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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德行

在中州大地上，先人们曹以勤劳和睿智创造了古老的华夏文

化。于是这里成为千百年来代代子孙们寻找的文化源头及骄傲的

资本。当历史的车轮转到1912年，就在这块古老文明的大地上，诞

生了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河南大学居在华夏文化的发祥地，得天独厚。自诞生以来，她

就汲取着华夏文化丰富的营养，迅速发展壮大，巍立于高校之林，

至今已有80个春秋。8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一瞬，然就河南大

学自身却饱经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此时回顾河南大学所走过

的道路，科学地总结和正确地认识经验和教训，探索高等学校发展

的客观规律，以启今人和后人努力奋进，栽育梁才，把河南大学办

得更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十

分及时和必要的。
’ ‘

一部《河南大学校史》稿摊在案前。我披阅数次，几回掩卷，常

为学校师生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而感慨万千。那字里行间跳荡

着一颗颗火热而诚挚的心，通篇凝聚了河南大学80年所培育的优

良传统，实是一部历届师生员工用血汗和感情浇铸而成的光辉的

大学奋斗史。优良的传统产生于昨天，作用于．今天，影响于明天，是

7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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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一个学校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因此深夜拂纸

提笔，将河大传统概要于下，愿今后诸公及学子铭记在心，将河大

传统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弘扬、丰富和发展。，

一爱国主义的传统

河南大学自1912年建校以来，广大进步师生在各个历史时

期，尤其在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总是挺身而出，高

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进行不屈不挠的斗

争。建校伊始为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当时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揭露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指出中国落后的根源，激发同学们

的爱国热忱，使其接受新文化，追求新思想。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

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来，我校师生对于北洋军阀丧权辱国

的丑恶行径义愤填膺，纷纷集会，争先恐后即席演讲，痛斥卖国罪

行，声泪俱下，慷慨悲壮i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我校同学即

组织宣传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把反帝标语贴满鼓楼街教堂大

门，在开封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1929年学校曾于校园

东一斋南建立“五卅惨案纪念碑”，教育后人不忘国耻。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激起了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我校

师生对国土沦丧痛不欲生，群情激奋，强烈要求政府抗日雪耻，遂

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之前，河大

爱国师生就成立了‘‘今日社”、“三三学会”、“木刻研究会”、“大陆书

店”等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一二九”之后>河大师生对当局政府残

酷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怒不可遏，通电全国呼吁支持学生爱国运

动，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数九寒天在开封火车站卧轨坚持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河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注意武装斗争，

组织战时服务团，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在解放战争时期，河大师生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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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支持“·二一”革命爱国运动，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在

历次革命斗争中，河大师生的爱国行动虽遭到了反动当局的血腥

镇压，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捕，但河大师生大义凛然，坚强不屈，

在狱中同敌人进行英勇、机智、顽强的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

精神，用生命和鲜血构筑了河南大学爱国主义的光荣革命传统。建

国后，河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学校用爱国主义精神

和教材教育广大师生，使广大师生积极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

高潮之中，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动人的颂歌，为国家富强昌盛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

二学习、宣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河大就有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师在课堂

上宣传革命道理和政治主张。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河大的部分

师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面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寻求

真理、向往革命的志士与日俱增。如德文科学生武兆镐(剑西)，留

学德国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曾和朱德等同志一起工作，后

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活动。讲授经济史的马非百先生，其讲义

是以El本人山川均《唯物史观世界经济史》和郭沫若《古代社会》为

基础自己编写的，他公开宣布以英文本《资本论》为重要参考书，愿

听他的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本是在一个小教室上课，最后只好改在

全校最大的教室上课。当时校内还创办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刊物。1925年7月，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应邀来

校讲演，给全校师生以很大的鼓舞。早在“五卅”运动前夕，河大就

建立了中共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河大的革命活动逐步发展和深

入。党组织还组织河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

科学概论”等课程，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随着历史的前进和革

．嗡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河南大学校史

命事业蓬蓬勃勃的发展，我校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师生越来越多．但

是反动当局也加紧迫害革命者，封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五

卅。运动之后，反动派更是猖狂之极。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

校一些进步教授想方设法冲破反动军政当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

籍的严密封锁，以学术自由口号为掩护，购进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

刊，如《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资本论》等经典

著作以及鲁迅等的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作为一种学术

流派向广大学生推荐。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并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学生们迫切学习

和向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河南大学迅速占领阵地。也正是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启迪了河大届届青年学生的革命思想，促

使他们迅速走上革命道路，汇入革命的激流中去。 、

建国前，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不合法的，但是河大师生也

和其他高校进步的师生-样，冲破重重阻力和反动封锁；寻找真

理。认识真理，为真理而斗争，终于形成了学习、宣传和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革命传统，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业绩。建国后，在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指引下，我校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并且牢牢地

错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学校不仅对全校学生开

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

学’、。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等公共必修课，加

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而且要求所有专业课程必须以马克思

主义观点作指导，教育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1即使在前几年一些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资

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十分猖獗的时候，我校未曾削弱，反而更加加强

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校党委先后组织全校教职工生系统学

习《共产党宣言》t《国家与革命>、《矛盾论》、《实践论》、《邓小平文



选》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及重要理论文章，引导大家明

辨是非，旗帜鲜明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国际国内政治形

势十分复杂的时候，河南大学学习、宣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得到进一步弘扬。学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端正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教师们自觉教书育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课堂，同学们纷纷成

立。学马列小组”，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领会马克思主义

的精髓，坚定革命理想，并踊跃跨出校门，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把马

克思主义传遍千家万户，把雷锋精神送到大街小巷，受到了社会的

广泛赞扬。。

三严谨治学、锐意进取的传统

河南大学的前身是辛亥革命之后，在河南一些进步人士的倡

导之下，为振兴河南教育、效法欧美、引进西学、谋求富国利民之道

而创建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纵观河南大学的诞生、成长及发展，

都是与严谨治学、锐意进取紧密相连的。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河

南大学深知治学和进取的重要，这是体现一个大学办学水平与精

神风貌的标志，为此历任校领导都不遗余力地建立治学严谨的高

水平的师资队伍，把学校的各项工作与时代的脉搏连在一起，不断

前进。特别是建国以后，学校更把坚持改革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

键，通过改革吸收新思想、新知识，使学校充满生机与活力，终于形

成严谨治学、锐意进取、不断改革的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主要

体现在四个方面：．-‘ ．、
． 、

(一)建设师资队伍，延揽名师卓才，提高教学质量。教师是办

好学校的关键力量，历任校长均把选聘教师当作大事来抓，学校采

取各种改革措施，克服一切困难，调动“人”的积极性，招揽人才。建

国前河大聚集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国内知名学者，建设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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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实力雄厚的堪称国内第一流的师资队伍。如冯友兰、罗廷光、萧

一山、沈子善、李廉方、范文澜、郭绍虞、高亨、缪钱、毛礼锐、姜亮

夫、刘盼遂、邰爽秋、肖承慎、嵇文甫、朱芳圃、张邃青、黄敦慈、瞿弟

章、林一民、李燕亭、陈作钧、郝象吾、王毅斋、罗章龙、熊伯履、邹次

硕、王希和、王直青、阎仲彝、张静吾、郭鑫斋、李瑜如、生明、上官悟

尘、饶孟侃⋯⋯教坛巨星先后在校执教，这支教授队伍，以其渊博

的学识、高超的教学艺术、严谨的治学态度，教育和影响了河大的

一届届新人，为河南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

河南大学的历史增添了夺目的光辉。建国后学校几经调整，几易校

名，但学校一直未辍师资队伍的建设，尤其1984年恢复河大校名

以来，学校以改革开放为先导，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如培养学科带头人、定向代培研究生、在职读学位、办助教进修班、

双学位班、组织国内外访问学者、出国讲学或进修，单科短期进修

等，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形成一支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新的教

师梯队。另外每年还聘请外国专家长期任教。 ～．?。 ．

’

·． (二^)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改革调整专业设置，加强学科建

设。河大建校开始专业设置较为单一，随后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及时

增设新的专业和学科，扩大办学规模，为国家多做贡献。。至建国前

夕国立河南大学阶段已有文、理、法、医、农、工6个学院15个系4

个附属单位。建国初期根据上级部署进行院系调整，河大有8个系

科。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

河南大学逐步恢复一些老专业，增设社会急需的短缺专业和应用

’专业，至今已发展为18个系30个本，专科专业，有38个学科招收

研究生，其中有18个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同时，开展多种层

次、多种形式办学，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截止1991年底，各类学生

16000多人，其中研究生、外国留学生、进修生400多人，全日制本



专科学生6000人，成人教育学生近万人。现在的河南大学已是专

业门类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合理、规模较大的多科性省属重点大

学，为河南乃至全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严格教学管理，提高育人质量。河南大学素有严格的教学

管理制度，即使在战争的年代流亡办学，也丝毫没有松懈对教学的

管理，以保证教学质量。为了鼓励学生早日成才，河大从1923年开

始实行学分制，后来不断加以补充完善。建国初期改为学年制。自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校在教学管理上不断探索，1984年在充

分试验的基础上改为学年学分制，随后又逐步推行优异生优秀生

选拔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以及浮动学制等改革制度，创造了良

好的成才环境，调动了教与学双方面的积极性。在教学管理上还进

行学籍管理、考试等项改革，逐步走向科学化、制度化的道路。在教

学领域里，学校不断改革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根据社

会需要和科学发展调整和增设课程门类，吸收进步的科学的教学

内容，加速教学内容更新换代。鼓励教师采用启发式方法教学，培

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教材建设，形成有河大特色的

教材体系，目前已出版自编教材400多种。

’(四)创造学术环境，多出科研成果，提高教学质量，服务国家

建设。-河大历来在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二者互相促进，互相提高。自建校以来，学校采取多种措施和形式，

开展学术研究促进学术水平提高，校园里充满了学术气氛。据史料

记载，建国前河南大学校内提倡学术民主，组织学术团体，创办学

术报刊，上自学校，下至学生班级甚至宿舍都办有报刊，思想十分

．活跃。另外邀请校外名家来校讲学，仅1935年10月一次就邀请张

忠发、关麟征、陶希圣、胡适、梁漱溟、黎锦熙、梁思永、何廉、胡石青

等著名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深受师生欢迎。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

，，ff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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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来，学校的学术空气更加浓厚，1985年经上级批准成立了河

南省高等学校中唯一的“河南大学出版社一，校内主办的公开出版

发行的刊物12种，学生们自办的报刊不计其数，学生社团层出不

穷。教师们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团体有几百个，有的还担任了国

家、省级学会的会长、理事及秘书长职务。学校每年邀请国内外知

名学者、专家、教授莅校讲学，近年来学校深化科研制度和措施改

革，实行各种“倾斜”政策，鼓励教师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广大教师

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和河南地方特色选择科研课题，在学术领域里

努力探索，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服务了国家经济建设，近几

年我校教师推出学术著作近千种，其中我校教师的专著、第一作者

或第一主编的468种；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译文3180篇；完

成应用性成果43项，有的打入国际市场，创产值上亿元．，有的填补

了国家或省的空白项目，受到了专家、教授和国内外许多单位的高

度评价。，，1：， ．： ：· y， 一·：
。

一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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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传统
’． ，

．

．·。

’。
．：7 ‘， ·

河南大学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过了十分艰难

曲折的路程。但是纵观河大历史，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

苦，师生们从来没有被吓倒，而是在艰苦的环境和氛件下矢志不

移，努力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把河南大学办下去，培育成团结

一致、艰苦奋斗的可贵传统。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开

封吃紧，河大被迫搬迁，开始了八年流亡的办学生涯。在日寇的炮

火中先后搬迁到镇平、鸡公山、潭头、荆紫关、宝鸡等地，直至1945

年抗战胜利才由宝鸡返回开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河大师生流亡-

数地，饥寒交迫，备尝艰辛，但仍携带图书仪器翻山越岭，脚一停

稳，即开始招生、上课，开展正常的教学工作。教师队伍阵容整齐，

●■●1㈠



在茅草屋中传经论道，一丝不苟；学生们在小油灯前认真学习，如

饥似渴，学校管理井然有序。师生们与当地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

长期以来，河大养成了。团结、勤奋、求是、创新”的校风，也培育了

大批的革命人才。后来许多校友称河大这种勤奋学习、艰苦奋斗的

传统为顽强的“铁塔精神”。建国后，河大师生没有忘记这一传统f

而且树立了更为坚强的革命意志，在科学的崎岖道路上努力登攀。

在河南大学这些光荣传统的熏陶下，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青

年在这里走上革命的道路。现在河大校友有12万多名，遍布国内

外．其中有一大批校友如杨廷宝、高济宇、尹达、邓拓、马可、吴强、’

姚雪垠、周而复、白寿彝、李秉德、王鸣咬、袁宝华、赵粳敏、王国权

等，早已成为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为母校赢

得了光荣和骄傲。河南大学的光荣传统永远是激励我们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力量。展望河大未来，有党

中央正确指引方向，有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热情扶植和中

外新老校友、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信心百倍。但前进

途中还会有许多困难和障碍。为此，我请同志们认真读一读这本校

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得失，以利今后扬长避短。我坚信，只要

我们继续发扬河南大学的优良传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齐心

协力，团结奋进，就一定能够跨越一道道地理的和人为的障碍，克

服一个个困难，把河南大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独自特

色的新型大学，再用我们的双手续写出河南大学未来的更加光辉

灿烂的历史新篇章。

80年即将过去，弹指一挥间。所有河大校友无不对母校表示

关心、热爱和怀念。这部《河南大学校史》将成为校友们的良好伴

侣，唤起对母校美好的回忆，也激励校友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扬河

大传统，做出更大的成绩。值此书出版之际，我荣幸地代表河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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