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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大学。1950年易名为东北师范大学，至今已走过了半个世纪

和发扬学校优良传统；为了使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以及所有关心

学校发展的朋友，了解学校的历史演变和学校的发展．探索办学

的文书档案、校刊和图书资料，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请学校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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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明、白钢等同志。郝长明、李万钟同志对全书做了统稿工作·

由于时间紧迫，占有资料不全，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夸书难

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教． ．

t东北师范大学大事记》编写组

199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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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946年

1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何凯丰指示当时在东北局

工作的著名作家舒群创办“东北公学”，并指示他聘请当时任本溪

市委宣传部长的著名诗人公木(张松如)和当时任沈阳市市长、中

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著名病理学家白希清教授参加筹备工作。
lo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白希清任“东北公学”校长、舒

群任副校长、张松如任教育长，并调集张东川、黄耘、李先民、许

法、萧岩、梁志超、石明、王辉等同志陆续到校工作。

2月

20日 以。东北公学一的校名，在‘东北日报》上登载。招

生广告”，署名校长白希清、副校长舒群。学校。依照民主政府建

设新东北之方针，广集各级学员，以造就行政技术及师资等实际

工作人才”。

不久，东北局又决定将。东北公学一改名为“东北大学一，任

命张学思兼任校长，白希清、舒群为副校长，张松如为教育长。经

过考试，预科和研究室已录取学生70余名，行政训练班录取200

余名。学校正准备开学之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大举

进攻东北，向本溪、抚顺进犯，学校被迫撤到安东(现丹东市)。

撤退时，将行政训练班交给辽宁省政府，预科、研究室学生随校

转移。

3月
’

12日 教育长张松如作题为《怎样过民生活》的报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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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讨论的方式，加强纪律教育和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

13日学校转移到安东市后，借用了当时安东省安东联中校

舍，宣布开学。在校学生有70余名．

15日学校向通化转移。

4月
‘，

，26日 学校迁址长春，校址设在当时的。海上大厦”<现市医

院)．东北局为学校增派了20余名干部，招聘了少数理、工、医

教师，接收了伪满大陆科学院和新京气象台并留用了lO数名日籍

专家学者．
一

30日 t东北日报》开始连续刊载了《东北大学招生简章》，

署名校长张学思、副校长白希清、舒群。招生的宗旨是：依照科

学民主的教育原则，培养为人民服务、献身于新中国新东北之建

设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实业、医学等专门人才，积极进

行学术研究及艺术创作，致力于国家文化水平之提高。

5月
’

1日 张学思校长、白希清副校长到达长春并到校看望师

生，向师生讲话，勉励师生们共同努力，办好东北大学．，

11日 学校在长春第一期招生发榜，共录取300余名．

．17日从营I：l、海城等辽南地区撤退出来的30余名干部，一

直追踪东北大学转移的路线，经本溪一安东一通化一吉林，赶到

长春，经组织批准入东北大学学习。 。

，

中旬 由中共中央派往东北大学的360余名干部，由队长张

如心、副队长刘呈云率领，从张家口市始赴东北． ，

22日 在长春招收的第一期新生来校报到。深夜，学校突然

接到东北局通知：由于国民党军队已迫近公主岭，学校务于翌日

晨2时以前撤离长春北进。学校领导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之后宣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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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自愿随军北撤．一些学生当即表示：。坚决参加革命，随军

北撤”，。永远跟着共产党走l”由于没有火车，只好徒步急行军．
23日 学校300余名教职学员从长春徒步走到德惠县米沙

子，之后，乘火车继续北撤。下午3时半，当列车行驶到德惠县

丁家园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学生马希文中弹牺牲，苏

庆儒等“名同学身负重伤。师生怀着沉痛和悲愤的-L-情，为马希

文同学举行了追悼会，教育长张松如代表学校致悼词。追悼会结

束后，伤势严重的孙继斌和苏庆儒同学又相继牺牲。师生在丁家

园掩埋了牺牲同学的尸体，挥泪告别，重新踏上北撤的列车．

24日 北撤的师生到达哈尔滨市。负伤的同学被送进了哈尔

滨市第一医院，自希清副校长和许多同学为负伤人员献血，学校

医护人员日夜抢救护理。苑士铎同学终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死
亡．

25日 全校师生走向哈尔滨市街头，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

暴行。师生们排着队，高举着标语，拿着美帝制造的机关枪弹壳，

高唱着由黄耘同志编写的歌曲——《可纪念的五·二三》⋯⋯
27日 《东北日报》记者访问了在。五·二三”事件中受伤

的同学，再次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表示了他们献身民主

事业的决心。受伤同学李某回答记者时说：。他们扫射了大家的身，

扫射不了大家的心，相反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对，将来他们一

定失败的!”

28日一1月1日 学校在哈尔滨市停留8天，此间，‘东北日

报》再次刊登了《东北大学招生简章》。

29日 全校师生分批由哈尔滨继续北迁到佳木斯，驻进旧女

子国民高等学校。
’

6月 ．

’

月初舒群副校长接见《东北日报》记者，就。五·=三”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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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表谈话说：“我校无辜青年学生，遭此意外屠杀伤害，共15人

之多，伤者或将丧生，或已残废，此仇此恨，将何以消解。”并表

示s。我东大全体师生与东北人民一起，’决心以反对日寇及溥仪之

顽强精神，同之坚决斗争到底!”
’

8日为纪念。五·二三一在丁家园遇难的同学，佳木斯市文

化界召开追悼大会，自希清副校长发表了讲话，蒙难青年苑士铎

长兄苑士杰也在追悼会上讲了话。会后，以全校教职员名义，向

全国发出通电，抗议美蒋屠杀青年的暴行。 。 ，

14日 白希清副校长应《东北日报》记者访问，发表了谈话：

。当此次东大学生撤离长春途中，曾遭受涂着国民党徽之美式P52

式飞机之扫射达半小时许，造成令人难以容忍的流血惨剧!⋯⋯

这件事情将教育着东北青年要认清敌友，勇敢不屈地为正义真理

而斗争，也只有如此，东北青年才能从粉碎中美反动派无耻贪婪

的行为中取得光明的前途。”

，l其

13日 学校召开第一次经济委员会。由副校长白希清主持，

讨论研究了有关运输、农产品、贸易，开办酒精厂等问题。

中旬根据中共合江省委的指示，学校首批下乡的东安工作

团100余名师生，离开佳木斯赴东安。东安工作团由学校总支副

书记孙平带队。下乡前，合江省委开了欢送会。学校组织下乡的

师生学习了各种文件，着重讨论了青年学生不接近群众的弱点，研

究了向群众学习的办法，明确了下乡的目的。因此，纷纷表示：

。将在校学习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15日 学校校部由佳木斯市同志街的旧女子高等学校迁移

到光明街原满赤医院新址。

22日学校制定了俄文班招生计划，并在《合江日报》上刊

登《东北大学文学院俄文班招生》启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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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白希清副校长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校务会议，讨论研究

了学校的生产、经费和供给等问题。议定：发棉衣、鞋前，一般

不再供给单衣、单鞋；日用品由生产解决；开办豆腐房，由校务

处负责；学生从事生产自给。如用款，各院向学校申请贷款；医

务所设于校部，医生每周一、三、五到文学院、社会科学院诊治，

二、四、六去自然科学院、医学院，吃病饭号人员，由医务所出

具证明，提交校务处，经院长批准。同时，讨论了图书馆购书问

题。

27日 学校已达东安的工作团师生分赴鸡宁、密山各地。

8月

本月 张如心同志率领延安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百余名教

师、干部，胜利到达哈尔滨。受到东北局的林彪、彭真、陈云、何

凯丰等领导接见。张如心等参加了东北大学的领导和教学工作。

7日 由舒群副校长主持召开了第三次校务会议，总结了学

校过去的成绩，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明确了学校的机构设

置与干部配备．刘呈云秘书长宣布了科级干部配备名单。姜君辰

教务处长说明了成立资料室，主要供干部参考用。会议还决定开

设预备班，由社会科学院负责，并决定去富锦招生，扩大和修缮

校舍。

同日 学校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决定派200余名学生，由黄

耘、陈静波、张天恩、于达人、赵文等干部带队，组成遣送日侨

工作团，去哈尔滨市，参加遣送北满日侨工作。

11日 学校遣送日侨工作团到达哈尔滨市。

下旬张学思校长于哈尔滨市‘‘奥连特”电影院为学校在哈

市师生作《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9月
’

k
’

2日 学校遣送日侨工作团利用休息时间，同哈市民主青年

团联盟组成联合宣传队，走向哈尔滨市道里、道外街头，进行讲

演，听众颇多．讲演的内容为t苏联是正义的，是主张和平民主

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帝却占据着中国的秦皇岛、葫芦岛、青岛、

上海等地。这次讲演震动了哈市．

7日 学校召开第四次校务会议。张如心副校长首次主持校

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学校决定成立纪念。九·一

八”筹备委员会，由姜君辰担任主任委员，张松如为副主任委员，

由文学院、学生会等单位派员参加．为配合纪念活动，决定办小

型展览会，组织秧歌队，并开始准备其他文艺节目。会议还就经

费开支和供给问题作如下决定：为节省经费，除服装、文具、伙

食外，其他开销，原则上一律不支。但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开支的

学生，由各院部介绍到校部，500元以下者，由注册科长批准，1

000元以下者，由秘书长批准；l 000元以上者，由校长批准。干

部一律由秘书长审批。警卫排由秘书处领导。医务所向各院派一

名医生，由各院直接领导．东大与联中举行联欢会。坐汽车，要

经秘书长审批。学生回家，一般不提取伙食费。

l‘日 东北局遣送日侨办事处于哈尔滨市莫斯科电影院召

开总结大会，我校学生于洪元在会上致答词。在大会表彰的30余

名模范工作者中，我校被表彰奖励的有7名．甲等：于洪元、石

震。乙等：李兴奎、哈金章；丙等；高力克、赵剑秋、宋文义．另

有6名学生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17日 学校遣送日侨工作团应哈尔滨市某机关的邀请，参加

哈市“九·一八”宣传活动。排练了二部话剧，组织了一个大型

歌舞队．

18日 下午，小雨淋淋，宣传队同学在。小雨浇头”的情况

·6。



下，仍然热情地扭着、唱着、表演着，观众冒雨观看。[‘东北日

报》9月21日发表了。九一八”东北大学街头宣传的照片]、

20日 学校就招生工作在《合江日报》刊登《东北大学启

事》，全文为。。本校自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及本市分别招生以来，

投考者极为踊跃，现预定名额已满。兹决定本市招考，自登报之

日起截止报名，远地而来者25日截止．凡经录取新生，一律本月

底到校，过期不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 23日 学校遣送日侨工作团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省一中、

省二中，省女中、市二中及兆麟学院的同学通力合作，胜利地完

成了遣送10万余名日侨的任务后，于21日离开哈尔滨市。23日

回到了佳木斯市． 。

-，2B日．张如心副校长主持召开了第五次校务会议，白希清副

校长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学生的教育问题，学校经费问题和

建立有关的管理制度问题。会议还决定召开第二届新生开学典礼

和举办校运动会；为加强对干部学习的领导，学校成立干部学习

委员会，由张如心任主任委员、姜君辰任副主任委员、邵凯任秘

书，成员有：张松如、李先民、葛巨波、阎沛霖。

10月 。|．’

9日 学校张如心、白希清、舒群三位副校长联名写信给东北

局宣传部长何凯丰，详尽地报告了学校现时由于人员飞跃增加，经

费十分困难，加上物价高涨，住房和吃穿很拮据，造成很多学生

没有被褥，没有衣服，缺乏棉鞋，没有煤，没有力量补助有特殊

困难的师生和患病的学生，甚至欠了雇来修缮房屋的工钱，致使

他们。倚门倚闾”讨债。诚恳地希望设法帮助解决。

lo日 张如心副校长主编的‘东北文化>创刊号于佳木斯市

出版。该期刊载了张如心的《东北青年的道路一(社会观与人生

观)一书的绪论》。白希清的‘双十宣言》和姜君辰的《双十协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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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3名，参加下乡工作队。

28日 全校教职员在联中大礼堂集合，举行。要求召开解放

区人民代表大会”，反对窃国大盗蒋介石的伪“国大”．是日中午，

先集合于东北电影院听取姜君辰关于《“国大”的来源及其性

质》的报告后，转移到佳木斯市联中大礼堂集合，抗议召开伪

“国大”，要求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白希清副校长讲了话，先

后还有多位教授和新老学生登台，纷纷揭露伪。国大”的骗局，热

烈拥护召开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致全解放区人民》、

《致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和《致全世界进步人士》3则电

文。

11月 ·

lo日 《合江日报》刊出《东北大学紧急启示》；。本校招考

新生早已截止，曾在‘东北’、‘合江’两报登有启示．明年1月

起继续招收第三届新生，务希各地青年与各机关亮察是幸。”

11日 张如心副校长就鲁艺文学院的工作和去留问题，写信

给东北局宣传部何凯丰部长。张如心提出三个方案供东北局酌定。

19日 《东北日报》刊出学校15日修改的《东北大学紧急启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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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将招收第三届新生的时间提前为。自12月25日以后”。

23日一24日 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学校举行了学习展览

会，展出苏联照片、木刻、年画和学生墙报、笔记、心得等。．

23日 学校在校部礼堂召开大会，欢送第二届下乡的335名

同学(社会科学院29人，一班196人；二班110人)。会议由刘

呈云秘书长主持并致词，强调指出：同学们即将到。农村大学”中

去，这“大学”有很多好。教授”，要虚心地当学生。。下乡是我

们学习的继续，是学习的另一种方式。”接着，张如心副校长作了

题为誓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起来》的重要讲话。

28日 副校长张如心、白希清联名向东北局宣传部何凯丰同

志报告近一个月来东北大学的工作；对本月18日指示信的内容提

出建议；对学校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两人的意见．“报告”对东北

局把。群众工作应列为东大主要课程之一”的指示表示了坚决执

行，并作了具体安排；对指示信中的其他内容也表了态；可以续

招200名新生，派人帮助搞中学教育问题，建议编好中学所需教

材，举办教员、校长轮训班。

12月

1日 《合江日报》刊登了学校11月23日制定的《续招新生

启事》。

s日 学校为加强通讯报道工作，由各院各系选出20余名通

讯员，组成通讯网。教务处召开了通讯员会议，邵凯副处长讲话

说s。我们的报纸是老百姓的报纸、人民的喉舌，东大是老百姓的

学校，下乡同学在实际工作中为老百姓服务，为使老百姓了解我

们东大情况，我们要通过老百姓的报纸，把我们学习和思想告诉

给老百姓，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通讯员们表示：一定完成任

务，积极写稿。

9日 ‘合江日报》报道了学校开展。劳军”活动。为庆祝依
·9，



兰剿匪胜利，全校教职学员和家属(包括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五、

六岁的小孩)都在热烈地献金献物，校部还举办了。劳军专号”黑

板报。仅六日、七日两日就捐献慰劳金15 000余元(东北币，下

同)、肥皂67块、手巾19条、衣、帽、鞋等五六十件。此后，鲁

艺的3个系将节省的伙食费20 000元劳军，自然科学院献出4

000元；医院献出3 800元。各院还在积极准备文艺节目，拟到后

方医院慰劳军队．

11日 学校同学前往第十后方医院慰劳伤病员，演出了《兄

妹开荒》<大鼓》等节目。伤病员情绪极为高涨，一致表示。决心

安心休养，以便早FI恢复健康，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

12日 ‘合江日报》刊登学校《致剿匪将士书》。。依兰剿匪

的全体将士，你们的胜利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限的欢欣与鼓舞，我

们致以衷心的热情和爱戴，敬祝你们永远健康、永远胜利l
⋯⋯-

’

17日 学校召开第六次校务会议，由张如心副校长主持，会

议主要讨论关于技术人员的待遇问题。白希清副校长首先提出了

建议；中国人的待遇，全部供给制，干部本人吃中灶，家属为大

灶，发一定的津贴(1 500元至3 000元)1日本人，原则上同中国

人一样，但折算后发薪水。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白副校长

所提出的方案。

2t日 学校向东北局宣传部报送《东大干部名册》。据统计，

东北大学当时有干部273名。其中，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为142

人，新干部131人．新干部中各种技术干部66人．校部机关的设

置为：校部办公室、教务处、校务处；教学单位有社会科学院、鲁

迅文艺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自然科学院。

30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关于东北大学的决定》．“决

定”在分析了东北知识青年的现状之后，指出：。东北大学必须改

变现有的方针，将现有的教职员绝大多数动员去办中学。将培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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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广大学生的群众工作相结合”；要求

掌握学校的行政，当校长当教员，改变

s。东北大学除办1 200人的中学师资训

练班外，其余各院暂时不办。中学师资训练班以培养中学国文、史

地、公民(即政治常识)教员为主，时间暂定一年。一
“

1月

1947年

9日 全校举行了声援平津沪学生爱国运动反美暴行大会，

到会的人数达1 000余名．上午10时，大会在“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的歌声中开始。白希清副校长和文学院肖军院长相继

讲话。白副校长在控诉了美军与蒋介石的罪恶之后说。要求美军

滚出中国去；取消美蒋商约j反对蒋介石专制卖国。我们东北青

年受了14年亡国奴的滋味，绝不愿刚由日本枷锁下解放出来，又

当美国奴隶。”肖院长沉痛地说：。这次北大学生被奸污，非仅是

个人被侮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一接着，同学们纷纷走向

讲台，严厉控诉美帝暴行，坚决声援平津沪学生的爱国运动。会

上，通过了<东大致全国同胞及青年同学>和‘东大致美国民主

人士>电文。
”

2月
’

14日 张如心副校长写信给何凯丰部长，报告东北大学的工

作。根据东北局1946年12月30日关于东北大学的决定，学校派

干部去4省管理8所中学，即：合江省的佳木斯联合中学，由张

如心亲任校长、邵凯任副校长；依兰联合中学由陈静波任校长；富

锦联合中学由胡炎任校长；牡丹江省牡丹江市联合中学由李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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