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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是 抗 战 胜 利 后，中 共 中 央 审 时 度 势 做 出 的 重 大 战 略 决 策，对

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延安大学主体整 建 制 迁 往 东 北，创 建 新 型

东北大学是中共中央全面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基于创办华北联合大学的历史经验；基

于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 扎 根 中 国 大 地 办 高 校，创 办 新 型 高 等 教 育，探 索 中 国 高 等 教 育“延 安 模

式”伟大实践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基于将“延安模式”推向东北，进而推向全国。延安大学为东北大学的创建

与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正是中共中央这一战略决策，使得“延安模式”在东北 大 学 得 以 直 接 传 承，成 为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１９５０年东北大学易名东北师范大学，开启了新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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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理延安大学主体部分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历史，我们能够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中共

中央确定并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是其前提条件。同时，延安大学的发展历史、特征及

其成就，又是中共中央将其纳入实施这一战略方针重大部署的决定因素，两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延安

大学为新型东北大学的创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延安大学主体部分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

大学，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以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大学主体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是中共中央实施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重要部署

认识延安大学主体部分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历史及其意义，了解和认识中共中央“向北

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确定与实施，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大学主体部分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

北大学重大部署的决定是历史前提。
（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确定与实施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然而，抗战

胜利后，中国人民又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因此，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

会议上指出：“从整体 形 势 看 来，抗 日 战 争 阶 段 过 去 了，新 的 情 况 和 任 务 是 国 内 斗 争。蒋 介 石 说 要‘建

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建立

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１］为了实现创建新

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粉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策略方针，中共中央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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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同时，在文化、科技、教育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其中“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就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方针，甚至被称为“抗战后延安走得最高超的一步棋”［２］。

所谓“向北发展”，就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
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

利地位”［３］。所谓“向南防御”就是收缩战线，将南方几个解放区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集中兵力，准备应

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举进犯，以保障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
因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全国性战略方针，重点是向北发展，关键是控制东北”［４］。为什么说“关

键是控制东北”呢？这是因为：第一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东北地区北、西、东三面都是友邻（苏联、蒙古、
朝鲜———笔者注），有了东北就有了巩固的战略基地；第二，国民党在东北无一兵一卒，统治薄弱；第三，
东北幅员辽阔，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实力雄厚［５］。还有一条，那就是苏联红军为消灭日本关东军，迫使日

本投降而进入并占领东北。所以，在党的七大结论和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指

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

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
中国革命基础就更巩固了。”［６］１２０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５年８月中旬命令冀热辽、晋察冀、晋绥等

地区的部队，向日本侵华基地东北展开猛烈的大反攻，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收复了大片的国土，控制了

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中共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根据地。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９
月１５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做出发展东北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我党

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是千载一时之机。同时决定

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伍修权、程子华、林枫为委员，并于当天从延安启程，乘飞机

飞往东北。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７日，刘少奇致电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东北为我

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

方针。”“这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最初表述。”［７］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９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这一

部署。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正式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

方针。连夜，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党内指示电，向全党公布“向北发展，向
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及其具体部署。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等前往东

北。随后，中共中央又先后派遣四分之一新当选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前往东北，以加强

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并组织关内２万干部和１０万主力部队进入东北。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全国革命

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也是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历史前提。
（二）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以往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实施，学者们都是从政治、军事、组织、干部等角度来论

述，当然这是当时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前提条件，但很少有人从文化教

育的角度来阐述这一问题。实际上中共中央对于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是全面部署的，除政治、军事、组

织、干部、经济之外，也在文化教育方面做了精心部署。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

东北大学”，就是重大部署之一。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间，延安大学接到上级通知，中共中央决定：延安大学的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
行政学院的大部分迁往东北继续办学，创建东北大学［８］１７６－１７７。

虽然我们尚未看到中共中央这一决定的原始文件，但从以下三个史实中我们完全可以确认中共中

央这一重要决策是历史事实。一是时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到东北后任东北大学常务副校长、校长张如心

的回忆；二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相关会议记录；三是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及东北局发出的

电报指示。特别是笔者２００７年从中央档案馆查到这一电报指示的原件，使张如心等人的回忆得到有力

证实。
据张如心回忆：当延安大学的大部分教职员工和学员离开延安之前，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晚，毛泽东

在陕甘宁边区交际处小礼堂接见了校长周扬、副校长张如心，以及学校和各学院主要领导干部与骨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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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还有学生代表。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交际处小礼堂内灯火辉煌，大家都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围站在毛泽东主席

的身边。周扬校长介绍了被接见的师生，毛泽东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向师生们讲述了学校迁移东

北的意义和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学校向东北转移的目的在于创办“新型的东北大学”［９］２。他说：“你

们创办的东北大学，是新型的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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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９］２毛泽东还特别叮

咛学校领导：“军队要建设一个团或师，比较容易；要建设一个大学，从领导班子到队伍都不容易。在行

军过程中，各地可能找你们要干部，你们不能把班子人员搞散，要千方百计地把建校的班子搞好。”［９］２他

勉励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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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次去，冰天雪地，可能有害病的，还有可能牺牲的。遇到问题要分析，一半是困难，一
半是光明。因为是必争之地，事不宜迟，说走就走，我们的‘飞机’就是两条腿。”［８］１７７

１９４５年４月至６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

领袖地位。此时中国革命处于重大转折时期，加之毛泽东刚刚从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归来，真可谓

日理万机。但他仍然在夜晚亲自为将要赴东北的延大师生送行，亲自向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阐述学校

迁移东北，创建新型东北大学的任务和意义，亲自叮咛鼓励，这足以证明毛泽东对创建新型东北大学的

高度重视，以及对延安大学的殷切期望。同时，也说明中共中央对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
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决定是十分郑重的，是一种战略决策。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习仲勋接替赴东北的高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１１月１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

北局常务会议，专题讨论延大问题。习仲勋开题讲道：“昨天周扬谈（延大）全部走，商量结果还是要办，
培养必要的干部。”［１０］他同时就留延安的延安大学的领导班子及相关问题谈了意见。边区政府主席林

伯渠也表示：“延大要办。”［１０］本来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延大、鲁艺与自然科学院

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管理，也就是说，延安大学的直接上级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与边区政府，周扬也是

中共中央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的校长，那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会议上所讲的“商量

结果”，显然不是同延大校长周杨商量。因为作为校长，周扬没有决定学校从延安走与留这样重大问题

的权力，所以习仲勋书记所讲的这个“商量结果”，一定是西北局与中央商量的结果。同时也说明，延安

大学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是党中央的决定。另外，党中央也同意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与陕

甘宁边区政府的请求，在延安保留延安大学建制，继续办好延安大学。

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及东北局发出电报指示：“前决定开东北

后又停张垣的党校及延大两学校仍即经赤峰开东北。”［１１］电文所指出的这个“前决定”，就是中共中央在

延安时的决定。由此可见，在延安，中共中央已做出了明确的决定：延安大学主体部分迁往东北创建新

型东北大学。因此，可以说延安大学主体部分全部迁往东北创建新型东北大学，是中共中央实施“向北

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部署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支

援战争、土地改革、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五大任务。当然，前提是政治、军事、组织、干部工作，
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与军队发展，是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但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基础在经济和文化教

育。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６］１２０，原因是“我们的根据地，现在经济上还

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６］１２０，而东北当时是全国大工业、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所以“现

在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６］１２０。那么，要接管这些大工业、重工业当然需要大量的

专业人才，而要发展这些大工业、重工业更需要科学技术和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因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

育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重中之重。另外，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期间，为了实施殖民统治，奴化东

北人民，掠夺东北丰富的资源，支撑其侵华战争，也在东北建立了二十多所各种各类高等院校。因而，当
时的东北也是全国高等院校较集中的地区，这些高等院校的接收与改造，亦是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

防御”战略实施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在东北地区迅速推行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对东北地区的殖

民化教育进行彻底改造，这更是这一战略部署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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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的原因与意义

作为中共中央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

东北，创办东北大学是具有历史原因的。其原因很多，但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一是全面抗战初期，中共

中央创办华北联合大学的历史经验；二是要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坚持中国

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好大学的实践成果———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推

向东北，进而推向全国，这也是其重要意义的核心所在。而延安大学正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标志性成

果之一，集中体现了“延安模式”的特征与成就。
（一）华北联合大学创办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

关头，全国进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大

量沦陷区和国统区先进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子为了抗日救国，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像潮水般纷纷涌向

延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１２］

“因此，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培养和吸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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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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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与规模，都达到了空前

的高峰。从１９３７年春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之后到１９３９年７月，中共中央又先

后创办了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此外还有马列学院、延安工

人学校等。除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外，这些干部高等学校都办在延安。

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华北敌后抗日局势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八路军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北敌后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

开辟敌后战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华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极其重要的

战略根据地，也使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异常震惊。１９３９年春夏以来，日军增兵华北，对八路军和抗

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围剿“扫荡”，华北敌后抗战局势日趋紧张。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了对抗日

民主根据地的封锁和骚扰，延安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联系由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扫荡”封

锁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了解决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各类人才的急需，加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培训，就

近为华北地区培养专业人才，中共中央决定以陕北公学为主体，将鲁迅艺术文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

练班一部分、延安工人学校之全部合并，在延安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原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担任校长

和党团书记（陕北公学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延安复办，由李维汉任校长，史称后期陕公，这也是延安大学的

直接前身之一）。
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后，成仿吾校长立即率领一千多名师生员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八路军纵

队的名誉，从延安出发，突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道道封锁线，千里转战向华北敌后挺进，最终到达晋

察冀边区办学。这 是 中 共 中 央 抗 战 初 期 在 延 安 和 陕 甘 宁 边 区 之 外 创 办 的 第 一 所 高 等 干 部 学 校。从

１９３９年７月到１９４８年８月，整整九年时间，华北联合大学在华北敌后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在晋察冀

边区辗转办学，为晋察冀边区和华北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吸收培养了大量沦陷区、国统区的先进知识

分子和青年学生，培训了大批在职各级各类干部，成为晋察冀边区乃至华北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

才摇篮和干部基地，做出了特殊而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延安之外最著名的

大学。
抗战胜利后，华北联合大学迅速开始正规化办学，１９４６年１月底与延安大学合并。１９４８年８月，华

北联合大学与晋察冀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组建华北大学，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整个解放区规模最大的综

合大学，也是最重要的大学之一。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
华北联合大学办学实践充分证明，以陕北公学为主体在延安创办华北联合大学的决策是非常成功

的，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而中共中央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之际，东北的局势和战略地位

与抗战初期华北的局势和战略地位非常相似，所以借鉴华北联合大学创办与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延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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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主体创办东北大学就非常自然，符合实际与逻辑。
（二）延安大学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标志性成果之一

延安大学是中国的一所特殊大学，它诞生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时代。它是

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高

等院校办学中国逻辑、中国特色的结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兴办普通高等教育

的成就与经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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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８日，中

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预祝一九四一年延安干部教育

的胜利》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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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这不仅仅是李维汉个人的意见，也是以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

为代表的党中央许多领导人与党内相当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与意见，而延安大学的创办正

是这种认识与意见的实践产物。

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了有朱德、洛甫（张闻天）、陈云、凯丰、康生、王明等多位政治局

委员，还有高岗、邓发、王首道等各方面领导人参加的“改革中央组织机构与筹备总供给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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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讨论，会议决定组成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中央学校管理委员会主任凯丰为主任，罗迈（李维汉）、柯庆施、
徐特立、冯文彬、周扬、王鹤寿等为委员的学校合编委员会，提出合并具体方案及教育方针与计划，报中

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批准。
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于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３日和３０日两次会议研究了学校合编委员会提出的合编方

案。７月１３日 的 政 治 局 会 议 决 定，以“陕 公、女 大、青 干、鲁 艺 学 院、自 然 科 学 院 五 校 合 并 成 立 联 合 大

学”，“该校定名为陕北联合大学”［８］５４。原学校合编委员会成员由７人增加到８人，增加了赵毅敏。但在

７月３０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改变了上述决定并做出新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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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学校受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领导。延安大学创

建是按照这一决定实施的，校名的改变，据吴玉章回忆是由毛泽东亲自提议的，他明确表示“还是延安大

学好”［８］３０５。

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２日，延安大学正式成立，学校设立了三院三系和一个中学部，并由著名哲学家艾思

奇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著名法学家、曾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副院长的何思敬担任法学院院长；
著名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期在北京大学研究心理学的刘泽如担任教育学院院长；由留苏的越南籍俄

文专家黄正光担任俄文系主任。此外，由当时延安的英文专家许乃生担任英文系主任，中学部主任由上

海大厦大学教育专业毕业、曾担任鲁迅师范学校校长的林迪生担任，由英国物利浦大学工程硕士毕业回

国的赵飞克担任学校秘书长，并规定学制本科为三年、专修科二年，三个学院为本科，俄文、英文和体育

三系为专修科。当时大学部是按照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入学标准遴选与招考的，所以人数很少，只有

５００多人。
延安大学与此前的干部高等院校明显不同，它是按照现代大学体制创建的一所新型大学，具有明确

的学科专业划分与学制，有较为明确的入学标准与资格，并由专家学者担任学校及院系领导，具有干部

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双重功能，并强化了其面向社会的普通大学的功能，更明确地说，它具有高

等院校办学的社会需求逻辑与学科逻辑相结合的鲜明特征。“这种教育体制注重的不仅仅是价值观、世
界观的革命化改造，而且注重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应用；不仅仅是被培养者接受速成式的训练，而且注重

被培养者深厚科学知识底蕴的积聚。”［８］５５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延大、鲁艺与自然科学院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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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后的延安大学成立了由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周扬、刘春、陈康白、
宋侃夫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吴玉章任校长，周扬任副校长，宋侃夫任秘书长。鲁艺院长由周扬兼任，
院以下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系。戏剧系负责人为张庚，音乐系负责人为吕骥、贺绿汀，美术系负责

人为江丰、王曼硕，文学系负责人为何其芳。自然科学院院长陈康白，副院长恽子强，院以下设化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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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农业三系，系主任分别为李苏、阎沛霖、乐天宇。社会科学院院长先后由刘披云、何干之担任。院下

属一个研究室，由何干之、姜君辰负责。民族学院院长为刘春，新文字系由王子匀任主任。中学部主任

为林迪生。

１９４４年４月７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做出决定：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并，作为边区政府设立之大

学培养为边区服务的人才。学校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领导，边区政府任命胡乔木、李卓然、周扬、王
子宜、刘景范、柳湜、宋侃夫等七人组成“延安大学临时教育委员会”，周扬任校长，王子宜、张如心先后任

副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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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初由副校长王子宜兼任，后边区政府调三边分区专员强晓初担任，设有行政、财经、教育、司法四系，
分别由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财政厅厅长高自立、教育厅厅长柳湜、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兼

任。鲁迅文艺学院院长由周扬兼任，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三系，系主任分别为周巍峙、蔡若红、舒群

等。自然科学院院长由中央军委军工局局长、著名的无线电专家李强兼任，副院长恽子强，设机械工程、
化学工程、农业三系，医学系设有医生班、司药班、助产班、护士班、中医班、兽医班。全校共１１个系，近

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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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０２人，成为一所文、理、工、农、医、教、艺术等学科设置较为齐全的综合大学。正如

一些教育史家明确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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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郝瑜等在《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指出：“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逻辑不同于西

方。西方高等院校办学遵循学科逻辑，强调办大学就是办学科。”“中国高等院校办学遵循的是社会需求

逻辑。这种逻辑强调高校办学首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１３］而这种办学逻辑除其

他因素外，也“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成功经验”［１３］。其中，延安大学则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的实

践探索者，是其标志性成果。
由于延安大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创建的一所综合大学，经过三次调整合并，延安重要的带有社

会性和普通高等学校性质的专业学院均并入延安大学，真正成为延安的“最高学府”。毛泽东对延安大

学的办学高度重视，亲自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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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讲话的核心就是阐述延安大学办学的

逻辑与方针，强调延安大学办学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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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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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５４他特别强调了延安大学与各个抗日根据地建设发展的关系：“总之延安大学要为各个抗日根

据地服务。根据地的工作上了轨道，我们陕甘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项工作上了轨道，就使得

我们的学校也上了轨道。”［１８］１５２而且，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具体而详尽地指明

了延安大学为陕甘宁 边 区 服 务 的 内 容、任 务 与 目 标，亲 自 指 导 延 安 大 学 如 何 遵 循 社 会 需 求 逻 辑 办 好

学校。
根据毛泽东、朱德的讲话精神，以高等学校办学社会需求逻辑为主体，结合学科逻辑新组建的延安

大学，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办学体制，从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

法、管理体制到学科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与实践。从１９４３年３月到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经过两年半时间的探索与实践，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体制机制。所以，中共中央

决定以延安大学为主体，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是深思熟虑的，是具有现实基础的。这个所谓“新型”，其

实就是延安大学的这个“新型”，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中国高等院校办学逻辑，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

现代高等教育“延安模式”。
所谓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陕甘宁人民在发展、建设高等教育过

程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办学体制、管理制度、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

容、招生和学生管理等高等教育要素的集成”［１３］。关 于 中 国 高 等 教 育“延 安 模 式”的 基 本 特 征，笔 者 在

《重温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２日），及与其他学者合作的《高等教育

的“延安模式”及其当代价值》（《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两篇论文中做了比较系统与详细的论

述，这里只做以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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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是一种创新型模式，因此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各个方面，也有不同层次，
但其核心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思想；二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校长负

责制、学者治校和民主管理；三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四是强调服从、服务于

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心工作，学以致用的办学逻辑与理念；五是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办学

体制；六是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多样化的招生制度。除此之外，还具有“少而精”和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相

长的教学原则，面向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科研导向，以自主管理为核心的学生管理体制，以研究室为平台、
研究员带研究生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多样化的学生考核制度与方式，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等鲜明的

特色。延安大学集中体现中国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

经验与成就，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三、延安大学与东北大学的创办与发展

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战略决策的实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延安大

学“东北文工团”到达东北，及其在东北地区的广泛活动为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外，由于战争局势的

瞬息万变，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东迁途中发生了变故。因而，东北大学经历了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决

定，凯丰具体领导，“东北 文 工 团”部 分 成 员 为 主 体 筹 办 并 先 期 成 立，后 又 与 延 安 大 学 迁 校 队 伍 会 合 的

历程。
（一）“东北文工团”在东北的活动、延大东迁受阻张家口与华北联大暂时合并集结待命

中共中央做出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决定，是在中共中央正式确

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开始全面实施之后。但为了使文化教育更好配合和服务于伟大

的解放战争，延安大学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此之前已经着手动员和组织师生员工，以文艺工作团的

形式，分头奔赴东北及各根据地和新解放区开展工作。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１日，延安大学从鲁迅文艺学院派出由陈荒煤带队，葛洛、赵起杨、胡征、陈因、计桂森

等参加的工作团，首批前往山西太岳地区开展工作。紧接着，延安大学以鲁迅文艺学院师生员工为主

力，又组织了两个文艺工作团，这两个工作团每团都有五十多人，受命去华北和东北解放区。
“华北文艺工作团”由艾青、江丰等率领，于９月１２日从延安出发，赴张家口市，与晋察冀军区“抗敌

剧社”联合排练演出了新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等延安时期创作的剧目，在华北解放区进行宣传动员

工作，后来全团转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成为该学院领导、教学、创作与演出的骨干力量。
“东北文艺工作团”由舒群、田方等率领，于９月２日从延安出发直奔东北新解放区。到东北后，这

个工作团又改编为“东北文工一团”，由沙蒙、王大化任正副团长，足迹踏遍了整个东北。以哈尔滨为中

心，向北去过齐齐哈尔、嫩江、克山、地安等地，向东先后抵达绥化、佳木斯、鹤岗、牡丹江、图们江以及朝

鲜的清津、咸光、平壤等地，向西到达乌兰浩特、白城子、康武、阜新等地，向南历经长春、公主岭、四平、铁
岭、沈阳、鞍山、本溪、丹东、大连等地。“东北文艺工作团”在各地演出《白毛女》《血泪仇》《日出》《黄河大

合唱》《做军鞋》等剧目，参加东北地区艰苦卓绝的人民解放战争和民主改革运动。后来全团转入东北大

学鲁迅文艺学院并组织了两个文工团，吕骥任第一文工团团长，张庚任第二文工团团长，因战争形势的

变化又经历了一些变迁，在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从大城市撤退后，参加发动农村群众进行清匪反霸斗

争、土改斗争，直到１９４８年沈阳解放后，才将分散在佳木斯、牡丹江、辽南、哈尔滨的几个文工团的人员

集中起来，在沈阳恢复成立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开始重建党的文学艺术教育基地，为文艺事业

培养新的大军，迎接全国的解放。
延安大学东北文工团到达东北，以及在东北的广泛活动，扩大了延安大学特别是鲁艺在东北的影响

力，为东北大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中旬，迁移东北、华北解放区的延安文教单位组成一个支队，延安大学是其中的一个

大队，行军编号是“松江支队第四大队”，校长周扬任大队长，副校长张如心任副大队长，秘书长刘呈云任

副大队长兼政治部主任。下属三个中队：鲁艺是第一中队，中队长宋侃夫；自然科学院是第二中队，中队

长王甲钢；行政学院是第三中队，中队长于光远。
迁移队伍按所设兵站的里程一路行军，经过陕西省的延川、子长、清涧、绥德过黄河到绩口镇，北上

经山西省的临县、兴县、岢岚、五寨、平鲁、左云到达绥远省的丰镇，又经山西省的阳高、天镇进入察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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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顺铁路线途经紫沟堡，分别于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５日，到达张家口市西南郊的孔家庄，经一周整休，然后

迁入城内。校部和三个学院分别居住。但此时的局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也深知东北的战略意

义，在中共中央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同时，国民党也制定了“控制华北，以图东北”的战略规

划，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争夺东北。

１９４５年９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就已经占领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承德、锦州，封锁了山海关，华北解

放区通向东北的道路被国民党军队切断。延安大学迁校队伍无法前往东北完成创建新型东北大学的使

命，中央电令延大迁校队伍暂留张家口市待命。
此时华北解放区也急需加强高等院校建设，以培养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前往东北的道路短期内难

以打通，因此晋察冀中央局想借此机会将延安大学迁校队伍留在华北并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晋察冀

中央局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８日向中共中央发电请示，电文的第二条内容是：“延大与联大合并，成仿吾任校

长，周扬任付（副）校长，可否，请即示。”［１９］第二天，即２９日，中共中央就复电：“同意延大、联大合并，成

任校长，周副之。”［１９］回电虽很短，但完全同意了晋察冀中央局的意见。于是，延安大学迁校队伍迅速与

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仿吾任校长，周扬任副校长，张如心任教务长，刘呈云任党委副书记。与此同时，
聂荣臻又向中央报告，说去东北的道路不通，晋察冀边区工业企业很多，很需要技术人员，建议将自然科

学院从延大迁校队伍中抽调一部分留在华北。中央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自然科学院一部分和晋察

冀边区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校名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科学校，受晋察冀边区教育局领导。由原延大自

然科学院副院长恽子强任校长，原延大自然科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阎沛霖任教务处长，阎沛霖赴东北

后，由王甲纲继任。
（二）东北大学的创办

形势的变化已不能顺利实现原定方案，但东北地区急需培养大批干部，不能坐等延安大学的到来。
早在舒群带东北文工团到达沈阳时，舒群、张松如（即公木，１９４１年５月任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主

任，１９４２年９月，调鲁艺文学系任教）等就曾“接受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筹办东北公学。仅做酝酿，
未着手，便转移到本溪”［９］２。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之后，东北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主力部队开始武力占领

东北主要城市与交通线。为了避其锋芒，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实施“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即让开

大城市，到分散的中小城市和广阔的农村建立根据地。１１月２４日晚彭真率东北局机关和东北人民自

治军总部撤出沈阳，２６日撤到本溪，辽宁省政府也同时撤到本溪。这样，本溪一时就成了东北根据地的

政治中心。

１９４６年１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凯丰约见了曾任延大鲁艺文学系主任、原延安大

学“东北文工团”团长、此时任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副主任的舒群。“告知舒群：东北局成立后，争取青年工

作遇到很多问题，所以东北局要宣传部具体负责办一所学校，学校的形式和名还没定，艺术大学、青年干

校、东北公学哪个形式更适合尚待研究。经过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还是模仿共产党延安大学的前身、

１９３７年创办的以培养青年政治干部为主的陕北公学形式创办东北公学为好。”［２０］５５并指示他聘请时任中

共本溪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松如，及时任沈阳市市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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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辽宁省主席张学思，沈阳市市长白希清帮助和支持下，抽调了十多名老干部，拟定

计划，修建校舍，１９４５年末到１９４６年初开始招收学员。当时到辽东，辽南及本溪，辽阳，抚顺等地，一个

个动员，一个个招收。”［９］２－３１月１０日前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由白希清任东北公学校长，舒群任副校

长，张如松任党支部书记兼教育长，学校在本溪宣告成立。“不久，根据辽宁省委书记江华同志的意见：
国共两党要谈判，国民党有东北大学，我们也要办东北大学”［９］３，１９４６年２月份，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东

北公学改名为东北大学，任命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辽宁省主席张学思兼任校长，白希清、舒群任副

校长，张松如任党支部书记兼教育长。张东川（曾任延大鲁迅文艺学院戏剧部秘书）任秘书处长，校长办

公室主任黄耘，研究班主任李先民，预科主任许法，副主任肖岩。“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为人民服务的、
献身于新中国，新东北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实业、医学等的专门人才’。学制先定普通班

为一年，预科为半年，研究班时间不限。建校初，从辽宁省东丰、安东省海龙，辽南行署抚顺、辽阳各地招

来七十多名学生（另有二百余名的行政干部训练班学员，学校北上时移交给辽宁省人民政府）……学生

刚刚在本溪市集中，由于国民党军进迫，形势陡变，乃整队迁往安东，今日丹东。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

日，借用当时安东省安东联中校舍，宣布开学。”［９］３随后东北大学在战火中辗转于通化、梅河口、吉林、长

·６４１·



春、哈尔滨，１９４６年６月定址于佳木斯。
关于中共东北大学的两次筹建（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

东北创建东北大学；１９４６年１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本溪决定创建东北大学）的关系，以及东北大学创

建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存在争议。
曲晓范、石颖在《民国中共东北大学筹建、成立、迁校时间考》一文中，根据一手资料对此进行了详细

而科学的考证，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结论也是可靠的。但这里的核心应是两次筹建之间的关系：“中

共东北大学的筹建共有两次，决定该大学最终建立的是第二次筹建。第二次筹建、创建始于１９４６年１
月，共历时两个月，直接领导和组织第二次筹建过程的是当时分别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东省委、
中共本溪市委主要领导职务的江华、凯丰、舒群、张松如、白希清、黄耘等人。”［２０］５８－５９第一次筹建的主体

是中共中央，第二次主体是中共中央东北局，这是没问题的。但这两次筹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

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首先，第二次筹建是由于战争环境的客观现实所造成；其次，第二次筹建其实也是

第一次筹建在特殊情况下的实施。
《民国中共东北大学筹建、成立、迁校时间考》引用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这就是张松如１９４９年

担任新东北大学副教育长时期的工作日记，日记的内容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学校召开的一个座谈会

上就“关于东大简史”所作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５年秋，延大派出一部分文艺干部（教员、研究生、学生）到东

北来，十月抵沈。先进行文艺活动，后拟办、筹办学校———艺术大学、青年干校、东北公学，最后确定办东

北大学。”［２０］５８由此我们得知，从延安大学派出的“东北文艺 工 作 团”，其 任 务 是“先 进 行 文 艺 活 动，后 拟

办、筹办学校”。同时，在沈阳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已指示“东北文艺工作团”团长舒群与团员张松如“筹

办东北公学”。为什么是东北公学而不是东北大学，很可能是为延安大学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

北大学做前期准备，这与延安时期先有陕北公学后有延安大学是一致的。
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这项计划“仅做酝酿”，而在本溪创建东北公学是１９４６年１月份，改称东北大

学是２月份。此时正是延安大学东迁队伍在张家口市待命，以及中共中央１月２９日回电同意其与华北

联合大学合并的时间。而本溪时期东北公学与东北大学的创建，“其中江华、凯丰、舒群、张松如四人贡

献突出”［２０］５８－５９，这里还应包括学校秘书处长张东川。同时，由东北公学改为东北大学虽是由江华提出

的，但学校创办的核心领导人却是凯丰。１９４１年以陕北公学为主体创建延安大学时，凯丰是筹建委员

会主任，是延安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他对延安大学比较熟悉，对舒群也比较熟悉。１９４５年９月，凯丰到

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长，直接分管教育工作，凯丰对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大学主体整建制

迁移东北，创办东北大学的决定应是知情的，所以作为学校的主要创办者，他自始至终并未提出使用东

北大学这个校名。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等发出的要求延安大学继

续前往东北的电报指示，题头明确标示“聂刘、并告东北局”［１１］，由此可推断，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５日，延安大

学迁校队伍从延安出发，以“松江支队第四大队”的番号向东北挺进，一定会电告中共中央东北局，起码

要告知东北局宣传部，因为当时宣传部是党的教育主管部门，此时凯丰是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长。另外，
中共中央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９日复电晋察冀中央局同意联大、延大合并的指示，也是应同时告知东北局的。
所以凯丰对这些情况都应该是了解的，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由凯丰领导，从沈阳到本溪最初创建的校名

都是东北公学而不是东北大学，直到２月份由江华提出改为东北大学，才得到凯丰的认可和东北局的批

准。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凯丰还是一直在等待延安大学东迁队伍的到来，以落实中共中央在延安做出的

以延安大学为主体，创建新型东北大学的决定。所以凯丰一直是让舒群牵头创办东北公学，并指名要求

舒群调张松如一起筹办。事实上东北公学与东北大学一直是在凯丰直接领导下，由舒群、张松如具体筹

办。建校初期的主要领导人舒群、张松如、张东川等都是由延安大学派出的“东北文艺工作团”的成员，
都是原延安大学的干部、教员。在张如心率延安大学整体迁校队伍到达东北之前，又有萧军、吕骥、张

庚、吴伯箫等一批“东北文艺工作团”的成员进入东北大学。
学脉以学人得以传承。东北公学也好，东北大学也好，其创办者、领导者与骨干教师均以延安大学

的创办者、领导者与骨干教师为主体。因而，在本溪创建的东北公学与东北大学在事实上已经初步实现

了中共中央以延安大学为主体创办新型东北大学的决定精神，只是因为战争形势的变化，其创建的方式

才有所变化。当然，这还不够。于是，华北前往东北的道路一打通，中共中央便立即电令由延安大学主

体部分组成的迁校队伍继续由华北前往东北。因此，我们认为，中共东北大学的创建应追溯至１９４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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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份，中共中央决定以延安大学为主体创建新型东北大学之时，它的直接源头是延安大学。
（三）延安大学东迁队伍与东北大学的会合及东北大学的发展壮大

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及东北局发电指示：“东北需要干部正多，
并需要培养干部的教育机关正急，前决定开东北后又停张垣的党校及延大两学校仍即经赤峰开东北，何
时能赴程，望告。”［１１］这个电报指示明确表明，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在延安所做的将延安大学整建制迁

往东北，创建新型东北大学的决定。虽然此时东北大学已经成立，延安大学迁校队伍也与华北联大合

并，但正如中央指示电所指出的，“东北需要干部正多，并需要培养干部的教育机关正急”。更重要的是，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大学所实行的新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模式的探索实践已基本成熟，需要在新的战略

根据地———东北地区示范与推广。加之前往东北的道路已打通，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延安大学继续

前往东北地区，而且电文要求“何时能赴程，望告”，表达出明确的态度与急迫的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由张如心（队长），刘呈云（付［副］队

长）同志率近三百六十余名教职员工”［９］２（另一说，张如心、刘呈云带一百多人），从张家口出发，继续前

往东北。经赤峰、洮南、白城、齐齐哈尔，六七月间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哈尔滨，分别受到当时东北

局领导彭真、林彪、陈云和凯丰等的接见。同时，他们与东北大学驻哈尔滨办事处汇合，在哈尔滨还进行

了一个多月的招生。１９４６年８月底前，张如心等率领近２００名师生到达佳木斯，与舒群、张松如等先期

抵达佳木斯的东北大学师生胜利会师，完成了延安大学迁校队伍离开延安的最终目的，实现了中共中央

关于延安大学主体部分整建制迁往东北，创办“新型东北大学”战略决策的目标。
两支队伍会合后，学校迅速发展，“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东北人民的东北大学，在佳木斯市东北

电影院补行开学典礼。学校已正式上课两个多月，去哈尔滨市遣送日侨的学生回来了，在哈尔滨市演出

《白毛女》的文艺工作团也回来了。修建了校舍，充实了设备，规模日益扩大。新生先后报到已达六百余

人，教师增聘廿余”［９］８－９，不久学校招生达到一千余人。
原延安大学干部、教员，此时担任东北大学领导的主要有：第一副校长张如心（主持日常工作）、副校

长舒群，教育长张松如、秘书长兼校长办公室主任刘呈云，教务处处长兼社会科学院院长姜君辰，鲁迅文

艺学院院长萧军，副院长吕骥、张庚，教育学院院长张松如（兼），副院长吴伯箫、智建中，自然科学院院长

阎沛霖。另外，王曼硕、舒非、向隅等分别担任各系系主任，成为东北大学的主体力量。延安大学原来的

一批教师、学员，如张水华、马可、唐荣枚、王季愚、瞿维、寄明、沃渣、张望、刘炽、陈紫、戈扬等成为这一时

期东北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骨干。
此时东北大学的领导干部和教师，主要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先期到达东北的延安大学东

北文工团部分成员，一部分是原延大副校长张如心所带的从华北联大调出的延安大学的领导干部、学

者、专家（包括少量华北联大的人员），另一部分是东北地区知名的教授、学者。这三部分干部和教师形

成了一个新老干部结合、师资力量较雄厚、学术水平较高的阵容。而东北大学校、院、系主要干部均为原

延安大学干部、教师，相当一部分骨干教师也来源于延安大学。可以说东北大学的主体与核心其实已经

是原延安大学了，其思想、理念、方针、政策、教育内容、方式和体制机制也已全面移植于东北大学。而东

北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其在东北地区的带动与示范意义是不言而喻

的，对于东北地区各类人才的培养，伪满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以及大力兴办新型高等院校，支撑东北解

放区的巩固发展，支援全国解放战争都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后东北大学又接收合并了原沈阳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等院校，几经变迁，不断发展

壮大。“１９４８年７月，东北全境解放的前夕，东北大学迁往吉林，与中共吉林省委创办的吉林大学合并，
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仍称东北大学。任命张如心为校长，吕振羽、张德馨为副校长，何锡麟为教务长，张
松如、刘惠之为副教务长，刘呈云为副秘书长。校址在吉林市八百垄（即现在的东北电力大学校址）。学

校于十月一日正式开学。当时设二部，学校有助教以上的教师一百五十五人，行政干部一百二十三人。
佳木斯东大老生二百二十五人，吉林大学学生三百四十七人，原长春大学来的学生六百七十四人，国统

区来的学生三百七十人，共一千六百五十四人。”［２１］“１９４９年６月，又从吉林市迁入长春市，经教育部同

意把流亡平、津的原东北各大学的教职学员拨入学校，派智建中、周龙雏同志等为招聘组，从平、津、沪、
河南等地招聘付桐生等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又从老解放区派来老干部胡绍祖、陈元晖、孙亚明、丁克全教

授等来校工作，充实了各级领导力量。”［９］１５使东北大学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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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由于东北大学是在战争环境中办学，随着战局变化迁移变动比较多，曲晓范、石颖在《民国中共东北

大学筹建、成立、迁校时间考》一文中，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这里不作详述）。１９４９年７月东北大学定

址长春。１９５０年４月，根据东北人民政府的命令并经中央政府教育部同意，东北大学改名东北师范大

学，开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崭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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