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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七（1948） 

中央宣传部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三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东北局宣传部并告各局、各分局宣传部： 

  马电悉。 

  一、华北大学为北方大学与联合大学合并而成，其方针是吸收蒋管区大量大中学生，经过短期训练，为解放区培养各

方面的建设干部。现准备分设三个部及一个研究部。第一部是四个月至六个月的政治训练速成班，一切学生（主要是平津

及南方来的和一部分解放区内招收的初中毕业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都须经过该部毕业后，最大部分分配工作以应急

需，少数转入其他两部。第二部为教育学院，对已做过中学教员或在大学与师范读过数年者，加以补习使具有够用的师

资，期间预定半年至一年。第三部为文艺学院，待现有一部分学生毕业后，拟专办短期训练班，训练现有之各剧队文工团

等。研究部为储备研究人材并吸收学生中有研究能力者为研究员学员，准备将来正规大学的师资。依可能与需要先办四个

研究室，范文澜兼主历史研究室；艾思奇主持哲学研究室；何思敬主持国际法研究室；沙可夫主持文艺研究室。其他专门

学院均改归政府各部直辖，便于就近实习。原北方大学农学院办兽医制糖造林有成绩，即划归政府农业部管；工学院训练

炼焦、炼铁、机械、土木、通信等项人才亦有成绩，即划归企业部管；财政系即划归财政部办财政专门学校；医学院则早

已划归卫生部管。这样该大学主要任务就在于使原有的知识分子经过此种训练能为我用。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全国几十万

大、中学生争取其中多数能先后经过我们政治训练，再在工作中去锻炼。我们目前在各地所办的大学都应具备此旨。 

  二、收复城市后对于原有大学的方针，应是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现在我们所到之处大学还很少，中学很

多。据中原消息，该地原有中学都停办了，这是一个损失，其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明确方针。现在必须宣布我们对原有大

学、中学的方针，就是维持原校加以改良。维持原校的好处是学校可以很快办起来，不致过久中断，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安

心，便于争取，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之一。再则我们自己办教育的力量还不够，与其采用急进而冒险的政

策，不如采取稳扎稳打的政策，先维持然后慢慢改进。改良的办法很多，但必须是必要的与可能的，这方面我们尚无实际

经验。 

  三、依照马电所述情形，我们认为东北大学亦可采用与华北大学同样方针，建议东北局应给东北大学以任务，多办短

期政治训练班，大批训练东北已有的知识青年及旧知识分子。长白师范原有教职员凡仍在者应给予原薪原职，使之继续供

职，凡逃走者应设法聘回供职，只有极反动的分子（与普通国民党党团员区别）与破坏分子（与仅有不满情绪者区别）除

外，并依照具体情况给该校以可能与必要的改良，这对于争取沈阳、长春等地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以上意见请你

们考虑后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四、东北科学院创办后情形与经验如何，望详细电告。东北原有中等学校的情形如何？有多少继续开办，多少停办

了？原因何在，经验如何？亦请电告。 

  中宣部 

  午元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附： 

  东北局宣传部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的请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中宣部： 

  （一）东北大学经前年冬季确定任务为培养师资，自然科学院干部到经建部门，鲁艺学院搞几个文工团做群众工作。 

  （二）吉林收复，在吉之长白师范，改为吉大，有学生四百余，理化仪器等足供师范专科之用。现决定东大移吉，与

吉大合并，用东大名义，仍以培养师资为主。拟以张如心为校长，何锡麟、张松如为正副教育长，直属东宣部。 

    （三）在哈有东北科学院，以招揽并培养科学技术人材为目的。林枫、车向忱、王一夫任正副院长，直属政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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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去秋攻势前，东北蒋区大学经费较多，长春、吉林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师生待遇均好，现在长春大学饿饭，

多盼我去。 

  （五）今后收复城市，如何接收大学，大学教育办法如何，吉大与东大合并后的方针及干部配备是否适宜，均请指

示。 

  （六）华北大学方针及近况，希见告。 

  东宣部 

  马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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