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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孕育了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史ꎮ 延安时期ꎬ 中国

共产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ꎬ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ꎮ 在

这一背景下ꎬ 一批党领导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获得了空前发展ꎬ 开启了我国独立自主探索新型高等

教育的历史进程ꎮ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运用于高等教育领域ꎬ 开展了包括政

治理论教育、 统一战线教育、 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在内的办学实践ꎬ 形成了系统开展马克

思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ꎮ 党在延安时期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经验ꎬ 为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ꎬ 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ꎬ 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和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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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孕育了党领导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史ꎮ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为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艰苦奋斗的重要历史时期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ꎮ 在此背景下ꎬ 党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运用于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ꎬ 开启

了我国独立自主探索发展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ꎮ 抗日军政大学、 陕北公学、 鲁迅艺术学院、 马

列学院、 中国女子大学、 自然科学院等一批高等院校建立并实现了蓬勃发展ꎮ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视阈中回顾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探索ꎬ 对于深化认识党领导下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ꎬ 不

断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坐标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初期就开始探索创办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教育机构ꎬ 党在中央苏区

创办的干部学校开创了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先河ꎬ 是我国新型高等教育的前身ꎮ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取得历史性成就、 实现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时期ꎬ 也是我国新型高等教育创立并实现蓬勃发

展的重要时期ꎮ 这一时期的新型高等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ꎬ 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

巨大贡献ꎬ 并在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 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ꎬ 为开创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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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１. 党办新型高等教育的探索时期

从建党初期到中央苏区时期ꎬ 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创办教育机构的初步探索期ꎮ 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ꎬ 作为 “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 宣传者和组织者”①ꎬ 党不断

探索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ꎬ 与为革命培养人才的干部教育相结合ꎮ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ꎬ 毛泽东、 何叔衡等人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ꎮ 此后ꎬ 党

陆续开办了上海平民女校、 安源党校、 北京党校等ꎬ 并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建立起各地的农民运动讲

习所ꎬ 在发动群众参与革命的同时教育和培养马克思主义者ꎮ
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ꎬ 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ꎬ 开辟出一条农村

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ꎬ 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苏维埃政府ꎬ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ꎮ
为保证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ꎬ 摆脱根据地文化落后的状态ꎬ １９３１ 年颁布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大纲» 规定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ꎮ 中央苏区时期ꎬ 党确立了 “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劳

苦民众、 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 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的文化教育总方针②ꎮ
为造就大批领导革命斗争的高级干部ꎬ 党在红军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抗日军政

大学的前身)ꎬ 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 (中央党校的前身)ꎬ 积累了自主创办干部

教育的历史经验ꎮ
从建党初期到中央苏区时期ꎬ 党在实践层面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ꎮ 这一时期学

校的办学成绩就是党从具体的革命环境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的成果ꎮ 然而ꎬ 党在幼年时期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还不够深入ꎬ １９３１ 年开始的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 倾教条

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ꎬ 最终导致第五次反 “围剿” 的失败ꎬ 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挫折ꎮ
１９３４ 年长征开始后ꎬ 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干部和学员组成了 “干部团”ꎬ 其他教育机构则由于没有稳

定的办学环境而未能继续开办ꎮ 总体上看ꎬ 党领导创办的干部教育在这一历史时期取得了重要进展ꎬ
构成了党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前身ꎮ 但由于此时创办的学校仍属于干部培训性质ꎬ 尚不具备新型高等

院校的属性ꎬ 加上党在中央苏区的政权存在时间较短ꎬ 在实行战略转移后被迫成为 “马背上的共和

国”ꎬ 客观上制约了这一阶段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ꎮ
２. 党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开端时期

延安时期是党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运用于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ꎬ 领导创办新型

高等教育的历史时期ꎮ 自遵义会议结束 “左” 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统治ꎬ 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ꎬ
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ꎬ 并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ꎮ
１９３８ 年ꎬ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 «论新阶段» 的报告中不指名地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错

误ꎬ 提出了 “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重要任务ꎬ 强调要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

化ꎬ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ꎬ 即是说ꎬ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③ꎮ “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 科学命题的提出以及面向全党的号召ꎬ 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识上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ꎮ 这一时期ꎬ 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ꎬ 将这片文化教育的荒漠改

造成为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阵地ꎮ
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和根据地建设需要ꎬ 毛泽东强调要 “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ꎬ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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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的抗日干部”①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ꎬ 党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实现了迅速发展ꎬ 相继成立了从中

国工农红军大学发展而来的抗日军政大学ꎬ 旨在 “实施国防教育ꎬ 培养抗战人才”② 的陕北公学ꎬ
旨在培养抗战文艺干部、 “结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鲁迅艺术学院ꎬ 旨在培养掌握马列

主义的党政干部、 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马列学院ꎬ 旨在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 做实际工作

的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ꎬ 以及之后合并的华北联合大学、 改组而成的自然科学院ꎬ 还有新设立

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行政学院、 八路军医科大学、 民族学院等ꎮ 这一时期ꎬ 党面向干部、 工人、
农民、 青年、 妇女等开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高等教育ꎬ 教学内容覆盖军事、 政治、 自然科学、
农业等各专业领域ꎮ 在探索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实践中ꎬ 开创了党组 (党团)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ꎬ 构建了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ꎬ 创立了教学与研究一体化的研究室制度ꎬ 形成了理论学

习与革命实践和生产劳动相结合ꎬ 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优良学风ꎬ 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

色的新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ꎮ
３. 党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发展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ꎬ 党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逐步

迈入正规化、 专业化、 体系化的发展轨道ꎮ 尽管此时 “左” 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已经式微ꎬ 正

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已经确立ꎬ 但是抗战初期对统一战线问题的右倾认识和 “左” 倾的政治路

线仍然阻碍着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ꎮ 如何彻底肃清 “左” 和右的主观主义错误ꎬ 进而真正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ꎬ 成为此时摆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ꎮ 为此ꎬ 全党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ꎬ
以更好地认识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ꎬ 识别 “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ꎬ 批判 “假马克思主义”③ꎮ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ꎬ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ꎬ 党中央颁布了 «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规定»ꎬ 要求纠正高校

在 “正规化” 办学的初期探索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ꎬ 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

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ꎬ 并提出一系列正规化的办学举措④ꎮ 这一时期ꎬ “为了精简机构ꎬ 以及在

延安办一所正规大学ꎬ 使高等教育正规化ꎬ 积累高等教育的经验”⑤ꎬ 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⑥ꎬ
设有三个学院和两个专修科系ꎬ 建立起正规学制ꎬ 向综合性的新型高校方向发展ꎮ

１９４４ 年ꎬ 抗战形势发生重大积极变化ꎬ «解放日报» 于 ４ 月发表社论ꎬ 号召教育工作者从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ꎬ 制定一套新制度、 新课程、 新办法ꎬ 经过两次合并后的延安大学组建起来ꎬ
被吴玉章称作 “中国共产党革命教育史上第一所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⑦ꎮ １９４５ 年抗战胜利后ꎬ 华

北联大在张家口恢复和扩大ꎬ 逐步实现了正规化办学ꎮ 在华北联大的基础上ꎬ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合并成立

的华北大学直接成为新中国红色高等院校的摇篮⑧ꎮ 这一时期的新型高等院校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ꎬ 建立起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较为完善的政治理论课程和教学体系ꎬ 并

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穿于办学治校全过程ꎬ 极大地推动了党办新型高

等教育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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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安时期新型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践

延安时期ꎬ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运用于高等教育领域ꎬ 开展了包括政治

理论教育、 统一战线教育、 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在内的办学实践ꎮ 这一时期的新型高等院

校办学实践积累了开展系统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丰富历史经验ꎬ 并在办学实践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ꎮ
１.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教育

延安时期ꎬ 大批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奔赴延安求学ꎬ 鉴于这些学员的背景、
职业和文化程度不同ꎬ 革命觉悟水平参差不齐ꎬ 党办高等院校将转变学员的思想认识作为首要任务ꎬ
通过开展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ꎬ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学员的观念ꎬ 用共产主义思想培育学员的理

想信念ꎮ 陕北公学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ꎬ 实行 “七分政治ꎬ 三分军事” 的教学安排ꎬ 在普通班开

设 “社会科学概论” 等课程ꎬ 使许多学员 “第一次听到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ꎬ 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

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道理ꎬ 认识到中国革命青年的使命不仅要求得民族解放ꎬ 而且要求

得社会解放ꎬ 要在全世界消灭一切剥削制度”ꎻ 在高级班开设了 “中国革命运动史” “马列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等范围更广、 内容更深的课程ꎬ 使学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ꎬ 树立起革命

的人生观①ꎮ
领导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ꎬ 需要有革命的理论ꎮ 作为 “我们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

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ꎬ 马列学院开设了 “政治经济学” “哲学” “马列主义基本问题” “党的建设”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西洋革命史” 等课程ꎬ 并在教学和研究中重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同志的报告和著作ꎮ 同时ꎬ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刘少奇、 陈云等中央领导和校长张闻天也经

常为学员授课或作专题讲演ꎬ 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陈云的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都

是在马列学院所作报告的内容②ꎮ 通过学习和研究ꎬ 学员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ꎬ 对于中国

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了深入了解ꎬ 加强了自身的党性锻炼和修养ꎮ
华北联大一贯重视在全校开设政治理论课教育ꎬ 由校部直属的政治研究室承担ꎬ 课程包括 “社

会发展史 (马列主义原理) ” “政治经济学” “哲学” 等ꎬ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学员的头脑ꎬ “给
学生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观念ꎬ 树立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信心ꎬ 懂得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ꎬ
并通过革命历史ꎬ 了解只有共产党的领导ꎬ 才能创立新中国”③ꎮ 延安大学也高度重视政治理论课的

教学ꎬ 最初开设的 “中国革命问题” “革命文选” “时事教育” 等课程占用的时间一度高达全部学习

时间的 ２ / ３④ꎮ 毛泽东非常关心延安大学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ꎬ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明确提出政治理论课的

教学内容要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ꎬ 包括自然发展史、 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及思想问题

三个部分ꎬ 为在高等院校普遍推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指明了方向⑤ꎬ 有力地推动了高等院

校培养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先锋的实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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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ꎬ 认识

到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 “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ꎬ 组织革命

的统一战线”①ꎮ 延安时期ꎬ 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阶段ꎬ 党中央发布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ꎬ 提出

“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②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如何团结和教育从各地奔赴

延安的进步学生ꎬ 在干部和群众中实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ꎬ 就成为延安时期党在高等院校中开展马

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ꎮ
在对革命形势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ꎬ 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ꎬ 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ꎬ 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争取全民族解放奠定基础ꎮ 陕北公学就是一所典型

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ꎬ 毛泽东每次到校讲演都会涉及统一战线的内容ꎬ 学校开设了由邵式平、
何干之讲授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课程ꎬ 内容包括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 统一战线

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 又斗争又团结、 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

的关系等ꎮ 学员通过在这里的学习坚定了抗战的必胜信念ꎬ 领悟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以及巩固

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方法ꎬ 培养了民主精神与习惯ꎬ 树立了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决心ꎮ 毛泽东对此

给予高度评价: “陕公代表着全中国的统一战线ꎬ 是中国进步的一幅缩图ꎮ”③

为了在办学过程中贯彻统一战线的原则ꎬ 陕北公学广泛吸收不同民族、 不同阶层、 不同党派信

仰的爱国青年ꎬ 以马列主义教育和革命教育引导他们成为 “自觉的革命战士”④ꎮ 其中ꎬ 来自国统区

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大、 中学生是党团结和统战的重要力量ꎬ 由于国民党想方设法截留和阻拦前

往延安求学的青年ꎬ 党中央决定在关中地区创办陕北公学分校ꎬ 以便更顺利地接纳来自国统区的优

秀爱国青年ꎮ 同时ꎬ 陕北公学呼吁男女平等ꎬ 重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ꎮ 由于女性受到旧社会的压

迫更为沉重ꎬ 对革命的期望也更加迫切ꎬ 学校专门设立了女生队ꎬ 教授同样的课程ꎬ 同时鼓励妇女

参加革命文艺作品的创作与表演ꎬ 造就了具有共产主义信仰、 革命理想主义情怀和乐观主义精神的

妇女群体ꎬ 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３.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教育

通过整风运动ꎬ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得到确立ꎮ 思想路线展开的过程ꎬ 是马克思

主义接续转化为现实的过程ꎬ 通过不断解决新矛盾、 实现新发展、 总结新经验ꎬ 形成具有民族特色

和时代特点的理论形态ꎮ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 抗日军政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讲演内容基础上撰写的

«实践论» 和 «矛盾论»ꎬ 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诸多重要著作都贯穿了这一重要思想ꎮ
延安时期的党办新型高等院校确立起学用一致、 学以致用的办学导向ꎬ 纠正了过去教学中存在

的一些不注重实质而注重形式、 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做法ꎬ 以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弊病ꎬ
让学生领会马列主义实质ꎮ 以 “学生的是否真正领会 (理解、 认识、 懂得)ꎬ 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

用为标准ꎮ 这里所说的应用ꎬ 是指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ꎬ 去总

结中国革命的经验”⑤ꎮ 毛泽东曾针对一些高校教学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提出尖锐的批

评ꎬ 强调教育必须注重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ꎬ 坚持哲学应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ꎬ 经济学要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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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的特点ꎬ 政治学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ꎬ 军事学要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①ꎮ
在抗日军政大学ꎬ 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是理论与实际的一致ꎬ “教者所教的不限于空泛的理论

与死的课本ꎬ 而在谋与当前事实联系引证运用起来”②ꎮ 在陕北公学ꎬ 毛泽东曾对毕业同学临别赠

言ꎬ “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ꎬ 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ꎬ 一种方向”③ꎬ
这种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ꎬ 贯彻在教学中则体现为强调管理严格、 提倡学风宽松ꎬ 强调民

主团结、 鼓励教学相长ꎬ 强调主体意识、 实现以人为本ꎮ 在延安大学的行政学院ꎬ 首要的教学原则

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ꎬ 即实施革命政策教育ꎬ 实施边区建设各方面业务知识和工作方法的教育ꎬ 并

把这种教育和边区实际工作经验总结相结合ꎮ 自然科学院也根据学校的统一精神ꎬ 在教学方法上作

出符合自然科学特点的具体规定ꎬ 即理论课采取讲授形式ꎬ 以便系统地启发讨论ꎬ 业务课教学则要

联系边区的生产实际以及近期的发展ꎬ 到实验室和工厂实习ꎬ 以便养成 “自己动手” 的能力ꎮ
４.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教育

延安时期ꎬ 毛泽东从理论上概括了党的群众路线ꎬ 并提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党的出发

点ꎮ 党办新型高等院校始终坚持为人民办教育ꎬ 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和提升科学文化水平ꎬ
延安的知识青年、 学生青年、 工人青年、 农民青年与工农群众广泛地团结在一起ꎮ

延安时期的新型高等院校充分吸纳社会各界人士ꎬ 陕北公学最初招收的一批学员 “来自全国二

十五个省 (内台湾青年一人) 和平、 津、 京、 沪四市”ꎬ 以及从南洋、 越南、 朝鲜等地归国的爱国

华侨青年④ꎮ 高校的招生工作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以及各地党组织、 爱国群体、 知名人士的支持ꎮ
毛泽东等曾为陕北公学的招生致电在南方工作的党内领导人ꎬ “凡纯洁、 坚决、 吃苦耐劳者不拘年

龄、 性别、 职业、 学历均可北来入学”ꎬ 各地党组织与八路军办事处也积极配合陕北公学等学校的

招生工作ꎬ 郭沫若、 沈钧儒、 李公朴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也推荐了很多学生⑤ꎮ 这一时期ꎬ 广大知

识青年和革命进步群众在延安高等院校中接受教育ꎬ 陕北大地一时间 “云集天下英雄豪杰”ꎬ 巩固

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政权ꎮ
同时ꎬ 党在这一时期鼓励学生以革命理论武装根据地群众ꎬ 组织开展民众运动ꎮ 毛泽东强调ꎬ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就在于 “唤起民众”ꎬ “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ꎬ
才能战胜帝国主义ꎬ 才能战胜封建主义”⑥ꎮ 陕北公学开设的 “民众运动” 主要讲授群众运动知识ꎬ
包括怎样动员和组织群众、 建立政权、 建立武装以及各项政策、 法令等内容ꎬ 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李维汉回忆说ꎬ 从抗战开始到 １９４０ 年底是军队和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ꎬ “那时我们派些干部

深入敌后ꎬ 几个月、 半年、 一年ꎬ 就能拉起一支队伍ꎬ 建立根据地ꎮ 这里就有我们陕公的功劳ꎬ 有

我们民众运动课程的功劳”⑦ꎮ 通过群众路线教育ꎬ 学员掌握了动员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ꎬ 并通过向

群众宣传战争形势和党的政策ꎬ 激发起根据地群众的革命热情ꎬ 组织各界群众建立起 “抗敌后援

会” 等群众组织ꎬ 鼓励民众行使民主权利ꎬ 投身抗日救国运动ꎬ 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后

备军ꎮ

５２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探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选集» 第 ３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７９８ 页ꎮ
舒湮: «边区实录»ꎬ 上海、 香港: 国际书店ꎬ １９４１ 年ꎬ 第 ３０ 页ꎮ
«毛泽东文集» 第 ２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１０８ 页ꎮ
成仿吾: «战火中的大学: 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１４ 页ꎮ
«延安大学史»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４９－５０ 页ꎮ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 » 第 １６ 册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２８４ 页ꎮ
参见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 (上)ꎬ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３０９ 页ꎮ



三、 延安时期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成就

延安时期ꎬ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ꎬ 党领导

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ꎬ 培养造就了一支信仰坚定的革命先锋队ꎬ 为争取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ꎬ 为当代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ꎬ 为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高

等教育发展道路积累了重要经验ꎮ
１.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培养革命先锋

延安时期ꎬ 党领导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着力培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革命斗争的先锋队ꎬ 以及

根据地各方面事业的组织者和建设者ꎬ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下进行不懈的实践和探

索ꎮ 在抗日救国的时代背景下ꎬ 为挽救民族危亡ꎬ 为使人民从根本上获得解放ꎬ 亟须增加抗战力量ꎬ
以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ꎮ 毛泽东指出要让抗战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向ꎬ 提出 “伟大的抗战

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①ꎮ 例如为抗日战争而设立的陕北公学ꎬ 教育内容主要围绕

革命形势和军事斗争展开ꎬ 当前线特别需要组织民众运动的干部时ꎬ 学校就加强民众运动课程的分

量ꎻ 国民党搞反共摩擦ꎬ 统一战线的课程内容也作相应变化②ꎮ 同时ꎬ 在教学中重视军事教育ꎬ 由

经验丰富的红军指战员担任游击战争课程的主讲教员ꎬ 配合以实战演习ꎬ 增强了学员的战斗能力和

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能力ꎮ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兴办教育与培养人才是延安时期新型高等教育形

成的宝贵经验ꎬ 这也是毛泽东提出 “中国不会亡ꎬ 因为有陕公” 的重要原因ꎮ 此外ꎬ 被誉为 “革命

熔炉” 的抗日军政大学也是因其 “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而闻名③ꎮ 迁址和扩招后的华

北联大作为 “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ꎬ 被誉为 “英雄的事业ꎬ 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

剑”④ꎮ 延安时期ꎬ 党办新型高等教育培养出大批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胸怀坦白而不谋私利、
为着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革命先锋队ꎬ 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２. 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延安时期ꎬ 党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革命ꎬ 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实践经验总结和提炼ꎬ 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大众传播进行了艰辛探索ꎬ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ꎮ
延安时期ꎬ 党领导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前进ꎮ 党认识到

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ꎬ 但是还很不普遍ꎬ 很不深入”⑤ꎬ 必须加紧理

论学习和研究ꎮ 为了正确运用理论指导革命实践ꎬ 从党中央到各高校都自觉加强理论学习ꎬ 毛泽东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号召全党同志有组织地学习ꎬ 各级政府、 各个民众团体和学校都要

建立起学习制度ꎬ 从而 “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⑥ꎬ 党办新型高等院校因此成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阵地ꎬ 为加快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平

台ꎮ 整风运动开始后ꎬ 根据地的高校逐步确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ꎬ 培育起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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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ꎬ 使高校师生普遍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能

力ꎬ 培养了大批研究、 践行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锋ꎮ 他们中大多成为党在各个战线上的骨干

力量ꎬ 有的人奔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线ꎬ 在浴血奋战中推动革命事业发展ꎻ 有的人前往各根据

地和解放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ꎬ 培养新的干部ꎬ 将共产主义和革命进步思想传播出去ꎬ 推动基层群

众的思想解放ꎻ 还有的人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ꎬ 在对中国现实的回应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发展与创新ꎮ
３. 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和人才队伍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旧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的ꎬ 是不能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

要的ꎮ”① 延安时期ꎬ 我们党在学校的办学理念、 制度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极富

开创性的历史探索ꎬ 为新中国高等院校办学理念和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完善

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一是探索开创了新型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ꎮ 陕北公学首次实行党组 (党团) 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ꎬ 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校长负责的有机结合ꎮ 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了党对高校的领导作

用ꎬ 确保我国高等教育始终沿着正确办学方向前进ꎬ 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的根本领导制度的实践源头ꎮ
二是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ꎮ 这一时期的高校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师生的头脑ꎬ
开设了系统化的政治理论课ꎬ 为高校学生转变思想观念、 塑造理想信念、 提升理论水平、 增强综合

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三是探索实行了研究室制度ꎮ 通过研究室 (即后来的教研室) 的设立ꎬ 这一

时期的高校促进了教学与研究的一体化发展ꎬ 加快了优质师资队伍的培养ꎬ 在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

促进了科研水平提升ꎬ 为新中国高等院校普遍实行的教研室制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ꎮ 延安时期

新型高等院校的教育探索在制度建设方面开了先河ꎬ 深刻影响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ꎬ 有力

保障了新型高等教育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不断前进ꎮ
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ꎬ 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ꎬ 这就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必须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ꎬ 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 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

制度ꎮ 延安时期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牢牢坚持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ꎬ
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ꎬ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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