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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央民族大学附中是一所有着鲜明特色的百年民族中学。何以见得?

一是她的民族特色。民大附中从1913年前身蒙藏学校创立起就是全国第一

所国办公费的民族学校，一百年来都专招各民族学生，论专收各族学生历史之

长，全国仅此一校。边远农牧区文化底子薄的各族青少年聚集北京，用蒙藏学

校创办人贡桑诺尔布的话来说，他们就是"纯粹一浑金瑛玉之资

精雕细琢，瑛玉变宝石，熠熠闪光，在民族解放、国家建设、边疆繁荣的伟大

事业中大放异彩。新世纪以来，附中实行自主招生，依然是唯一面向全国招生

的民族高中。全国仅此一家，别无他校，成为各族青少年向往的高中。

二是她的光荣历史。上个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来到

蒙藏学校，引领乌兰夫、荣耀先、多松年、李裕智等走上革命道路。乌兰夫网忆

说. "1925年时，全校只有120个学生，党团员就有90多个" "共产主义在少数

民族中的传播，就是从这个学校开始的。"可以说，中国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是青年，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群体在北京大学，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少

数民族青年群体在蒙藏学校。党史学界公认，蒙藏学校是内蒙古革命的摇篮(见

《内蒙古革命史> )。一所学校成为一个省区的革命摇篮，全国仅此一校。

三是她的办学特色。现在附中的校训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其内

涵是，热爱、赞美、展示、传承自己民族的美好文化，也包容、欣赏、吸收、

赞美兄弟民族的美好文化，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海纳百)11.成就大家。这是

博大的文化现，也是豁达的民族观。从办学理念来说，关心和帮助每一位民族

学生健康成长，全面进步，共同发展，就叫共美教育。今天，你走在附中校回

里，看到来自祖国各地、习俗各异、文化不同的各族青年，相处那么融洽温

馨，学习那么你追我赶，高考那么出类拔萃，这就是共美教育的成果。

有这三个特色，附中今年的百年华诞才真有分量，有意义，有光彩!

百年校史，百年荣光。我拜读附中校史，看附中百年沧桑，风雨无阻，致

力民族教育矢志不渝，善哉!看从蒙藏学校走出的我党早期革命家们心系民

族，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救民族于水火，为使国家得复兴，出生入死，勇

于牺牲，壮哉!看附中莘莘学子，苦读于京城西单石虎胡同，朝乾夕惕，蔚为

成才，如今硕果累累，喜哉!

拜读附中校史，感慨良多。略述一二，勉以为序。

?和γ
2013年9月 26 日



凡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

察历史。

二、本书虽名为"校史"，但还不是学校全面的历史，不是编年史。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校史，着重理清学校的发展脉络，反映学校发展史上重

大事件，其中要反映乌兰夫等我校一代民族英豪的革命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校史，着重理清学校发展的脉络，反映一定时期的办学思路，反映学

校领导、教师群体的教育成果，彰扬少数民族人才的成长。

三、实事求是，尊重史实，言之有据。资料采自学校档案，有关档案馆档

案，有关撰著，访问笔录，校友提供的个人简历和回忆文章。没有资料的，绝

不臆造。一件事实多种说法的，经反复查证，择善而从。

四、用公元纪年，引文中的民国年号，括弧中注以公元年号。

五、引文中的生僻词语和某些情况，作必要的注解，以便阅读。

六、简称从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时简称"建国前" "建国

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有时简称"附中"或"我校"、 "学校"。蒙藏

专门学校有时简称"蒙专"或"蒙藏学校" 0 20世纪 x x 年代简称 x x 年代。

七、收录校友业绩简历的标准是一一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井有资料的可

以收录: (1)司局级以上干部， (2)教授以上科教人员， (3)副高职称而有著述和研

究成果者， (4)在基层工作而有公认的突出贡献者。排列顺序为:按省区、界别

(社会活动、教育、企业经济科技、医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排列，同一

界别按届别(毕业年度先后)排列，同一届别按姓氏第一个字汉语拼音字母为

序排列。生不立传。业绩简历只择其要。没有资料的歉难收录。

八、采用记述体，以记述客观事实为主，必要时稍作评论。如有评论，不

代表学校意见，仅是作者的非权威看法，仅供参考。

九、重视史料，把一些重要史料附在有关章节之后，作为正文的补充，给

想深入了解和研究我校历史的读者提供方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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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移斗转，春华秋实。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走过了不平凡的百年。她是

我国历史上第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民族学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民族高校，

是民主革命时期涌现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最多的学校。中华人民共和民成立

后，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她是国家唯一面向全国招生的民族中等学

校，是一所对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繁荣，对边疆地区反分裂、反颠覆、反

渗透斗争发挥重要作用的学校。

我校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藏学校( 1913一194R) 35年历史，

称之"开拓历程";第二阶段是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含北京市一六。中学)

(1949-1999) 51年历史，简言"蓬勃发展";第三阶段是中央民族大学附中

( 2000-2013) 14年历史，谓之"创新前进"。





第一章
开拓历程

( 1913一-1948 ) 

导

191:'>年创办的蒙藏学校是第一所民族学校， 1 <) 1 拭年升格为专门学校，是第

一所全国民族大专学校。 1913至 1 吵4H年的蒙藏学校校史，就是民族教育开拓史

的一页.就是李大钊引领乌兰夫等进行民主革命的革命史的一页。



第一节
1913年在北京创办

全国第一所民族学校

1911年10月 10 日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

结束了，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12月 19 日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

总统， 1912年1月 1 日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民国纪年从此使用。但辛亥革命是

不彻底的，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北洋军阀

政府的统治也是不稳定的，各地军阀割据，摩擦、战事屡屡不止。

1911年 12月 16 日哲布尊丹巴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后，内蒙向何处去?成

为必须立即回答的问题。某些外国势力或明或暗，煽动内蒙独立。内蒙蒙古族

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意愿自不待言，东部蒙古王公、挑南蒙古王公、西部蒙古

王公也先后开会，宣布响附民国，赞成共和。加强边疆稳定，维护国家统一领

土完整，成为社会的共识。

在西南边疆，我国西藏的安全也面临着威胁。外国先后于1888和 1903年先

后两次发动了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均因遭到西藏人民的英勇抵抗而未能得逞。

辛亥革命前后，外国从直接入侵转为采取收买西藏上层势力进行分裂活动的手

法，煽动西藏"独立" 0 1912年6月，中央政府下令部分川滇军队进驻西藏，外

国也横加指责。

辛亥革命五族共和、民族平等、民族统一是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基础，境内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成员之一，不是"藩族"，在设置官署时，

不设"理藩部"，边疆民族事务由内务部新设的蒙藏事务处管理。

鉴于当时形势， 1912年9月蒙藏事务处从内务部划出设为独立机关，称蒙藏事务

局，隶属于国务总理。内蒙古卓索图盟盟长贡桑诺尔布亲王被调到北京，担任总裁。

贡桑诺尔布到北京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力促几位蒙古族议员提议政府

在北京创办"蒙藏学堂"。贡桑诺尔布认为，少数民族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

在于文化的落后。必须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经济才能改善，政治才能稳定，



边疆才能巩固，民族才能进步。

当时边疆反分裂斗争任务艰巨，创办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民族学校，加紧少

数民族人才培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改善少数民族民生，成为各界的共识。于

是，创办民族学校的创议，很快得到政府同意，交由蒙藏事务局筹办。教育部在

核准时，依据1912年《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的

规定，定名为蒙藏学校。 1913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蒙藏学校章程》。

1913年3月，学校正式开学。

第二节
教育部颁布蒙藏学校章程

部院直属学校

1913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蒙藏学

校章程。

第一条本学校以开发蒙藏青海

人民学识、增进蒙藏青海人民文化为

宗旨。

第二条本学校以旧有之咸安宫

学、唐古式学、托;武学及前理藩部所

办之蒙古学为基础，力图扩充改良。

第三条本学校收学生本不分种

族(这里指民族一一引者注) ，唯因

西北闭塞，而办此学，故重在多收蒙

藏青海学生。

第四条本学校收初入学之学

生，其学额划作二十分计算:内外

各蒙古占二十分之十，西藏占二十

分之三，青海及其左近各回部占

二十分之二;其余二十分之五，专 1913年教育部文2号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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