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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学校友在深圳》

前言

　　前言　　广州南方大学是毛主席建议并题写了校名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革命大学，由无产阶级革
命家、军事家、教育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任校长，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陈唯实和老
一辈革命家、教育家罗明任副校长，各部（学院）领导都是著名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
教育学专家教授。在&ldquo;忠诚团结、朴实虚心、勤劳勇敢&rdquo;的校风和&ldquo;实事求是&rdquo;
的学风指引下，学员们过着严格的半军事化集体生活，在草棚里上大课，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叶剑英、方方
、古大存等领导多次到校作专题报告，论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学员们经过
半年多的学习和训练，初步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唯物辩
证的世界观。办学3年中总共办了4期培养了2万多名学员，先后走出校门参加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
或国防、政法、财经、农业、工交、文教等各条战线，在巩固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起到很
好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同志们在工作中发扬南方大学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实事
求是的工作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不畏艰难险阻，锻炼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
家干部。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后，战斗在全国各条战线的南方大学校友先后有八十多人调入深圳
特区在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工作或专家骨干，把南大精神和特区精神融合到一起，在特区
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里，以开荒牛的姿态，辛勤耕耘、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廉洁奉公，在自己主
管或参与的工作部门谱写了新的篇章，为深圳特区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如今，南大校友都是70岁
以上的老人了，作为特区建设的参加者和见证人，南方大学深圳校友会发动大家把自己参加工作以来
特别是到深圳特区工作的经历、经验和体会写成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深圳特区建设的历程，汇集成
册，留史励人，是非常有价值的。　　（作者系南大二期二部学员，曾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Page 2



《南方大学校友在深圳》

内容概要

《深圳文史10:南方大学校友在深圳》主要内容：南方大学是南国革命的摇篮。1949年秋，在毛泽东主
席的亲自关怀和叶剑英校长的亲自培育下，南方大学在南国硝烟未散时开始筹备，1950年1 月1日正式
宣布成立。 在这里，荟萃了120多名久经考验的著名专家教授。如陈唯实、罗明、张明生、卓炯、罗
克汀、李曼晖等，以及一批随军南下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他们为培养华南地区各条战线上的急需人才
呕心沥血。 在建校3年时间里，来自19个省、市和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约2万多名知识青年聚集在这里锻
炼成长，有从这里分配到华南地区及其他一些地区去战天斗地，建功立业，发挥了骨干作用。 南方大
学的校史虽然仅仅只有3年，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她的名字是与共和国的建国
史，结束中国苦难危亡命运的革命史，披荆斩棘建设社会主义的创业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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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方大学的历史贡献　　罗明　　建国35周年了，跟随着新中国一起诞生的南方大学，在她办学
三年的历程中，光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49年秋，大军南下解放
全中国时，毛主席就面示叶剑英同志在华南解放之后，要创办一所革命大学，可定名为南方大学，并
题了&ldquo;南方大学&rdquo;四个字，叶剑英同志离开北京就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时，欣然接受毛主
席关于创办南方大学的指示，从在北京的华北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等校抽调一批高中级领导
干部随军南下，到了赣州，在戎马倥惚之际，还开会讨论筹办计划。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
，叶帅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10月21日，华南分局会议决定筹办南方大学，由叶帅兼任校长，陈
唯实任第一副校长，我任第二副校长。当时南方大学经过党组织在高等院校抽调一、二、三年级党员
学生开办干部预备班，同时登报在华南招收了第一期学生。1949年12月，筹备就绪，随即于广州石牌
正式开学上课，这就是南方大学的创建阶段。　　南方大学在办学3年中，对学生系统进行马列主义
基础理论的教育，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培养了一万多名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高级专门人才
和革命干部，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地方人民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
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时，南方大学派代表参加，叶帅委派我出席。在会议期间，毛主席
、周总理等接见了我。毛主席表扬南方大学开设马列主义课程的革命方向，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办好这
个大学。我们对毛主席、叶帅创办南方大学表示崇高的敬意。　　南方大学是革命大学性质的文科大
学，任务是为华南解放区培养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文教、财经、政权建设等战线的革命干部。学制暂定
为一年至二年，招收高中毕业和相当高中毕业程度的学生，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在学习期间享受供
给等待遇。全校设六个部，称为学院。第一部是文教学院；第二部是行政学院；第三部是财经学院；
第四部是研究部；第五部是工人和民族学院；第六部是华侨学院。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叶剑英校
长十分重视南方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工作，根据他们的指示，我们完全按照老解放区的文科大学课
程设置基础理论课，如在关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课方面，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
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
思想等等，政治经济学作为财经学院的专业基础课。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校长叶剑英，分局书记方方
、古大存等同志都经常来视察和讲话。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华南分局和叶剑英校长从延安等解放区物
色了大批哲学、经济、社会科学的学者、专家担任各个学院的领导，同时大力加强师资力量。我们还
根据叶剑英校长的指示，聘请校外许多专家和党政领导讲课和做专题报告。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分局宣传部长肖向荣、广州市市长朱光等同志都来校讲课或作专
题报告。苏联来华讲学的著名哲学家尤金也来校作专题演讲。　　1949年11月，南方大学招生消息一
经登报，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纷纷前来报考。不少已经考上原有大学的学生和
已经就读原有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也重新报考南方大学。第一期报考一、二、三部的学生近万名，
择优录取3千余人。第四部则有不少大学讲师、教授参加学习。第一期各部学生入学后，都满腔热情
，勤奋学习。由于同学们文化程度和思想觉悟都比较高，所以学习进步也较快，树立了革命大学的良
好学风。　　1950年6月间，华南分局奉中央指示，加紧准备抗美援朝，并加紧进行土改和巩固地方人
民政权。华南分局要求南方大学第一期学生赶修理论课和专业课，准备参加土改。8月间，广东省成
立土改团，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同志来校动员南方大学学员参加土改，他说：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载
难逢。在党的号召下，9月1日，南大千余学生在土改团领导下，满怀革命豪情，到兴宁、揭阳、河源
三个县，参加了广东最早开展的土改运动。　　在三年办学中，南大培养了1万多名革命干部和专业
人才，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土改、政权建设以及财政经济、国防、公安和其他各条战线的工
作。奉中南军委指令，第三期为支援抗美援朝招收2900名学生，进行一学期政治教育学习后，送往海
陆空三军进行军事训练和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二、四期大部分学生参加广东省各地区土改
运动后，又服从组织分配，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讲价钱，留在各地区参加地方政权建设以及文教、财
经等战线的工作，像革命的种子一样，在南粤大地生根开花。现在，南方大学的学生遍布全省各地，
有的已成为教授、专家、会计师、经济师、编辑、记者，不少成为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骨干力量。
不少学生进入县、市、地领导机关的领导岗位，在市、地、县中担任中层领导工作的就更多了，成了
我省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坚力量。有位学生在纪念南方大学建校和叶剑英校长及老师的教诲时，激动
地写了如下的诗篇：  &ldquo;草棚传马列，熔炉炼真金，当年沐春风，难忘引路人！&rdquo;　　1952
年为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遵照中央调整高等院校院系和革命大学领导力量支援本地区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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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指示，经华南分局决定，南方大学与省文理学院及其他大学的师范学院合并，改建为华南师范学
院（即现华南师范大学）。　　南方大学的历史贡献值得永远纪念！　　（文载1984年9月26日《南方
日报》，作者曾任南方大学副校长。）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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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南方大学校友在深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