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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大学、陕西省重点综合性大

学，坐落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杨家岭下，延河之滨。学校依山傍水，绿树

成荫，花团锦簇，古老的窑洞群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风景独异。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成立于 1941 年 9 月，

先后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干校、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

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和行政学院等 8 所院校合并而成，校

名由毛泽东确定。延安大学的历史从陕北公学成立之日算起，可上溯到

1937 年 9 月 O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大学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努力贯彻学用一致，为革命战争和边区建

设服务的方针，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艰苦办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具有献身

精神和专门技能的优秀人才，为民族解放、革命胜利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卓

越贡献。著名教育家吴玉章、周扬、江隆基、李敷仁等先后担任过学校校

长;陈云、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徐特立、成仿吾、强晓初、李强、

艾思奇、何思敬、刘泽如、刘春、陈康白等先后担任过延安大学前身及所

属院校的校院长;茅盾、于光远、张如心、何其芳、尹达、洗星海、范长

江、周巍峙、何干之、力群、沙可夫、周立波、艾青、萧军、沙汀、吴伯

萧、钟敬之、舒群、陈荒煤、严文井、崔鬼、田方、曹藻华、孙犁、沃渣、

王式廓、张宗麟、张水华、袁文殊、张订、王朝闻、荣孟源、吕骥、贺漾

汀、马可、江丰、石鲁、孙鸿儒、武衡、悍子强、赵飞克、杨作材、屈伯

川、林华、华寿俊、武可久、乐天宇、林迪生、郭琦、刘端菜等一大批著

名学者、专家教授在这所学校任教、任职。

延安大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办学历程，为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

高等教育的创立和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中

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

院、中央戏剧学院、东北师大、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北



政法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院校都与延安大学及其前身

院校有着历史渊源关系。延安大学的一大批干部、教员和毕业学员，建国

后都曾长期担任过我国许多重要高等院校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为我国社会

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创建，为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做出过卓越

的贡献。

经过七十年的奋斗，延安大学已发展成为文、理、工、管、医、教、

经、法、师范等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 O 截至 2∞8 年，学校设有 17 个学

院， 22 个硕士点(另有 7 个专业试办) ，近 50 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近 28

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在校学生本专科生 15721 人，其中本科生 13451

人，硕士研究生 275 人，继续教育生 8621 人。专任教师 736 人，教职工中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近 3∞人。图书馆藏书 140 余万册，订有中外期刊

30∞多种。学校占地面积 1220 亩，建筑面积 60 余万平方米，固定资产达

到 5. 7 亿元。现下设中共党史、延安学、陕北历史文化、陕北能源和陕北区

域经济、陕北地方病防治等 6 个研究院，建成省级研究基地 2 个，以及现代

教育技术中心、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韩国历史文化研究所、人口与发展

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企业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等 20 多个研究机构。学

校现有《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医学版和《延安大学

报》等公开出版物。

延安大学是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陕西省大学生延安精神教育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

高校辅导员培训研修基地和教育部机关党校培训基地。学校依托六大教育

基地，创办"窑洞大学"和"泽东干部学院"充分发挥面向全国的革命历

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功能，使其成为新时期延安精神的传播中心。

七十年来，延安大学从土窑洞里白手起家，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数万名

优秀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在这所学校(包括前身院校、合并院校)

任职、任教和学习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近 30 位，省部级领导 300 多人，两

院院士(包括学部委员) 20 位。培养了李鹏、杨白冰、布赫、叶选平、赵

东宛、黄毅诚、曾宪林、蔡诚、林汉雄、贺敬之、彭士禄、戚元靖、穆青、

刘玉堤、贺毅等一大批党政军、教育、科技、新闻、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和

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及技术专家上千人，他们是国家

和民族的精英，是延安大学的骄傲。新中国成立以来，延安大学又培养了

著名作家路遥，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

一次以及光华工程科技奖的通信技术专家张智江，著名密码学专家白国强、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著名教授窦争霞、高爱军、高随祥、郭守武，全国优秀班主任杨杰，全国

优秀教师汪占荷、申延生、刘向锋，全国模范教师贺光香、王斌，著名企

业家郑介甫、张燕燕等一大批优秀人才;陕北地区有 60% 以上的中学骨干

教师、医疗业务骨干、党政中层领导干部、石化等企业管理干部和业务骨

干为延安大学毕业生 O 社会对延安大学毕业生的评价是:素质高、能力强，

"基础厚实，为人诚实，作风务实，工作扎实"。

延安大学在七十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光荣的传统和优良的作风，积

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经验是:坚持党的统一领导，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贯彻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方针;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向，努力建立健全和发展民族的、科

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贯彻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因

时因地制宜，开展教育工作;实行文化教育中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充分发

挥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的教学原则;

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法，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平等的

师生关系，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加强政治工作，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对

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勤俭办学的革命精神

等等。这些经验是十分宝贵的。

建国后，新一代延安大学人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秉承"立身为公，

学以致用"的校训和"围绕中心、服务中心、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理论

实践并重，学用一致，重视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造就政治强、业务精人

才"的优良办学传统，不断弘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扎根老区、乐于

奉献"的延安大学精神，形成了"用延安精神办学育人，为全国提供革命

传统教育基地，为老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鲜明办学特色。

2∞8 年 7 月 10 日，在中国共产党延安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校党委

书记刘建德在向大会所做的报告中，深刻总结了延安大学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学校进入 21 世纪后的工作，提出了"克服自卑、建立自信是基础;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要务;明确中心、提高质量是根本;稳定队伍、注

重素质是关键;服务老区、体现特色是重点;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是动力;

总揽全局、正确决策是保证"的七条体会与经验。这将成为延安大学开创

21 世纪学校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指导思想。

按照第五次党代会所提出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延安大学将以"高

举旗帜，深化改革，优化结构，稳定发展，提高水平，提高实力"为指导

思想，在今后的五年内"把延安大学建成既有传统精神，又具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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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科研水准，提高办学

层次，提高管理水平，使学校的"办学条件更好，校园环境更美，培养的

人才更多，教学质量更优，科研水平更高，综合实力更强" "无愧于自己

的光荣历史，无愧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殷切期望"再创延安大学新

的辉煌。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非常荣幸的接到了尊敬的老校友，原国务

院副总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

员会常委， 95 岁高龄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华同志为延安大学史亲笔

题写的《延安大学史》书名。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

老校友对延安大学的深切关怀，以及对《延安大学史》的高度重视，这也

是我们进一步办好延安大学的强大动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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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延安大学在申国现当代高等费青史上的地{立和作用

延安大学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迄今已经走过了 70 年的辉煌

历程。 70 年来，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大学在中共中央和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努

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成为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领导人才的重要基

地，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

党史和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建立了不可磨灭

的历史功勋。

一、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创

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2005 年 6 月 9 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省部共建延安大学协议签

字仪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可以无愧地说，延安大学是我们党没有夺

取政权之前，在根据地亲自创立和建设的第一所综合性的、也是带有现代

意义的大学，这个历史是国内其他高校所没有的。咱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

事实的。

1927 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屠杀政策。中国共产

党被迫发动起义，并逐渐把革命重点转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

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从 1927 年 10 月到 1934 年 12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全国先后建立了中央、鄂豫皖、湘鄂边以及陕甘边、陕北等十多个农

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为工农服务的新教

育，新民主主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31 年，苏区临时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中设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

委员部下设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艺术四个局，并在中央苏区

开始了干部高等教育，其主要有三所学校，即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

克思共产主义大学。

红军大学是 1931 年创办，由叶剑英任校长和政委的红军学校发展而来

的。 1933 年 11 月，红军学校改编，不口苏维埃大学军事政治部合并，组成中

国工农红军大学，为苏区最高军事学校。由何长工担任校长兼政委。分设

指挥、政治、参谋三系，培养营团级以上军事政治干部。还有一个高级班，

调训军以上干部。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学习期限一般为 8 个月 O

1934 年 10 月，红军大学随中央红军长征，改名为"干部团" 1936 年 6 月

① 《延安大学报~. 2∞5 年 6 月 24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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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抗战时期发展为抗

日军政大学。

1933 年 8 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在中央苏区(瑞金)创办综合性的

苏维埃大学，毛泽东为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开设特别工作班和普通班。

特别工作班为本科，分为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

劳动、司法、外交、粮食十个专业班，学制半年。普通班为预科，学习期

限不定。苏维埃大学的学员为选送来的干部，必须具有半年以上的工作

经历。

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是 1933 年由苏区中央局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

联合创办的，校址在瑞金沙洲坝。直属苏区中央局，为苏维埃党校性质的

干部学校，任粥时、董必武先后担任校长。主要任务是培养前、后方革命

政治工作的干部。

这些学校虽然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干部高等

教育的先河，奠定了以后革命根据地干部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模式，但

是，其存在的时间都很短。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

央苏区开始长征后，这些学校都停止了办学。而且从性质上讲，这些学校

还都是完全意义的干部培训学校，尚不具备现代大学的基本属性。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处于

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在以中国共产

党为代表的全国抗日民主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

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和新四军，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使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适应并服从抗战事业的

需要，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制定了国防教育的方针政策，边区的教育

在国防教育方针指导下，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在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中，

高等干部教育不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颇具特色，成效显著"。①无

论是数量还是种类与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1937 年春，抗日红军大

学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 1938 年初，抗日军政大学以隶属地方政府的形式

纳入国民政府教育机构序列 1937 年 7 月在陕西三原县斗口镇办起战时青

年短期训练班 1937 年 9 月，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 1938 年 4 月，在延

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 1941 年 9 月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1938 年 5 月

① 刘宪曾、刘端菜: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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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延安大学在中国现当代高等费胃里上的地值和作用

在延安创办了马列学院， 1941 年 8 月，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 1939

年夏，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训练班的

一部或全部在延安组建了华北联合大学，并开赴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办

学。 1939 年 7 月，在延安创建了中国女子大学 1940 年 1 月，在延安将自

然科学研究院改组为理工科性质的高等学校一一自然科学院 1940 年 5 月

在原安吴堡青训班基础上，在延安创立了泽东青干校 1940 年 9 月，在延

安创办了八路军医科大学 1940 年 7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

府在延安创办了行政学院。 1940 年 8 月 1 日，八路军军政学院在延安诞生;

1941 年 9 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族学院。

在延安大学正式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所创办的干部

高等院校主要是上述的 12 所，其中有 11 所集中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这

些创办于抗战初期的学校，为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主要是干部短期训练性

质的，学期一般为三到六个月，专业划分也不十分明确。即使一些专门性质

的学校，如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虽然有比较明确的专业

划分，但学制也很短，一般都不足一年。华北联合大学到达晋察冀抗日民主

根据地之后，设立了四个教学部，即社会科学部、文艺部、青年部、工人

部， 1941 年 7 月又将部改为学院，即政法学院、文艺学院、教育学院，但

仍未有明确的专业划分和学制，仍以干部短期培训为主。 1942 年 10 月，在

反扫荡斗争中，学校开始缩编，只保留教育学院，设有师范班，学制一年

半。学校主要又以抗战初期陕北公学的办学模式为主，开办政治、卫生、

经济、合作、生产技术、教育等短期干部训练班。直到 1945 年 8 月，抗日

战争胜利之后，华北联合大学才逐渐恢复了院系建制，开始正规化的办学。

1941 年，延安的高等学校正逐步形成向正规化和专门化方向发展的趋

势。关于这种趋势，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 1940 年 12

月 28 日在题为《预祝一九四一年延安干部教育的胜利》一文中发表了重要

的意见"关于延安方面的干部学校教育，抗战初期所采取的三几个月的短

期训练班的方式，一般地已经过去了。依我看来，延安的干部学校正处在

这种短期训练逐渐进到正规学校的过渡之中。咱而延安大学正是这种趋势

的产物。

1941 年 7 月 2 日"改革中央组织机构与筹备总供给委员会"会议研究

了洛甫(张闻天)提出的"青干、女大、陕公等合并成立大学"的意见，

① 《新中华报>， 1941 年 1 月 16 日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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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了实施方案，组成了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凯丰为主任，罗迈、

柯庆施、徐特立、冯文彬、周扬、王鹤寿等为成员的学校合编委员会，负

责具体工作。

1941 年 7 月 13 日和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研究了学校的合编问

题，并于7 月 30 日正式做出决定"青干、陕公、女大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

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学校受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领导。

1941 年 9 月 22 日，延安大学正式成立，设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思奇;法学院，

院长何思敬;教育学院，院长刘泽如;俄文系，系主任黄正光;英文系，系主

任许乃生;体育系，系主任张远;中学部，部主任林迪生;由赵飞克担任学校

秘书长。规定学制本科为三年，专科二年。当时大学部是按照全日制普通高校

学生入学标准遥远与招考的，所以人数很少，只有5∞多人。

1943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

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 1944 年 4 月 7 日，中共

中央西北局做出决定: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井，作为边区政府设立之大

学培养为边区服务的人才。 1944 年 5 月 24 日，新组建的延安大学在边区参

议会大礼堂召开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等亲临大会，并发表了重

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延安大学不仅要为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工作服务，而且要为全国的抗日根据地服务。他指出"政治、经济、

文化，是我们延大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学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

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①

此时，延安大学设立了行政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自然科学院和一个

独立的医学系。行政学院设有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系，鲁迅文艺学

院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三系，自然科学院设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农

业三系，加上医学系共 11 个系近 20 个专业。另外，行政学院和鲁迅文艺学

院还设有研究室招收研究生。据 1944 年 6 月统计，全校教职员工 575 人，

学员 1302 人，成为一所文、理、工、农、医、师范、艺术等学科设置较为

齐全的综合大学。正如一些教育史家所指出的"从设置和规模看，此时的

延安大学即使与正规大学相比，也算得上佼佼者。"②同时，一些教育史家

也明确指出"这是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第一所具有工、农、文、理、医、

艺等科的综合性的高等学校。"③著名教育家、延安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

①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4 页。

② 王建军: <中国教育史新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3 年版，第 419 页。

③ 王炳照、郭齐家、刘德华等: <简民中国教育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仪y7年版，第 4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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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延安大学在申国现当代高等额青史上的地恒和作用

1965 年 4 月 22 日下午在接见延安大学校史征集工作人员时曾经谈道"延

安大学的成立，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延安推

行新的教育。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教育史上第一所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

学"。①因此，延安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创办

的第→所综合性大学是当之无愧的。

二、延安大学的建设发展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

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重视与关怀

延安大学在 70 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

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这在中国现当代高等教育

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延安大学是中共中央在民主革命时期亲自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中

央政治局会议曾两次研究延安大学的创建问题，学校的创建是由当时中共

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提出，并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负

责筹建工作。据吴玉章回忆，学校校名也是由毛泽东亲自提议并确定的。

1944 年 5 月 24 日，毛泽东、朱德亲自参加了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并发表

讲话，特别是毛泽东的长篇讲话，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学典礼后不久，毛泽东还将新任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叫到他的办公室，共

同研究延安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提出延安大学公共政治理论

课的教学内容要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包括三个部分，自然发展

史、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及思想问题，并点名让于光远主讲自然发展

史。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发展和巩固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延

安大学大部分人员前往东北创办东北大学。 1945 年 10 月 25 日，毛泽东亲

自接见了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副校长张如心及学校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毛

泽东指出"你们去东北，那里形势紧张，是必争之地，现在还是敌强我弱

…你们去东北的任务是争取青年、办大学。"毛泽东还特别叮咛说"军

队要建设一个团或一个师比较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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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班子人员轻易搞

散，要千方百计把学校班子搞好。"②

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始终关心

① 《延安大学报>， 1988 年 9 月 10 日第 4 版。

② 《东北师范大学校史>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6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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