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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3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将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改称西北政法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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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延安大学更名西北的人民革命大学的决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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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正当人民政协开幕，中国

人民解放军向西北大进军，全
国解放快要胜利之际，西北人
民革命大学在今天举行开学
典礼，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
我代表西北局向同志们祝贺。

西北在全国胜利的形势
下，已接近全部解放了，自扶
郿大捷以后，敌人分北、中、南
三路溃退，我军也分三路追
击，现在南路已将胡匪关于秦
岭以南，逼得胡匪只能防守；
中路接连解放了兰州、西宁、
武汉，直至新疆，要打开国际
通路；北路我十九兵团迅速追
击，已攻入宁夏省境，解放了
中宁等地；宁夏指日可下。华
北蒋匪最后据点绥远，也于本
月十九日和平解放。这对西
北的全部解放，是有很大意义
的。西北战争很快即可结束，
以后虽有战斗，也决不会再有
解放兰州以前那样大规模的
战斗了。但我们也不全用战
争解决问题，以后宁夏新疆的
解放，也许采用政治方式解决
的。（按：迄至整理记录时止，
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于二十
三日黄昏进入银川，基本上解
放了宁夏，二十四、五日新疆
因陶峙岳等率部起义，亦已获
得和平解放）

从此以后，我们担负的任
务已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建
设，这个任务比战争的任务要
艰难百倍。军事的胜利仅仅
是推翻了敌人的上层建筑。
现在经济建设的任务，农民彻
底解放的反封建任务，还未大
规模的着手进行，这些任务都
是担负在我们肩上的。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担任
起了培养干部的任务，这是我
们一个强大的政治兵团，要我
们率领广大群众去和我们的
残余敌人与封建势力博斗。

在我们学校里，有大量的
知识分子，有一部分国民党军
官和公务人员，但无论来自哪

一方面，既已入学，就要改造
思想，建立新的、革命的人生
观、世界观，学习马列主义与
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

过去有好多人对职业问
题发愁，今后参加革命工作，
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职业问
题是能得到解决的。但职业
是不应该放在第一位的。要
和人民在一起，竭毕生之力，
贡献给人民。为谁服务？这
是一个基本问题。这问题弄
明白，则职业问题迎刃而解。
若这一点作不到，你就是学了
许多马列主义和知识，仍旧是
一点用处都没有，老百姓是不
需要你的。失业，失学与否的
问题，决定不在我们，而是看
老百姓需不需你。从前国民
党以反人民为能，反之我们则
以为人民服务为能。现在不
见得人人都有饭吃，西安失业
失学问题仍然存在，我们都要
解决，若有一个人没饭吃、失
业、失学，那都是我们的责
任。政权在我们的手里，我们
要负起一切的责任。

没有思想改造，任何技术
都不能掌握，不能为人民服
务。思想改造是必需走的一
步，这一步应该老老实实的走
过去，给以后学习其他本领和
技术打下一个基础。这是一
个先决条件，没有它，一切技
术都是空的。

同志们！我们的要求是
要你们毕业后到工厂去，到农
村中去，到兵营里去，到经济
部门的各种企业中去。在实践
中去锻炼一二年后，才可以算
为一个比较完全的知识分子。

在学习的过程中，旧社会
里所习染的坏东西要完全取
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新的
东西。在取出旧的东西时不
要怕，揭发旧的东西虽痛苦，
但能根本解决问题，旧的不从
头脑中取出，新的是不易装进
去的。我们的旧思想，旧东西
并不是个人的罪过，而是旧社
会的罪过。扫除思想上的垃

圾，这是民大要做的事情，也
是我们的任务。

过去有人隐瞒自己思想
和历史的，我们帮助他们觉悟
过来，卸下自己的包袱。谁不
觉悟就是拉长自己的痛苦过
程，有意识的走弯路。我们学
校一定要保持民主作风，对于
一些落后分子，从前失过足
的，曾经作过不利于人民的事
的人……要耐心说服、教育、
提高。必须使他们学习过后，
有了觉悟，来一个思想上的自
觉自愿。决不要硬追、硬逼，
形式凶，实际上不能解决问
题。只有在这个精神底下、原
则底下工作，我想同志们的进
步一定很快，一定能从这个政
治兵团里练出来成一个老兵。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有一
种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
的。需要提倡的。我们要老
老实实的锻炼自己。新社会
的任务大得很，建设新中国若
没有成千万的艰苦朴素的干
部，成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
说：“今天的全国伟大胜利，只
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这说明以后的步数还多得很，
以后建设的任务也更为艰巨。

也许同志们有这种看法：
老干部作过很多革命工作了，
摆老资格，自满。果真这样，
那便是背包袱，有被淘汰的危
险。另外新干部对自己也不
要轻视，后来者居上，前一辈
的人，终究是要死亡的，许多
工作是需要后来的人来担负，
我们还有很多的没作。

目前，西北正在闹干部
荒，处处都在喊要人，但是不
经过改造，基本思想没有经过
改造，立场不明确，那是不能
工作的。要从思想上改造，要
从政治上武装，这是一个政治
工厂，要训练出大批的政治干
部。一批知识分子要在里边
修理一下，擦一擦锈，补充一
下，配一配螺丝钉。西北的理
想社会要我们努力去改造，去
建设。 （宋纹 整理）

各位同学！各位工作同志：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

学员今天毕业了，由于全体学
员的努力，和全体工作人员的
努力，完成了我们原定的教育
计划，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使
几千个青年经过学习马列主义
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结合实际，
自我改造，解脱了各种旧思想
影响的束缚，走向为人民服务
的道路，这是一件大事。

随着中国人民在军事上，
政治上的胜利，已经开展了和
正在开展着一个中国人民思想
大解放的运动，这就是马列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
就是各地普遍掀起的学习热
潮。就这个学习运动中的绝大
多数人来说，首先和迫切要求
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扫
除旧影响，建立新思想。

在我们实际社会生活中，
蒋介石匪帮反动的思想体系，
和各种狂妄的欺骗宣传，虽然
早已经破产了，幻灭了，但其残
余影响还是存在的；腐朽的封
建主义思想体系的东西，还很
多很多；旧的资本主义思想体
系中起消极作用的东西也还不
少，这些统统叫做“旧影响”。

凡在旧社会制度下生活过
的人，都不能不保有和沾染这
些社会的思想影响，只是有多
少、深浅、浓淡的区别，而不是
有或没有的区别。而且一般的
说来，由于这些旧的思想，是在
很长久的时期内，在我们的社
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缘
故，它给予人们的影响，不但是
非常普遍的还是非常牢固的。
马克思有句名言：“不是人们的
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巧是
相反，这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
定人们的意识”。这是不可动
摇的真理。所以问题是对于这
些旧影响采取什么态度？是留
恋、保存呢？还是努力扫除呢？

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新
的社会制度下，我们正在建设
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
阶级关系、政治制度、以及反映
这种新的政治经济的思想、理
论、工作作风等等，都是与国民
党统治时代截然不同的，正相
反的。在今天，要留恋、保存那
些旧影响，会有什么作用？那
就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前进。
斯大林同志说过：“有各种各样
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
想和理论，它们是已经衰退，并

为社会上那些衰退着的势力利
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作用，
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
前进”（联共党史第四章）。对
于每个人来说，不能解脱各种
旧影响的束缚，就不能适应新
环境，不能在新的社会生活中
充实和发展自己，成为个人进
步的绊脚石。所以一定要努力
扫除旧影响。要当做整个社会
的和个人的一件重大事情去
做，要有真正的决心，真正的勇
气，还要正确的方法。

怎样扫除呢？要学习先进
的思想和理论。斯大林同志教
导我们说：“有新的先进的思想
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
势力利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
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
社会前进。”（同上第四章）。现
在最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就是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
共产主义体系的思想，观点和
理论。这个理论，已经表现出
无比强大的力量，光芒万丈，照
耀着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胜
利斗争的道路，全国各民主阶
级，各党派，各民族以及一切爱
国民主人士已共同承认了它的
领导地位，它已经是全国人民
实际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主导
思想了。只有好好学习这个先
进理论，应用这个理论去结合
实际生活，说明实际生活，批判
旧的东西，认识新的东西，才能
有效的进行自我改造，把一切
旧影响都扫除干净，建立起新
的革命人生观，并在参加实际
斗争中逐步地将它稳固起来。
你们是已经这样做了，还要继

续这样做。在西北的学习运动
中，你们是走在前头，应当把经
验总结起来，写成文章介绍各地，
有利于推动各地的学习运动。

民大第一期的全体同学
们，已经在学习中，经过思想改
造，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就要走上各种实际工作
岗位。我代表人民政府表示热
烈欢迎。参加实际工作，为祖
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是
大家的共同愿望，也是对大家
的一种新的考验。我们做革命

工作，是非常注重实际的。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
都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
问题，工作人员的服务好坏以
工作的实际效果做标准，要向
大家讲清楚，今天我们实际工
作中是有很多的困难的，特别
是新干部，刚走到实际工作中
去。情况不熟悉，群众不熟悉，
工作不熟悉，周围共事的人也
不熟悉，这就必然要碰到许多
困难。我们对于这些困难采取
什么态度呢？是被困难将自己
吓退，灰心丧气呢？还是勇往
直前去战胜困难呢？这就是对
我们每个人的考验。我们一定
要战胜困难。只要我们和在一
块工作的同志很好的团结，特
别是向老干部学习，紧密联系
群众，刻苦用功，不断改正缺
点，求得进步，任何困难，都是
可以克服的。而且只有在不断
克服困难中，才能真正坚定自
己的革命思想，把自己锻炼的
坚强起来，所以为人民服务，不
仅是一般的口号，而是要表现
在每个人的具体活动中。这就

要大家一直实行下面几条：
（一）坚决拥护和执行人民

政协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
府的各种政策，法令。

（二）建立爱祖国，爱人民，
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
的革命思想，和廉洁，朴素，艰
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三）努力工作和学习，不断
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专业技
能，不断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这是一般的标准，对于共
产党员，还要求他们在各种工

作中特别的克己奉公，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成为群众的模
范；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党的
决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
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
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是我们
国家的主体，人民的主体，是
创造社会财富建设国家的主
力军。讲为人民服务，主要就
是为他们服务。只有他们的
生产事业发展了，他们的物质
生活确实得到改善，文化知识
真正提高了，一句话，只有真
正把他们的事情办好了，其他
各阶层的事情才有好起来的
可能，整个国家的事情才有办
好起来的可能。这是我们时刻
都要牢记的。

希望大家勇敢地走到实际
工作中去，把学校里学得的东
西在实际中再锻炼、再提高。
每个人都争取成为建设新中国
事业中的突击手，成为新民主
主义社会的模范工作人员。望
大家努力！

（《民大生活》毕业专刊）

习仲勋书记在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我是由地下党西北大学
林平乡党介绍到延大韩城分
校学习，1949 年 2 月 1 号正式
报到，编到 13 班，我是班长。
在延大，我们学习的第一课是
劳动建校，艰苦奋斗。大家一
起除草、弄垃圾、铺马草、糊窗
户。操场是农民的打麦场。
伙食是白菜萝卜大烩菜，小米
是主食。八人一桌，围着一盆
菜吃饭。离吃饭的地方有一
里地，排队往返。上课时，空
地是课堂，双膝是课桌。在延
大学习的日子，学员以在延大
为荣，为了人民翻身解放、为
了自己锻炼，也建立了学生的
苦乐观和价值观。第二课是
形势教育课。自己教育自己，
形势教育自己，大家每天都看
报纸。学生自己出题，开始讨
论国家的命运，关注国家的发
展，发现国家的前途在共产
党，个人的命运在共产党，只
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有好的光

明。学生很关注形势发展，很
自然的形成革命人生观。第
三课是阶级斗争课。首先是
诉苦课，我们的班主任是李景
生，全校开大会进行诉苦，学
生群情激昂。演话剧，演国民
党是如何摧残人民的，使学员
培养阶级情、民族恨，培养对
劳动人民的感情。第四课是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课。
我在延大学到4月初，学

校成立招生队，马济川让我参
加招生队，随军招生。步行第
一站到澄县，第二站蒲城县，
第三站富平，第四站三原。通
过招生宣传工作，使我们懂得
了亲民爱民为民，不扰民，有
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西安是5月20号解放，我
们23日步行进入西安城。我
又被抽做延大支前队的副队
长，队长是刘子显，驻扎在临
潼，每天负责收粮发粮。支前
工作搞到1949年6月。

延大更名为西北人民革
命大学后，我回到了民大，担
任二部普通班、民主建政班、
政研班、政训班、土改班、留用
人员学习班、检察班等学习干
事、党支部书记、副班主任。

此后的 69 年，我一直在
学校工作生活，曾任法学基础
理论教研室主任，并兼任中国
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干事、陕
西省法学会常务理事。1992
年9月离休。代表作有《法的
基本理论》《我国社会主义法
律解释原则》等，也是我校法
学基础理论学科主要创建
人。2018年荣获“西北政法大
学功勋教授”荣誉称号。

1950 年 1 月，我到民大工作，在校
务处电务组，是学校教学辅助与保障单
位，技术含量比较高。上大课和作形势
报告的时候，一千多人，我们负责提供
广播设备。我们负责校部和二部的供
电，每天晚上发电三个小时。

我们还负责放电影时供电。当时，
播放苏联电影比较多，还有一些国产电
影。我们负责解决交通问题，安排汽车，
管理五六十辆自行车的使用。我们部门
有7个人，要自己管理、使用和维修。

解放后，国家需要大量人才。人从
哪里来？培养新人来不及，就需要改造
旧人。关键在于能否站在人民立场，为
人民服务。有些人的立场和意识有问
题，要和革命群众区分开，通过学习转

变立场，转变思想。然后进行审查，合
格的就用，不合格的继续改造。

那时候都是自力更生，民大的艰
苦奋斗精神是一种激励，培养我们成
长。虽然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很怀念
那段生活。

我是1949年3月进入延
大韩城分校学习，被编在十
班学习。文工班是1949年5
月下旬成立，先住在韩城县
城内的文庙。一个月后，随
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家步
行到了大荔县，先住在大荔
县城东门外的一个农校里，
住了一个月左右。我们还在
县里的大操场演了几回戏，
很受群众欢迎。

经过“扶眉战役”，解放
军已经西进了，西安的形势
稳定了，我们就在7月底离开
大荔，前往西安。8月初到西
安后，住在西七路原“商专”
的地方，和延大总校来的文
工室的同志们在一起。这时
学校的名称已改为“西北人
民革命大学”。合并后的文
工室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
大学文工室”。分了三个股：
戏剧股、音乐股、美术股。我

分到美术股。
而后，民大从西安搬到

了高陵通远坊和泾阳永乐
店，校部和二部就住在通远
坊，一部和三部则搬到泾阳
县永乐店，那里沿铁路有两
个工厂的大厂房，成了大学
的校址。从永乐店到通远
坊，大约二十华里，我们文工
室则住永乐店到通远坊之间
一个叫康桥马的地方。那是
一 个 农 场 ，里 边 有 几 座 房
子，周围都是果园和农田，
环境十分优美，附近还有许
多村庄，农民不时到我们住
地来看排戏，和我们交谈，
我们也随时可以到农村，和
群众谈心。

从1949年8月文工室成
立，到 1953 年 6 月西北人民
革命大学结束，文工室撤消，
共三年九个月，时间并不算
长，但这段生活却是我人生

道路上最关键的时候，它给
我革命的人生观奠定了基
础，我受到了革命熔炉的冶
炼，体验了革命大家庭的温
暖，学会了做人，增长了知识
和才干。在这段时间里，我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几年的工作、生活、领
导的关怀、同志们的相处，那
么些日日夜夜的煎熬辛苦，
不知疲倦的、忘我的无私奉
献，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
至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
纪，回过头来再想想那段岁
月，犹在眼前；见到那个时候
日夜相守在起的同志、伙伴，
那种亲切的、发自内心深处
的爱恋，用多么华丽的文字
都难以表达，用多么美好的
言语赞颂都不为过分。

西北民大成立时，我在和
平医院工作。5 月 20 号西安
解放，我就到陕甘宁边区卫生
处报道，卫生处把我介绍到民
大，9月1号去民大报到。

民大刚成立，校部西关裕
秦纱厂，后来搬到了通远坊，
我去的是永乐店。卫生科从
西安迁过来时分了两部分，卫
生科搬到通远坊，给永乐店设
了一个卫生所，因为一部和三
部在永乐店。永乐店的卫生
所在打包厂里面，用了七八间
房子。永乐店和通远坊距离
西安都有几十华里，汇报和领
东西，都是跑去跑回，那时我
们年轻，根本不觉得累。

为什么搬到永乐店？因
为永乐店离火车站很近，有病
号往西安送很容易，离车站不
到 500 米。因为当时卫生所

的医疗条件不够，所以送到西
安。当时的医疗设备很落后，
有化验，没有 X 光。1951 年
前，咱们那里基本上只看内
科。1951年，西北卫生部给咱
们从白求恩医院调来了一个大
夫，这个人还能做一些小手术。

我们负责两个部学生的
看诊，还有巡诊，也给当地群
众看病，不收钱。平时主要监
督同学们搞好个人卫生和集
体卫生，看诊同学不多，巡诊
是针对学生，病人也不多，没
有流行病。

民大精神主要体现在建
校上，学生和教工自己拉土搬
砖，像校部那样盖了一个大席
棚，比礼堂大。那就是下雨作
报告的地方，平时上课在露
天，一个小凳，一个快板记
录。当时在校部西边盖了个

大食堂。那个时候的口号是
劳动建校。

当时学生学习和干部精神
面貌确实好。在这不得不说副
校长刘端棻，是第一任教务处
长，后任副校长，作风很好。开
报告会的时候，把学生分成几
个小组，他在这个组呆二十分
钟，在那个组呆二十分钟，最后
总结出学生的所有问题。走在
路上，不管遇见谁，你还没有给
他打招呼，他就先跟你打招呼，
最后搞得一些工作人员很不好
意思，见了他赶紧先问候。

我在民大的油印室
负责印刷工作。除了印
刷老师编写的教材，学
校各个部门的记者编辑
校刊《民大生活》，我们
也负责油印。

1949年7月，民大刚
成立一段时间，延大还
没 成 立 。 民 大 还 在 西
安，条件很艰苦，咱们从
延安刚搬下来，没地方
安顿。最后把裕秦纱厂
接管了，建了教务处、校
本部。由西安搬去的时
候，阴雨连绵，地下有积
水，学生一下车，赶紧帮
老百姓摘棉花。工地一
片烂摊子，吃得也不好，
成天拉肚子。

1949年9月，我到了

通远坊。跟学生接触不
多 。 学 生 在 不 同 的 地
方。张学良从东北回西
安后，建了东北新村，学
生们都在那里学习理论。

当年参加工作很简
单，那时候工作等人做
呢 ！ 我 以 前 经 常 睡 不
着觉，后来每天忙于工
作，失眠症就不治而愈
了，到现在 80 岁，再没
失眠过。

我到永乐店参加开
学典礼，有个大厂子，五
部在西安，永乐店是三
部，二部在通远坊，当时
习仲勋和杨明轩等名人
都参加了。习仲勋还帮
忙想办法让教会再给民
大划地方。

民大在当地影响很
大。当时有个群众工作
部，学生与群众关系非
常 好 。 课 余 生 活 很 丰
富，每天下课以后，大家
都唱歌跳舞。民大的校
歌，作曲是文工室的韩
老师，作词是邓玉茹，后
来调到音协，歌词写得
特别好。

我这辈子很幸福，在
学校学到不少知识。我
心满意足，还要啥东西？

我是三原中学高中毕
业，1949年5月下旬，延安大
学在三原县招生，我背着家
里坐火车到三原报名了。最
后被录取了。当时的录取很
简单，就把毕业证书看一看，
延大在池阳中学，问一问，听
你是地下团员就录取了。我
父亲思想保守，对共产党不太
信赖，让我不要上延大，上西
北大学。最后我只好去西大
报名，群众日报公布招生名
单，我被中文系录了。但是最
后我坚决不去西大，报的是延
大，后来延大改名上了民大。

一开始建校劳动，开学
后被编到二部九班。当时的
校部和五个部是分散的。我
的班主任是丁光。学了一个
月，我调到民大的组教科工

作，主要做党团工作。
西北民大怎么招收团

员？在学习生活中看表现，
帮助启发你，要提出申请，很
严格，经过组织学习后，有一
半学生都入了团。我是在组
教科入党。

在通远坊教堂的东半部
分继续保留，西边给民大腾
出一片地方，总务处当时没
有大卡车，只有胶皮轱辘车。
建校时候遇到的困难很多，学
生上课没有桌椅板凳，只有一
块坐垫。大家都穿着老八路
的衣服，拿麻绳一绑，这个作
风一直延续到迁校西安以后。

后来我到了秘书室，主
要接触一些居民工作，为了
争取群众，在学校大门口专
门用了几间房子做阅览室，

当地群众都可以进去。诊所
也为老百姓看病提供方便。

当时民大招生主要是登
报启示，派人贴告示，任何看
到的人都可以来报名，但需
要接受政治审查。因为青年
知识分子也很复杂，他们报
名民大的动机也都不一样。

当时学生很活跃。有各
种体育活动，还有阅览室，文
艺活动特别好。民大有个文
艺工作室，解放以后在整个
西安影响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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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西北民大
（民大老师 马朱炎）

西北民大精神永远激励我不断奋斗
（民大校务处职工 仇延年）

难忘的民大岁月
——回忆在文工室的日子

（民大文工室职工 路鸿斌）

回忆民大
（民大卫生科 郗进元）

记忆中的西北民大
（民大秘书室职工 蔚枢）

民大的回忆
（民大油印室职工 王生才）

编者按 为了更好地挖掘、搜集宝贵的校史资料，丰富校史馆内

容，本报特选取部分民大时期的教职工采访视频进行文字整理，让我

们随着老教师的回忆，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习仲勋在毕业典礼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