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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各部各
期学员对在校时期学习与生活的回忆，他们
深情的回忆把我们带回那个艰苦而火热的
年代。 追忆艰苦而火热的年代

1951年夏天，原计划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
的我们，因中央民族学院的房子没有盖好，组织安排
我们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我们被编为四部民族班，后转为一部民族
班。我们住的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集体宿舍，睡
通铺木床，冬天木炭火盆取暖，一人发一个学习
板、小木凳子。小教室内有桌子板凳，听大课到
大席棚里，席棚既是大礼堂，又是大餐厅，没有
任何桌椅板凳，听报告自带小凳子和学习板。
教师、学生都在地上吃饭。生活很简朴，但很有
味道。

我们的班主任是赵光勇老师，进行一个月的
汉语速成学习后，我们很快就听懂了汉语讲课，
也看懂了报纸，也能简单地记日记、写学习心得，

这对我们来讲是巨大的进步。
初步过了文化关，就转入马克思、列

宁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学
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纲要”“无产阶级
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即“人民民
主专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
的主要方针政策”等。

在学习期间，我们听过校长刘端棻的
报告，教育长高云屏、四部主任刘若曾、
一部主任杨典和康主任等前辈的讲课。
我们年轻人跟着延安大学的老前辈，学
习了革命理论，懂得了革命道理，在民大
这个革命的熔炉里受到教育和锻炼，踏
上了革命的道路，并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
明大道。

值得一提的是，燕初彦和我于1953年3月在
民大一部结婚，我们的班主任赵光勇同志为我俩

操办婚事，一部康主任为我俩主持婚礼，父母般的
亲切关怀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怀念。

（来源：《情系锡伯》，吉庆著辽宁出版社，
2014年）

1949 年 9 月 5 日西宁解放后，
我随教育研究班一起到西北人民革
命大学学习，分在泾阳永乐店民大
一部。

西北民大是一所以政治思想教
育为主的短期干部培训学校，在教
学上采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上大课、小组讨论与自学相结合的
教学形式。

学校设有图书馆，设备虽然简
陋，但里面却藏有各种书籍。既有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有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甚至还有蒋介
石的《中国之命运》，开放借阅，让
学员自己鉴别。

民大的学习虽然很紧张，但生
活却十分愉快。学校设文工室，配
合每一阶段的学习为大家演出一
些很有教育意义的剧节目，比如

《自毛女》《刘胡兰》《血泪伉》等。
民大校部在通远坊，利用的是

一处教堂。一部和三部都在永乐
店，我们在开学时每人领了一个小
板凳和一块“学习板”，上课时坐在
小凳上，将木板平放在膝盖上，就
算有了全套的课桌凳。上课前每
人还发给个钢笔尖、一包蓝颜色和
几张贡川纸。笔杆自己磨，墨水自
己泡，本子自己钉。

民大的学员全部实行供给制
待遇，伙食由学校供应，每日三餐，
大多是小米稀饭加馒头，还有几个
素菜。吃饭没有饭桌，八个人围成
一圈蹲在地上吃。

到民大后，组织上指派我担任
学习组长，所以与教师接触的机会
就更多了，我深感民大的师生关系
是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
系，也是一种团结的、同志式的、新
型的师生关系。

习仲勋关心着学校的工作和学
员的学习，由于西北局的工作繁忙，
所以很少来校，参加过学校的开学
典礼和毕业典礼。李敷仁校长却经
常和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位平易近
人，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我们是 1950 年 8 月下旬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李
敷仁校长的一段讲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只要你能为人
民服务，肯为别人着想，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你温爱
的家园，都会有你的兄弟姊妹。如果你总想从别人身上
捞取好处，专为自己打算，即使留在自己家里，你的兄弟
姊妹也会厌恶你，你也不会有什么温暖和幸福。”

这段学习生活，过去已经整四十年，四十年前老
师在课堂上讲了些什么，我不一定都能记住，但是他
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作风，严肃认真、理论联系
实际的教风，以及民主争辩、服从真理、团结紧张、民
主平等的良好校风，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深
感民大良好的教风和校风，有时比课堂上的教育内
容更能收到教育的效果。

（来源：《西宁市城中区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年
10月，第1版）

1949 年 9 月 23 日宁夏解放。我是 1950 年 2 月到西北民大一
部报到的。

民大一部主任马晓云，组教科长杨典，讲课教师除杨典外，还有
张宣等。一部学员多数是教育工作者，所以被称为教育研究班。

一部有好几个班，上课时各班学员在一起听讲，采用上大课形
式。一般是上午听报告，下午讨论。学习内容很丰富，思想性很
强。我到民大学习只有半年时间，却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学
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懂得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
理。西北民大是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成立的。学员大
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存在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
有封建思想。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西北民大非常重视劳动教育。民大一部、三部的办公室、宿
含、教室，都是上一期学员动手修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
创造了人。”这是我在民大时第一次听到的。

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学员们忠诚老实地向组织交

代了个人的历史。学员到校时，都填了简历表、自传。学习将结
束时，学校忽然将这些材料当众焚烧，让学员重新填写。后来才
知道，初入校时，学员思想有顾虑，填写历史材料难免有不真实
之处，学校这样做，也是对党对人民的负责。

由于学校初建，设备简陋，没有饭厅，就择地而坐，露天而
食，宿舍打通铺，一个宿舍住 8 人。学生伙食办的不错，6 人一
席，有荤有素。学员每人发布制服一套；朴素大方。上课前唱革
命歌曲。礼拜六还看校文工室表演的节目。1950 年 8 月，结束
了紧张、活泼、愉快的学习生活。结业后回到银川，组织派我担
任教育厅科员、宁夏中学教导主任等职。

（来源：《宁夏文史》第15辑，1999年）

我是 7 月在表兄王云霞（华阴解放时的党代表）的指点下，到
西安报考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前身为延安大学）。8 月《群众日
报》登载了录取名单，我被录取。入学报到的日期记得是8月中下
旬。考试报到地点都在西北大学。入学后，把我分到三部二十五
班，住在西安东关一所私立中学。西安期间，9月21日在校部广场
参加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显著特点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
装人，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哺育人，以艰苦朴素的作风熏陶人，以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从思想感情上凝聚人。在课程设置上，主要
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学习过程中贯穿
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国内外的
历史实际与当前的形势、社会思想动态以及学员的思想实际，并结
合参加对比忆苦等活动进行具体而生动的思想教育。通过这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活动，学员们在改造思想提高认识上普遍有了一
个质的飞跃，初步确立了革命人生观，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
础。增强了革命自觉性，加强了组织纪律观念，基本上具备了一个
革命干部所应有的思想政治素质。“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团结互助、
艰苦朴素”十六字校风，即是民大精神的写实。

学校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泾阳永乐店，始终坚持发扬艰
苦、朴素、吃苦勤劳的校风。每到一地运输校具和物资，修建校园、
校舍、铺道路、建操场、筑围墙等等，都是动员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
自己动手搬运木料和砖瓦。刚迁到永乐店，我们三部同学就投入
了紧张的建校劳动。这里的校舍是个破烂的旧仓库。满院积水，
屋外长着一二尺高的杂草。面对这样的状况，三部主任刘若曾号
召大家“自己动手，四天建校任务要三天完成”，同学们劳动热情非
常高，大家一齐动手，清理积水、清除杂草、搬砖铺地、支床等，很快
就完成了1000多人的住宿。开辟了两个操场。打了两口井，解决
了饮水不足的问题。建校工作进行了 3 天，校园四周已改变了过
去荒芜的面貌，呈现出一片新景象。

学校的规模比较大，设备十分简陋，开始没有教室，上大课
都在露天，遇到雨天为了不误课，同学们坐在走廊下面听课。后
来修建了 3 个“大礼堂”，是用芦席盖成的，下雨时屋里下小雨，
外边下大雨，但同学们仍然坚持都在上课。上课没有课桌，每人
一个小木凳，一张2尺见方的木板（叫学习板），放在藤盖上记录
讲课的内容。吃饭也没有饭堂，晴天在大院子就地用餐，雨天把
饭菜抬到宿舍床铺中间，吃的主要是小米饭。尽管设备这样简
陋，条件这样艰苦，但并没有影响同学们的学习情绪，大家都是
那样的认真听讲、记笔记。几百人在一起上大课，仅能听到讲课
人的声音和大家记笔记的声音，那种严肃的气氛，认真学习的态
度和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时至今日我还记忆犹新。

学校的教育方针是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对学
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知识教育与爱国主义教
育，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
资产阶级思想中的落后成分，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建立革命的人
生观。按照这个方针课程设置有两门必修课；一门是历史唯物主义
——主要讲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世界，五种生产方
式，国家与政治，社会思想意识等。另一门是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主
要讲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新民主主
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再是结合当前形势与任务，讲述党的路线
和政策。教学方法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启发式教学。

记得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大多是学校的领导，有李敷仁校
长，刘端棻教育长，刘若曾部主任、王云风副主任，张宣、王林、余念等
教授。他们讲课重点突出，表达清晰，联系实际好，说服力强，深受同
学们的欢迎。特别是李敷仁校长给我们讲《论人民民主专政》时，讲
得非常生动，句句中肯，操着一口关中话，字正腔圆、吐字清楚，幽默
动听。李校长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
了，你们来民大学习，我表示欢迎！你们要勤奋学习，努力上进，接受
教育，学习理论，改造思想，一生一世都要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将革命

进行到底，到底就是到死。这是我对你们的厚望。”经过3个月的理论
学习，我和同学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了很大的转变。

1949年12月，我申请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了1950年
2 月，我参加了三部党总支在学生中开展培养人党积极分子的教
育活动，3月25日党总支正式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月末
参加了党总支举行的新党员人党仪式。经过数月紧张的学习，思
想认识提高了，革命知识增长了，身体强健了，入了团、入了党。

1950 年 3 月的毕业前夕，学校发起了爱校运动，利用课余时
间，除了为母校捐书外，自己动手在校内空地上修建了一个“新生
园”，一进园门就看见用红砖砌的一副对联：“革命读书圣地，光荣
幸福乐园”。园内有花草、假山、水池，还有可供休息的茅草亭，最
有意义的是中间挺立着一个纪念塔，塔身的每块砖上都有同学自
己亲手雕刻的姓名和题词，有的题词是：“革命熔炉”“革命大家庭”
等等。塔的正面镶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十个大字。

我的一生之所以能够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
民服务，溯本追源，是母校延安大学的哺育。“我们是民大炼成的
钢”。母校生活，念兹在兹，其情其景，总是历历在目。

（来源：《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远方出版社，2011年）

李敷仁(1899-1958)：陕西咸阳人。1946年9月，陕甘宁边区
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他改革教育，刻苦工作，受
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表扬。1949年，延安大学改名为西北人民
革命大学，迁入西安，李敷仁先任副校长，后任校长。

“我们要给自己念有用的书，给家庭做要紧的事，给社会做
有益的事”，这是李敷仁先生 1937 年为他家乡咸阳的北杜镇中
心小学所题写的“三给箴言”，也是他传奇人生的写照。

祖籍蒲城，家世悲惨，其父逃荒落籍咸阳

李敷仁（1899-1958），原名文会，字敷仁。李家祖籍蒲城县
三合乡李家村，祖父李荫农为养家糊口，在渭南县教学，留祖母
白氏一人在老家操持家务。光绪三年，关中闹饥荒，饿殍遍野，
东府川道山塬地带时常有野狼出没，荫农不慎被恶狼咬死。李
敷仁的父亲李祖培护送荫农先生的灵柩返回蒲城，谁知一进家
门，才发现白氏已经饿死了。当时李祖培才十二岁，埋葬父母
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后来，蒲城县衙开仓放赈，秀才可以领双份口粮。村里人
忙来告知祖培，说：“你爷是双粮，你爸也是的，你饿不死”。祖
培赶到赈济点，发现他家的粮食已经被人冒领了。无奈，他只
能一路西行，一直走到富平县城，饥饿难耐，头一沉就栽倒在北
城门洞下。幸得一位拉狗熊卖膏药的人看见，给喂了点馍，才
渐渐缓过气来，就跟卖膏药的来到咸阳县朱家村。

冬天下雪，祖培从井上担水回来，看见雪已经掩埋了小路，
就借了把扫帚，把井园子通往朱家村各户的路都扫开。这个不
经意的善行被村中德高望重的朱三老汉瞧见。第二年秋天，朱
三就托人设法将祖培介绍到北杜镇一家铺子学生意。从此，就
在咸阳北杜镇成家立业，还和朱三老汉结了一门朋亲。

得到杨虎城资助，赴日留学

李敷仁是李祖培和妻子杜氏的长子，六岁上私塾，1913年考
入咸阳县立高等小学，1916年投笔从戎，考入军事教育机构模范
营，在骑兵科学习。1922年考入西安第三中学，接触了《新青年》

《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进步书刊。由于他学习优异，交际广
泛，被选为学生代表，参与陕西省学生会工作，领导学生运动。

1930年 11月，杨虎城主政陕西，兴水利、办教育、资助有志
青年出国深造。1931 年 6 月，李敷仁得到杨虎城资助，赴日留
学。他由上海经横滨到东京，先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口语，后
在高等班学习日本历史。他深知留学机会来之不易，不仅按时
学完规定课程，还经常阅读白杨社、共生阁出版的马列著作和
进步书籍，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到街道、工厂、贫民窟走访调
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研究社会问题。

李敷仁得知九一八事变爆发，立即跑到中国留学中心神田
青年会，与中国留日学生商议，成立了“革命学生会”，他被选为
监察委员。革命学生会的同学们到中国驻日公使馆集会，要求
公使“断绝国交，下旗回国”。随后，革命学生会派他负责国内
西北地区宣传工作，他果断地放弃了上明治大学的计划，毅然
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心发奋努力，干上前去，在可能
的范围内，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尽我最大限度的力量”。

做人民喉舌，创办《老百姓报》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风潮迭起。1937年11月12日，在西安
师范任教的李敷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办起
了《老百姓报》，办报的100多元钱是两个新生儿满月的喜酒钱。

《老百姓报》是周报，先是八开两版，后扩为四开四版，内容
有评述、社评、一周战事、名人传略、防空防毒知识、读者来函
等。形式有政论、杂文和富有浓厚西北地域特色的快板、民谣、
数来宝、劝善调、秦腔唱词等，大量引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
歌、民谚、方言、土语，极具通俗化，受到识字不多的底层老百姓
的欢迎。《老百姓报》在没有代销处、发行网的情况下创刊三个
月，就行销陕西、山西、河南三省，销量达1500份。到1938年创
办一周年时，就行销国内 13 个省，订阅户过万，而且苏、英、法、
美、瑞典、匈牙利等国也有订户。

1940年4月17日，国民党当局以“登记手续不全”为由勒令
《老百姓报》停刊，该报共计出版113期，100多万份。

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幸免于难，奔赴延安

李敷仁的革命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极大仇恨。
1946 年 5 月 1 日，他在南院门省图书馆门前被特务绑架进一辆
黑色小卧车，双眼被毛巾捆扎着。车子一路向西安西北方向驶
去。几个小时后，他被特务拖出汽车，左右挟持着来到咸阳塬
陈老虎寨附近的一处土壕里。特务向他开了两枪，李敷仁应声
倒地，特务杀人后便扬长而去。

然而，李敷仁并没有死，原来特务第一枪子弹擦脑皮打到
壕壁上，又补射了第二枪，子弹从背部中央打入，穿过肺部停留
在喉部两动脉间，失血晕死而已。随后他被一位路过的农民发
现唤醒，闻讯而来的村民中有一位竟然是李敷仁的同学陈信，
招呼围观群众回村取来椽、木板、被子、枕头，绑了个担架，天快
黑的时候，将李敷仁护送到北杜镇家中。北杜镇的乡亲感念李
敷仁曾报道咸阳县灾情、揭发县长刘法钰贪污的恩情，主动站
岗放哨，掩护中共党组织将李敷仁转移到马栏解放区。

1946年7月，李敷仁奔赴延安。7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
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林伯渠、陆定一、徐特立、谢觉哉等千余
人参加了欢迎会，听赵伯平报告李敷仁脱险的详细经过。李敷仁
在会上讲：“……国民党特务给了我一颗子弹，并没有打死我，但他

们自己等于吞了一颗慢性炸弹，将来有一天要炸毁他们自己！”

带领延安大学师生转战陕甘晋宁，保存教育火种

1946 年 6 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开始进攻延安，同年 9 月，李
敷仁被任命为延安大学第四任校长。他刚一上任，就紧急召开
备战动员会，号召全体同学“个个变成能文能武的好英雄”“要
学习埋地雷、抬担架、看护伤病……要为战争服务”。增设爆炸
与救护常识课程，进行军事操练，对重要物资、图书能带走的带
走，带不走的就找安全地方掩埋。1947 年 3 月 14 日撤离延安
前，他召集全体师生作撤离动员讲话，他说：“我们天天喊着向
人民学习，今后我们就要到人民中间去，我们的大学就叫野战
大学，我们就要上新的一课了”。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敷仁带领延大师生转战陕、甘、宁、
晋，经历了严酷的战争和生与死的考验，保存边区教育的火种，谱
写了千里转战的教育史诗，创造了中外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

执掌西北民大，勘察校址，劳动建校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延安大学南迁到西安，改名西北人
民革命大学，李敷仁任副校长、校长。最初西北民大借用西安
西关南火巷附近的裕秦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和东北新村的一部
分房屋办学。随着一期招生工作的开展，到9月21日举行开学
典礼时，学生已达三千名左右。原有的场地已无法满足需要，
李敷仁亲自带队在西安周边勘察寻找合适的办学场所，最后选
定泾阳县永乐店和高陵县通远坊两处校址。之所以选定这两
处地方办学，一是由于交通相对便利，从西安到永乐店，有火车
可以直达；二是场地宽裕，有一定数量的房舍，永乐店校址原为
民国时期的棉花打包厂，虽然破败，但闲置有不少厂房和仓库，
通远坊校址原为清康熙年间建设的天主教堂，一度成为陕西天
主教中心，附设有主教府、神学院、学校等建筑。1949年10月，
西北民大校部、二部迁到通远坊，一部、三部迁到永乐店。

在迁校过程中，李敷仁校长号召劳动建校，全体师生步行
十里到三十里路，帮助学校装卸了六百张木板、十二个车皮的
校具。永乐店的校舍，五幢库房积满了水，木材和破烂机器丢
弃一地，屋外长满荒草。同学们在李校长的号召下，劳动热情
很高，抬木料，搬砖铺地，很快完成了可以住一千多人的宿舍改
造任务；找空地，除草平地，开辟操场；挖水井、开水池，解决生
活用水；种植花草树木，建了一百多丈的土围墙，改变学校周边
荒芜的面貌。据当时的《群众日报》报道，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在
李敷仁校长的带领下，通过劳动建校，为国家节省财富折合旧
币约五亿元以上。

李敷仁的传奇人生
（马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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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在民大
（民大一部民族班学员 吉庆 燕初彦）

回忆我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过回忆我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过回忆我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过
（民大一部学员 李有禄）



在 革 命 大 熔 炉 中
（民大三部学员 张静远）





国立西北大学贺词

三部同学参加集会活动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证书

西北民大教学计划

学员在学习讨论中

延大时期李敷仁校长在窑洞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