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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为东北师范大学建校50周年题词

民续素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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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鹏为东北师范大学建校50周年题词

彩杨佑良穆魄莽饪参凝叩
参碍冒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为

东北师范大学建校50周年题词

晷戎图

友末

便秀人才
北研¨犯大学之

牧五十周
无≥奇父月荔声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东北师范大学建校50周年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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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南．上一
刖 吾

东北师范大学是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的高等师范院校。其前

身东北大学，1946年2月创建子辽宁省本溪市，是中国共产党在

东北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新中国建立前夕，学校与党在吉

林市创建的吉林大学合校，后又有原沈阳东北大学(文、理，法
’

商学院)、原长白师范学院、原长春大学等校并入，成为当时东北

地区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它为东北解放区培养了大批政权建

设、土地改革、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的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东

北大学于1950年4月易名为东北师范大学，肩负起培养师资的重

任，成为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型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的50年，走过了一条光辉而又曲折的道路．它

在自己成长壮大的历史上，继承老解放区的革命传统，经受过战

争烽火的考验，引导知识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探索新型正规化

道路，培养出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民教师；它曾留

下当年向科学进军的足迹，也曾经历过在失误、挫折中曲折前进

的艰苦岁月；它经受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严重摧残和破

坏．又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和科学的春天．今天，

东北师范大学已经顺利通过国家教委。211工程”建设部门预审，

并被国家确定为。九五”期问首批进行重点建设院校之一．它正

以崭新的姿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深化改革，加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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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发展，为实现到21世纪初把学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

影响的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的奋斗目标而努力拼搏。 ．

东北师范大学在半个世纪里，培养造就了13万余名各类高级

专门人才，为东北地区和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

贡献．广大教职学工在学校建设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创造

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及优

良的传统和作风．

东北师范大学现设有6个学院，29个系，33个本科专业，20

个专科专业，12个学科专业有博士学位授予权，59个学科专业有

硕士学位授予权。设有22个研究所、5个教研部、14个教学科研
’

中心。世界上古史中古史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生物学科设有博

士后流动站。草地生态工程实验室是国家专业实验室．历史学与

中国语言文学两个学科被确定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

科学研究基地”。国家教育委员会东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国

家教育委员会东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

学校，以及正在筹建中的国家基础教育试验中心、吉林省自然教

育博物馆都设在这里．附设有成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附属小

学、实验幼儿园以及出版社，校医院等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现有本、专科学生8 391人，研究生1 089人，

赴日本国留学研究生165人，外国留学生120人，进修生449人，

千修班学员200人，函授、夜大学生6 239人。现有教职工3 154人，

在l 200名教师中，有教授168人，副教授395人，有中国科学院

院士1人，博士生导师36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4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4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学

者198人。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学校已形成了以师范教育为

主，多学科、多层次的办学体系，以培养中等和高等学校师资及

其他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师资队伍和科学研究力量较强的综合

性师范大学。

·2· fIlFIH{}_-，0IJj{i{，j_』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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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东北师范大学建校50周年，通过编写校史，回顾建校历

程，检阅办学成就，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办学特色，发扬优良校

风，继往开来，以资借鉴，无疑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

学校在校党委和校长领导下成立了东北师范大学校史编辑委

员会。参加校史编写的同志，大都长期在校工作，并多担负过或

仍担任着学校或某一部门的领导工作，熟悉情况，关心学校建设．

大家以满腔的热情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力求写出一部能够反映

东北师范大学50年历程，鼓舞东北师大人前进的校史来。

校史的编写工作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沿着国家

历史的发展脉络，对学校的重大事件和转折，尽量反映出全貌；重

点突出各历史阶段的办学思想和教育改革，突出广大教师在学校

建设中的作用，充分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校所取得的

成就和历史经验。

我们谨将这部校史献给东北师范大学50周年校庆，献给亲爱

的校友们和广大师生。愿它能够成为鼓舞全体东北师大入励精图

治、再创辉煌的精神动力。

东北师范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

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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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

战火中的东北大学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
(1946年2)1-1950年3月)

一在毛泽东关怀下诞生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东北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蒋介石勾结美国帝国主义，企图抢占东北，夺

取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

争”①的方针，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

在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关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先后

从延安、华北，山东派遣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开展政治、军事

斗争，发展文化教育，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8月，毛泽东亲自到延安大学，向校长周扬和副校长张如心传

达党中央的决定，要求延安大学一批骨干力量去东北，办东北大

学。②10月25日深夜，毛泽东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接见

了周扬、张如心等延安大学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指示说：你们去

①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目)，‘毛泽

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6页．

@张如心：‘关于东北大学和东北师大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1970年2月24

日)。原件存东北师范大学文书档案室．

·l·



创办的东北大学，是新型的东北大学。因为东北青年受日本帝国

主义统治14年．奴化教育的影响很深，要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

史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和军队，

坚持八年抗战，最后取得胜利；现在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

人民大众的新中国。接着，毛泽东还提醒他们说：军队要建设一

个团或师，比较容易，要建设一个大学，从领导班子到队伍，很

不容易。在行军过程中，各地可能找你们要干部，不能把班子、人

员搞散，要千方百计地把建校的班子搞好。①

这支派往东北建校的队伍，行军编号是。松江支队第四大

队一，周扬任队长，张如心任副队长，刘呈云任副队长兼政治部主

任．这样，延安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便告别延安，开赴东北。

同年年底，到达张家口市。中共中央电令暂停张家口，参加华北

联合大学工作。周扬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张如心任教务长，刘

呈云任党委副书记．

1946年元旦前后，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指示当时在东北局

宣传部工作的著名作家舒群@创办东北公学，并指示他聘请当时

①张松如、刘呈云．武强；‘战火中的东北大学'(1985年1月)，第2页．现存

东北师范大学文书档案室．

圆舒群(1913--1989)，啥尔滨人．著名作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

月参加革命．1935年参加。左联”，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37年到延安t任八路军

总部随军记者、延安‘解放日报’第4舨主编、延安大学鲁艺文学院系主任．1945年

9月来东北．历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鞍钢党委剐书记，中国文联尉秘书长，中国作

家协会顾同，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中国'(双月刊)主编．主要作品有写

于1936年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50年代描绘钢铁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这

一代人’以及‘舒群文集’4卷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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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著名诗人张松如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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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前后，东北局决定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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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岩、梁志超、石明、王辉等陆续到校工作。经过短期筹备，

由张松如教育长亲自起草的‘东北公学招生广告》，首次刊于1946

年2月20日‘东北日报》(辽东版)，开始招生。不久，东北局又

决定东北公学改名为东北大学，任命张学思@兼任校长，白希清、

舒群任副校长，张松如任教育长，张东川任秘书处长，黄耘任校

长办公室主任，李先民任研究室主任，许法任预科主任，肖岩任

预科副主任．校址设于本溪。至此，这一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

大学，迎着纷飞的战火在东北大地上诞生了．她为东北广大青年

学生提供了学习革命理论的基地，引导他们走上追求真理、为人

①张橙如(笔名公木)，著名诗人．1910年生于河北束鹿县．1928年春，入北

平师范大学学习．1930年春，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左联”、。中国社会科

学联盟’及。左翼教师联盟。工作．1938年秋．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历

任抗大教员、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主任、鲁艺文学院教员。1945年9月到东北，任

中共本溪市委宣传部部长．历任东北大学教育长、教育学院院长，吉林大学教授、尉

校长，中国文联委员暨吉林省文联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暨吉林分会主席，吉林

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暨‘社会科学战线'副主编，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现

任吉林省文联名誉主席．主要作品有‘哈喽，胡子l’‘八路军进行曲'歌词、‘公木诗

选'、‘中国诗歌史论'、‘毛泽东诗词研究'、‘老子棱读)等．

圆白希清，辽宁新民人，时年43岁．早年留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圊国后，任

沈阳小河沿中国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苏军解放东北后任沈阳市长等职．现任中华医

学会名誉会长． ．

@张学思(1916--1970)，辽宁海城人，1933年于北平参加。反帝大同盟’，同

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于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后，曾任抗日军致大学

直属二队队长，后去晋，察，冀、冀中任职．1945年。八·一五。后率队挺进东北，任

辽宁省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海军学校

校长、1953年任海军副参谋长、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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