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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垂世丹心昭日》

前言

　　良师益友 垂范足式　　刘丹同志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但我觉得他仿佛仍在我们中间。他的音容
笑貌，他在浙江大学38个春秋留下的业绩，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值得
我们永远纪念，并将鼓舞我们为办好浙江大学、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进行不懈努力。
　　还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听到有关“刘校长”的许多传闻。诸如他早年革命经历，新四军时期的戎
马生涯，上海军管会担负的重要职责，以及如何受党派遣接管浙江大学⋯⋯踏勘和选定老和山下新校
址，精心规划浙江大学蓝图，领导设计和布局校园环境，三顾茅庐礼聘专家教授，创导继承和发扬求
是校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力主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等等，使我等青年学生肃然起敬。　　我
有机会直接接触刘丹同志是在1979年以后。经学校和中国科学院的选拔和推荐，徐亚伯、包正康和我
三人被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授予研究奖学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批接受该研究奖学金的新
中国科技工作者赴德从事研修。行前，刘丹同志特地邀请我们三人到他家中做客。他亲自为我们沏茶
，热情鼓励我们到了国外，要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为国家和学校争光。叮咛我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
的重托，学成回国，为国家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多作贡献；还亲切地询问了我们三人的身体、行装准备
和家庭安排，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都体会到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我们都把老校长的嘱
托牢记在心，先后学成回国，在各自的领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奉献。　　在
国外进修期间，我们仍不时受到刘丹校长的关怀和鼓励。我记得当我在国外研究工作取得成果，大使
馆把情况报回国内后，立即收到了刘校长委托当时的党委常委、教务处处长缪进鸿同志发来的贺信。
他随即在国内组织了研究小组，开始为我回国后继续开展工作准备条件。当我取得博士学位时，刘校
长亲自发电致贺，使我在国外激动不已。感到我虽然身在国外，仍和祖国的“四化”事业息息相关，
和党和人民脉脉相通。当夜我难以入眠，写下了诗句：“莫道在德是孤雁，背后自有十亿人，振兴中
华需科技，长征接力莫等闲。”用此抒发了自己的情感。　　1981年秋我学成回国，刘校长已逾古稀
之年。他亲自召开座谈会，听取留学人员对学校建设和改革的建议和意见，他用自己的言行生动体现
了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依靠、教育和期望。　　1978年他出任浙江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持省人大科教委员会的工作，并被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春
天，侯虞钧先生、陈运铣先生和我，1984年以后还有韩祯祥校长一起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在全国人大
会议期间，我进一步亲身感受到刘丹同志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感人精神。　　1982年春
天，他和南京大学匡亚明名誉校长、天津大学李曙森名誉校长、大连理工大学屈伯川名誉校长，根据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本着四位长期从事高教事业的老共产党员、老教育家的责任感和对
党的教育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致函邓小平同志，建议从第七个五年计划起，重点投资建设50所左右
重点高校，使之成为教育科研两个中心，成为高级人才立足于国内培养的主要基地，成为为我国“四
化”建设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重要力量。这一建议受到了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重视，邓小平同志
还专门作了重要指示。　　1983年，他虽然从学校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担任了学校名誉校长，
但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刘丹同志又发起了61名人大代表就此提出的正式议案。我记得当时苏步青、
铁瑛、李丰平、陈安羽、薛驹等党政领导和著名学者都在议案上签了名。后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作
出决定在“七五”计划期间先建设五所重点高校，开始了这项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工程。虽然浙江大学
没有被列入第一批重点高校建设的名单，刘丹同志仍然非常高兴。他本就是出自国家利益和长远目标
考虑这件事的。　　作为省人大副主任兼科教委员会主任的他，也为浙江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
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多次亲自带领省人大机关人员到各地调查研究。每到一地，他不
仅耐心听取地方和教育部门领导同志的汇报，亲自召开教师座谈会，还深入乡村中小学察看。每到一
处，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向地县各级领导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宣传教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宣传“教育为本”的思想。这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办学的积极性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自觉
性。在他的主持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历史和兄弟省的经验和国外的有益经验，根据我
国和我省的实际情况，起草制定了我省一批教育行政法规。刘丹同志还就我省教育发展战略、教育层
次结构、教育资金筹措、教师培养提高和待遇等有关重大问题做了大量调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他对浙江的教育事业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刘丹同志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革
命斗争经验，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工作中具有远见卓识。　　他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并以此教育和引导干部。　　我走上学校领导岗位以后，感到领导一个万人的大
学不好把握，常常向他请教。他热情地鼓励我说，他当时到浙江大学负起领导责任时也只有4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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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垂世丹心昭日》

何况你有教育科研的实践经验。他还说，浙江大学是一所万人规模的重点大学，承担着国家“四化”
建设高级专门人才和接班人的培养任务，担子确实很重，根本问题是要把握好正确的办学方向，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按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指示，依靠党组织，依靠广大师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同心同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懈努力，把浙江大学办成全国第一流的社会主义理工科
大学。　　他还说，要做到工作中减少失误，除加强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外，根本的一条是要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他劝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学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书赠“实事求是”
条幅于我。回忆起来，这的确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身体力行的经验和体会，也是教育我们青年一代要
自觉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起来的我党的优良传统和坚持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殷切期望。　
　刘丹同志在学校建设中一贯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
坚持又红又专的方针。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他和当时先后兼任我校校长的周荣鑫同志、陈伟
达同志一样，亲自兼任马列教研室主任，抓政治思想理论教育。在他的主持下，60年代初还在校内开
办了马列主义夜校，教育师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并同时使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他还积极支持和倡导在我校研究生
中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引导青年学生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他一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
学风，积极引导师生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注重实践环节，亲自动手抓实习教学和毕业设计。每年
春夏，他总要抽出时间深入工厂，了解同学实习和设计的情况，帮助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还
满腔热情地支持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并指出要注意符合教育规律，全面达到教学要求。　　在他的
积极推动和组织下，我校早在1958年就办起了机械工厂，通过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三结合，自
力更生地设计制造了一批高精密度机床，其中光学坐标镗床还出国进行了展览。由于思想方法比较符
合科学规律，注重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因此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为
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引导青年学生了解国情，联系实际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试点实施
“311联合培养”，组织青年教师下工厂到农村参加工作锻炼等，总是得到他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他对
我说：“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工农群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是我们
依靠的阶级基础。因此，凡是有利于引导青年学生走联系实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方向总是正
确的，但也要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防止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注意教学计划的总
体安排，注意度量的把握，注意实际效果，并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　　刘丹同志的后半
生是和党的教育事业、和浙江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深刻理解、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坚
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深入实际，严谨踏实，精益求精，为追求和实现共产主义理
想百折不挠；他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干部严格要求，热情关怀，知人善任；他的理想
、精神和襟怀闪烁着无产阶级革命老战士、无产阶级教育家的光辉；他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把
教育事业看成党和国家“四化”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大计”孜孜不
倦，持之以恒，直到他病重垂危还念念不忘浙江大学的改革和建设。　　刘丹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他确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尊敬和学习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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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垂世丹心昭日》

内容概要

《风范垂世丹心昭日》主要内容：刘丹同志长期担任浙江大学主要领导职务，是社会主义新浙江大学
的重要奠基人，为浙江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深受浙江大学师
生员工的敬仰和爱戴。2009年是刘丹同志诞辰100周年，为了缅怀他对浙江大学发展所作出的卓越业绩
，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精神风范，进一步激励全校师生员工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学校决
定，在刘丹同志百年诞辰之际，举行纪念活动，编辑出版《风范垂世丹心昭日——浙江大学名誉校长
刘丹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并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图书馆竖立刘丹同志纪念塑像。
为了编好《纪念文集》，学校于2008年2月21日组成了由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主任，有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宣传部、档案馆、出版社、图书馆、离退休工作处等部门有关同志为成员的编委会。
同时，学校召集了与刘丹同志生前共事或在刘丹同志领导下工作、任教的部分老同志、老教授，举行
座谈会，讨论《纪念文集》的编撰工作并得到他们积极的参与、支持。另外，根据《纪念文集》总体
编辑思路和组稿计划，向有关单位和有关同志发出了约稿函。很多同志怀着对刘丹同志崇敬的心情，
积极撰稿，热情地抒发久存内心的深切忆念。《纪念文集》还收辑了1991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海岱杰望》一书中怀念刘丹同志的部分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追念刘丹同志强烈的事业心、丰
富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纪念文集》还充分利用浙江大学档案馆的馆藏，选辑了1952年
至1989年有关报刊刊登刘丹同志的各类文章以及尚未发表的诗作，选辑了刘丹同志生前在学校教学、
科研、管理和社会活动中以及家庭生活中留下的影像，展示刘丹同志有创见的办学思想和他伟岸的身
影、卓然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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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垂世丹心昭日》

书籍目录

刘丹同志生平序　良师益友垂范足式在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永远的怀念　
和刘大哥相处的日子里　怀念刘丹同志早期革命生涯　阜宁人民的好县长　刘丹，真正的共产党人　
忆老友刘丹同志　悼念刘丹同志逝世一周年　丹，含笑安息吧　思念大哥刘丹　我心中的父亲　善筹
善划功在黉门——忆刘哥同志二三事　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　睿智严厉的领导长者亲和真诚的良
师益友　刘丹同志关心义务教育纪事　怀念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刘丹同志　重视基础教育工作的典
范——从浙江大学附属中学的发展缅怀刘丹同志　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　英名与浙大同在功绩长留求
是园　学习刘丹同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我所认识的刘丹同志　深切缅怀刘丹老校长　追忆刘丹校长
的二三事　深切缅怀刘丹同志　忆刘丹同志二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事求是身
体力行——再忆刘丹同志　一片忠心为教育——忆刘丹校长　忆刘丹同志　忆刘校长二三事　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我心目中的刘丹校长　20世纪50年代旧事钩沉　忠诚教育事业的老干部　怀崇敬心情
忆刘丹业绩　刘校长重视基础教学　刘丹老校长情系数学系　永久的怀念　求是创新永放光芒　斯人
已去风范长存　浅谈刘丹校长对浙江大学的历史贡献　深切的怀念　言传身教严于律己　⋯⋯珍贵的
文翰诗词对联遗墨刘丹同志悼词刘丹同志生平年表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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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垂世丹心昭日》

章节摘录

　　阜宁人民的好县长　　1989年9月5日，我们尊敬的刘丹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几乎无法
相信。就在1988年我们还一起合影，没想到您竞这样猝然离去了。但这毕竟是事实，您匆匆地走了，
我为失去一位良师而无限悲痛。　　您离开我们已有两年了，但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事
迹，我还历历在目；您的亲切教导还不断在我的耳边回荡；您的音容笑貌，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　　我跟随您的时间虽不长，但留下的却是终生难忘的记忆。1942年，您从盐阜行署调到阜宁县担
任县长，几乎同时，我也由盐阜行署警卫排调出，跟随您当了警卫员。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
中，正是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的时候，我们家乡阜宁除了要遭受日寇烧、杀、抢“三光”政策的迫
害以外，国民党顽固派也趁火打劫，强拉壮丁、打家劫舍、四乡骚扰，家乡的人民完全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当时我虽然只有15岁，但为了抗击日寇，剪除顽匪，我毅然离开家庭，投身革命，参加了新四
军。　　1942年，阜宁全县除部分区乡是革命根据地以外，有些城镇还是敌占区，群众生活谈不上什
么安宁。根据地县里的工作很忙，一面要打鬼子，一面要反摩擦，还要组织乡村群众进行农贸生产，
发动人民群众抗日反顽，减租减息。人民群众的负担很重，生活很苦。全县方圆百十里地，东边靠鬼
子据点，南边有顽固派韩德勤散兵游勇，但群众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生产还是井然有序，军民之
间关系非常密切。用当时群众赞扬抗日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鱼水感情的话来说是：党和人民子弟兵真
像活蹦活跳的“金色鲤鱼”，他们那么正直，不断将那些残渣余孽、地痞流氓扫荡干净，保护我们河
水的洁净。而这河水又能维护鱼的结实和健康。鱼靠水养，水靠鱼净。正是这样，根据地和游击区才
成为克敌制胜的牢固基础。　　当时，苏北农村人民生活主食为大麦和山芋，比较好的是小麦。刘丹
县长带头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一天三顿，两稀一干，有时偶然吃顿面条，来客才炒几个鸡蛋。我们
政府大小干部日常生活与人民群众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刘丹县长的日常办公地点就是农民居房，
办公就在小饭桌上，坐的是四条腿的长板凳，睡的是两块旧门板搭成的硬铺，门板上放些麦秸秆，再
加上一条麻袋，就算是一张床。生活在这样一个天地里，他吃的是素菜杂粮，睡的是草铺板床，体质
却非常强壮，因为心中有人民群众给他强身益寿的“营养”。我们县长这条“金色鲤鱼”就是与人民
群众融为一体，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他每年都坚持和群众一起割麦，经常帮房东挑水浇菜，驻地群
众反映这位刘丹县长：身材魁梧、知识渊博、说话动听、光明磊落，废寝忘食、起早摸黑地为我们谋
幸福。这真是我们阜宁县人民修来的好福气。　　那时县长很少在家办公，多半时间到基层接触人民
群众，到老百姓家里调查，到现场去帮助群众解决疾苦。一次，我们从驻地五区去阜宁一区，那天起
得很早，步行20多里路，8点多钟抵达阜宁城区公所，找区长了解情况。我们进入区公所大门，找不到
一个人，后在大院内找到我们区长，已被顽匪枪杀，倒在血泊之中，胸中顽匪四弹而亡。面对复杂危
险的环境，当时刘丹县长带我们一行4人，一面走访群众，了解区长受害情况，一方面找区公所干部
，动员群众转移。安顿好受害人后事后，刘丹同志自己继续向前走，深入到沿海地区进行调查，并号
召区乡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反顽缉匪、减租减息斗争和发展生产等活动。后来，鬼子向盐城
发动扫荡，侵占了我们阜宁的一些城乡，刘丹县长亲自率领政府干部及地方武装，坚持在乡村、城郊
与敌人开展游击战争。一天，日寇骑着洋马，带着小股伪军，从阜城向西到我们县及武装活动的地区
进行扫荡。这时，我们县长不慌不忙，一面指挥大队武装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往战壕的北面运动。群
众知道刘丹县长要和人民群众一起打“麻雀战”，更加斗志昂扬。县长看到这么多群众掩护他的行动
，则更信心百倍，指挥着这场人民大众的“麻雀战争”。一次，当我们走出村头，见鬼子骑的马扬蹄
飞奔追逐人群，扇起来的尘土直向我们埋伏的方向扑来，当时我们俩还看到日寇手舞马刀，哇哇乱叫
。疏散的群众这时有点紧张，而我们县长仍坚定沉着，因为日寇虽虚张声势，鬼喊鬼叫，其实并未找
到我们的目标，而我们和厂大群众一起隐蔽在敌人左侧的一条很长的战壕里。当时我们虽只两个人，
但身上还背着三支长短枪，穿着便衣。心想，即使被日寇发现了，我们也能顶住一阵。用县长的话说
，这么多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都不怕日寇，何况又有长短武器，怎么能怕人地生疏的鬼子呢？军民联合
的这种“麻雀战”，与敌人迂回周旋了两个多小时。傍晚，日本鬼子怕夜战，见太阳西下，不得不胆
战心惊地扑空而回，龟缩到阜城据点去过夜。我们与田野里的群众走出战壕，回到单家港与群众一起
晚餐，喝棒子粥，吃山芋萝卜干，人人都称这是一顿美餐。因为这顿晚餐是老大妈现烧的，山芋萝卜
干能充饥，棒子粥喝起来又滑又溜又解渴。这样的美餐不光是群众爱吃，我们的县长也爱吃。由于刘
丹县长等政府领导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单家港一带农民都不约而同地聚集
到县长驻地，慰问县长。我们县长见到这个热气腾腾的场面，非常感动。这里有大爷、大妈，有哥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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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还有不少年幼的孩童，不知咋的，县长忘掉了白天的疲倦，打开话匣，向乡亲们开始宣讲起
抗日斗争的意义。群众听得津津有味，异口同声地说：“县民主政府是我们人民的好政府，您是我们
的好县长，您说的道理非常对，您的脉搏和我们群众跳得一样整齐，与我们住在一起，还与我们想到
一块，我们一定要一面打鬼子，捉汉奸，一面种好田，抓好生产，减租减息，我们也要很好地干。”
就这样乘凉座谈快到二更天。这次聚会充满激情，至今难以忘怀。　　我们抗日民主政府以保卫人民
的利益为天职，刘丹县长与全县“一班人”不但领导了全县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的斗争，而且还要依靠
群众在县境内开展反顽斗争。那时有一股韩德勤顽固派的散兵游勇，经常出没在阜宁西南安峰曹甸马
家荡一带打家劫舍，骚扰乡民，群众恨得咬牙切齿。记得一天下午，我们县政府机关驻在孙庄，县长
要我去附近硕集镇购买一点生活用品。东西刚买好，见河南东沟东南角一带乡民遭到国民党残匪打劫
，顿时枪声四起，我们立即还击，县政府也随即转移。待我回到驻地，县长已自卷铺盖，安全地随机
关转移到十里以外的一个村庄，高高兴兴地在那里批文件办公。　　刘丹县长的生平事迹至今仍在苏
北广大人民群众中颂扬。1991年春我去苏北，到阜宁一带见到了一些老同志，他们个个都提到当年打
日本鬼子、反对顽固派、保护老百姓、创造民主政权的刘丹县长。　　我们的刘丹同志，虽然与世长
辞了，但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在阜宁县抗日民主斗争的历史上留下
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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