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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住东北新村和东关民立中学。此外，四部为财经

人员训练班，约一千余人（北平招生），由西北军政委员

会财政部直接领导；五部为旧公教人员训练班，约一千余

人，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直接领导。

8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正式下发通知：“为

适应目前形势发展需要，西北局决定原延安大学改称西北人

民革命大学，今后该校一切校务，统由西北局直接领导。”

1949年9月21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

典礼。因为裕秦纱厂校舍紧张，就于当年10月将校本部和

二部学员搬迁到高陵通远坊新校址，一部和三部则在泾阳

县永乐店办学。四部在山西解县，五部学员仍在西安，为

走读生。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西北民大又设立了

兰州分校。

西 北 民 大 招 收 的 学 员 以 青 年 知 识 分 子 和 接 收 国 民 政

府各级机构后留用人员为主，还有两部分是陕甘宁边区及

各根据地来的干部；对人民有罪的分子与有反革命身份的

分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划清革

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建立革命人生观，进一步明确个人前

途与革命前途的关系。学制为一年半左右，开设“两大课

程”即《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的基

本 问 题 》 ， 按 “ 五 大 步 骤 ” 即 学 习 准 备 、 理 论 教 育 、 测

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教育、结业完成学业。

新时期办学典型

在博物馆展厅中有一巨型泥塑，还原了学员们自己动

手建设校园，利用简单器械抓紧锻炼身体和在校园一隅读

书的校园生活。

在 旧 址 的 后 院 里 ， 同 学 们 坐 在 小 木 凳 上 ， 每 个 人 把

二尺见方的小木板放在腿上当书桌，听老师讲课的雕塑，

是游客驻足时间最长的地方。雕塑充分反映了当时没有礼

堂，就在露天操场上课，没有课桌，就用膝盖加木板的艰

苦条件。

学 员 们 没 有 运 动 场 地 ， 就 自 己 修 建 篮 球 场 ， 没 有 水

源就自己动手打井，齐心合力，将课余生活安排得井井有

条，有声有色。学校还创办了校刊《民大生活》，这成了

记录西北民大办学历程的最直接资料。

习仲勋一直关心学校的建设，多次莅临学校，对办学

任务、方针和人才培养方略等给予指导。在开学典礼上，

习仲勋从政治的高度肯定了学校的地位和性质。他指出：

“这是一个政治工厂，要训练出大批的政治干部。”

袁武振教授发表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上的文章

《习仲勋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一文中提到，据1949年10

月9日出版的《民大生活》第三期记载，习仲勋在讲话中首

先高度评价了举办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重要意义，代表西

北局向民大开学表示热烈祝贺。

文中还提到，习仲勋阐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他告

诫西北民大的师生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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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应该老老实实地走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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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学员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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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号召西北民大继续保持民主作风和艰苦朴素的

作风。他语重心长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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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锻炼自己。新社会的任务大得很，建设新中国若没有成千

上万的艰苦朴素的干部，成功是不可能的。”

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高度

重视和正确领导下，西北民大继承和发扬延安大学实事求

是、艰苦朴素的革命校风，逐步树立了“忠诚老实、实事

求是、团结互助、艰苦朴素”的独特校风。学校始终坚持

西北民大壮观的苏式建筑 学员们克服困难露天坚持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