界要人、一代元勋、科坛巨匠、学界名流、文坛泰斗，尽显风流

⋯⋯ ．
t’f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

学校英文科高材生。1924年在中州大学读理科二年级时投考黄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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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为黄埔首期学员。1925年结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相继担任

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旅长，抗战时期任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官。他

经常回母校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北伐战

争的伟大意义，之后又有许多同学受他的影响而报考黄埔军校。在“北

伐战争”、“南昌起义”、“辽沈战役”、“两航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

留下了他的身影。在枪林弹雨中，他出生入死、勇往直前、浴血奋战、视

死如归，表现出崇高的品格。他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团结抗战和在为中

华民族生存、发展、统一、繁荣而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侯镜如十分关注故乡河南的经济建设和母校的发展，1992年9月庆祝

河大建校80周年时，为母校写下了“培育良才中州盛，善任贤士华夏

兴”的题词，以后又在河南大学设立了“侯镜如奖学金”。

五四运动像火种点燃了许多志士投身革命的热情。“中华，中华，

发达!发达!超欧美，兴东亚!千秋万岁，大中华!大中华!”赵毅敏正

是与同学们高喊着这样的口号投身革命，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为出

色的国际共运活动家的。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5年《新青年》创刊

后，新思潮迅速传播，少年赵毅敏带着一股强烈的渴望步人了河南留学

欧美预备学校。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次考试决定了我的人生方向和命

运，河大是我走上进步道路的起点!”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赵毅敏在

重大历史时期，面临生死考验，总是大义凛然，挺身而出。“九--Jk”事

变的当天，担任中共奉天(沈阳)市委书记的赵毅敏，连夜起草了《中共

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

质及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奋起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地

方组织最早的抗日宣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赵毅敏从事共产国际秘密

交通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呕心沥血，出生人死，为发展壮大我党在东北

的组织，唤起民众团结抗日，做出了突出贡献；30年代后期，赵毅敏从

苏联回到延安，先后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副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赵毅敏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

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

长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党

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并兼任

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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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华，1931年刚人河南大学预科仅一个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15岁即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并率先参加河南大学抗

日救国会，成为最年轻的会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积极

参加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建国

后，袁宝华把全部精力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长期从事国家经

济建设的组织领导与管理工作，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

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委员，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

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蜚声中外的经济学

家。80年代以来，袁宝华曾多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写下了“年华似

水流，俯仰已白头。犹念化雨时，峥嵘岁月稠。入梦塔影秀，犹念校景

幽。任重征途远，明朝更风流”的诗歌，抒写了一位河大人的殷殷之心。

王国权，这位30年代的河大学子，1931年即参加革命活动。他组

织“西北研究会”，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左联”和“反帝大同盟”，

在王毅斋、嵇文甫先生的帮助下，创办大陆书店，出版《今日杂志》和《大

陆文艺》，同时还创办大同中学，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1934年秋，书

店遭国民党查封，他被迫离开祖国，东渡日本，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中继

续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并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先在延

安抗大学习；1937年奔赴抗日前线，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八

年。曾任北岳区地委书记、辽西省委副书记和热河省委书记兼省长。

1956年到外交部从事长达22年的外交工作，先后出任驻民主德国、波

兰、澳大利亚、意大利4国大使，兼任中美会谈中方代表。70年代后担

任中国对外友协会长，曾作为周恩来总理特使参加外交活动，成为外交

界的风云人物。王国权担任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河大校友总会顾问，

在参加母校80周年校庆时欣然命笔，写下了“团结、勤奋、求是、创新”

的题词。
’

中州大学时期的学生杨乐羊，后来成为鄂豫皖苏区有杰出贡献的

红色教育家(成仿吾语)，是优秀的红军将领(徐向前语)，1933年牺牲

时年仅28岁。漆德玮曾担任红二师师长，是著名的红军将领、青年军

事家，在战斗中屡建奇功，1930年牺牲时年仅22岁。戴伯行在苏鲁豫

皖抗日根据地时被彭雪枫将军称为“文理全才的红色教授”，是中国著

名的高等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我校著名教授范文澜于1938年“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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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从戎”，到豫南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辗转崦岈山等地，几经周折到达

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而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

侯镜如、楚图南、罗章龙、袁宝华、赵毅敏、王国权、吴芝圃、吴祖贻

⋯⋯在河南大学历届师生中担任副省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有60余人。

这些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他们的名字必将和共

和国的历史共存，他们的事迹必将鼓励一代又一代河大人去追求、去奋

斗、去探索! 一

倘若把侯镜如、赵毅敏、袁宝华等誉为政坛巨子而引为骄傲的话，

我们同时会以河大培育出的代代科学巨匠而感到自豪⋯⋯

杨廷宝，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第一届英文科高材生，后留学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他设计的作品曾获1924年美国

城市艺术协会设计竞赛一等奖和艾默生设计赛金牌；20世纪30年代

又击败国际对手，为张学良先生设计公寓；50年代初当选为中科院学

部委员，兼任江苏省副省长、国际建筑学会副主席；80年代主持或指

导北京火车站、南京长江大桥、毛主席纪念堂等百余项重大工程的建筑

设计，成为著名的建筑大师和建筑教育家。 。

中国五大地质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地质学大师张伯声，1917年考

入预校第二届英文科。，早年留美，归国后曾工作于河大。80年代初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在地学上创造出“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

学说。1950年春曾受聘担任“豫西地质矿产考察团”顾问，随考察团在

豫西评价了30多个可供开采的中小型矿山与矿点，发现了平顶山煤矿

和巩县铝土矿。平顶山煤矿是一个大型优质烟煤矿山，经过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建设，已经成为武汉钢铁公司的主要焦煤基地；巩县铝矿是新

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大型铝土矿，“一五”期间国家在郑州兴建了铝业公

司，为新中国的炼铝工业奠定了基础。50年代还在考察中发现了“黄

土线”，重建了黄河发育史，在中国第四纪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赵九章，1921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成为预校学生。这位早年留

学德国柏林，后获博士学位，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的气象学专

家，率先将数学、物理引入气象学，开展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研究，提

出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新概念，成为现代天气预报的基础理论。20世

纪50年代，在中国尚无计算机的条件下，他倡导和组织青年学者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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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主编的22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

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对您和

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

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

历史的浓厚风气。”

30年代，在河大求学的姚雪垠便同文学院长萧一山、教授嵇文甫、

范文澜二起创办并主编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风雨》周刊，并在当时的

《河南民报》上发表《两个孤坟》的处女作，成为文坛新星；解放后在错划

为右派的逆境中创作出1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一、二卷，

后倾其半生40余年心血完成300余万字的5卷巨著，填补了中国当代

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从河南大学化学系走出去的著名作曲家、音乐

理论家、教育家马可，他创作的歌曲《南泥湾》、歌剧《白毛女》家喻户晓、

脍炙人口。曾在河南大学教育系学习过的当代著名作家吴强，其长篇

小说《红日》堪称描绘解放战争的史诗。让河南大学中文系引为骄傲的

校友——当代著名作家周而复，以其《白求恩大夫》、《上海的早晨》、《长

城万里图》等鸿篇巨制而享誉文坛。他们以雄厚的实力，独特的个性，

犀利的文笔形成河大第一代作家群体。 ，‘

在河大教授和历届毕业生中，学部委员或院士有：冯友兰、范文澜、

潘梓年、嵇文甫、董作宾、汪敬熙、杜元载、杨亮功、冯景兰、徐旭生、余家

菊、杨廷宝、涂治、李先闻、高济宇、石璋如、张伯声、赵纪彬、尹达、张纯

明、蒙文通、赵九章、白寿彝、邓拓、姚从吾、严恺、阎振兴、张劭、罗梦册、

党鸿辛、山仑、侯洵、孙九林、郭柏灵等34人，其学科领域涉及文、史、

哲、经、管、法、教育、理、工、医、农、军事等，他们是38万河大人的代表，

是学术界的旗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使者，他们所创造的业绩，必将

激励今天的河大人去谱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在提及河大学子的优

秀代表时，我们更不会忘记千千万万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的河大人，是他们用智慧和辛劳共同铸就了河大的辉煌，他们是中华民

族复兴与繁荣的基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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