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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随着

解放战争节节胜

利，全国解放指日

可待，6 月为了迎

接新中国建立，培

养外交人才和外语

翻译人员，毛泽东、

周恩来等党中央领

导人经过深思熟

虑，决定成立中央

外事学校，校址便

设在距离西柏坡不

远的获鹿县南海山

村。

1948年12月，

中央外事学校迁往

北平，几经发展演

变成为现在的北京

外国语大学。当

时，中央外事学校

在南海山村发生不

少故事，而且它的

建立揭开了培养新

中国外交人才崭新

的一页。

烽火中诞生

南海山村位于省会

鹿泉区东部，因村民居住

在海山两侧的太平河两

岸，而被分为南、北海山

两村。当年的中央外事

学校旧址，也就是现在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

就坐落在南海山村。

5 月 5 日下午，记者

来到南海山村，在中央外

事学校的旧址外，馆长曹

领振已经等候多时，作为

村里为数不多的经历过

那段历史的老人，他一直

守着这处老房，为前来参

观的人们讲述当年的故

事。

跟着老曹的脚步，记

者在旧址内逛了一圈，屋

内存放着一些当年的书

本，还有老师学生们使用

的蒲团、凳子等，其中有

一张地图格外显眼。老

曹说，这张地图是当年学

校在村里的居住图，他通

过走访，确认当时老师和

学生住在哪里，以及他们

上课、耕作和挖防空洞的

地方，以便讲解。

时间回到 1948 年 5

月，当时，毛泽东主席率中

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

进驻平山县西柏坡村，全国

范围内的解放战争拉开序

幕。解放军需要补充更

多的军政干部人才，华北

军政大学应运而生。

一向重视对外事干

部培养的周恩来到达西

柏坡后，有了相对充足的

时间来考虑外事组的工

作。此时，他已经预见到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外

交上需要一批新型的外

事干部，周恩来把开办外

事学校，培养年轻的外事

干部提上了日程，提出了

组建外事学校的建议。

1948 年 5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军

政大学周边寻找校址，将

距南新城2.5公里的群众

基础好、村域沟壑纵横、

便宜隐蔽和防卫的南海

山村作为中央外事学校

校址。同年6月，中央外

事学校在获鹿县南海山

村成立，校长由原华北联

大外国语学院院长浦化

人担任，外事学校党和行

政的领导关系都在华北

军政大学。

在这间旧址的旁边，有

一处正在建设的大院，两间

屋子均已成型，村书记牛建

军说，这里准备建一处博物

馆，记录当年中央外事学校

在南海山的故事。说到当年

学校在村庄里的故事，老曹

说那群学生可跟现在的学生

不一样，吃了不少的苦。

建校初期，当时的教学

条件很差，教室少，大家就在

宿舍、院里或树荫下上课。

所谓上课，就是一人搬个小

板凳或蒲垫，用门板当黑

板。白天是黑板，晚上当床

板。

此外，当时没有教材，靠

教师自编讲义，没有钢笔，用

高粱秆代替，没有墨水，用红

药水代替，写字也是用粗糙

的土纸。师生们除了按日程

上课学习，夜晚在小油灯下

复习讨论，使用油量还有限

制。同时还要轮流担任些巡

逻放哨的保安工作，生活紧

张而有序。而且，由于是战

争环境，学生仍不时地要过

游击式的生活。

老曹回忆，当时学生英

语水平参差不齐，学校经过

考核，分成本科、预科、补习

班三个班，初级班多是刚学

习英语的。学校从本科和预

科班抽出英语较好的几个同

学提为教师专教他们。而且

当时的学生，有来自北平、天

津、山东、河南等省市的，也

有来自广东东江纵队的广东

人，念起英语来，五花八门，

南腔北调。

说起当时，让老曹记忆

犹新的是两名外籍老师。“口

语老师是伊莎白，她授课极

为认真负责，为了使学员们

练好发音，课堂内外不厌其

烦耐心细致地一遍遍纠正学

员的发音。”老曹说，除了课

堂上授课之外，她还欢迎同

学们找她进行个别辅导。

伊莎白的丈夫戴维·柯

鲁克主要教本科班，他的备

课资料主要是靠他的一台较

高级的收录机，每次授课，都

要自己事先准备讲授提纲，

夜晚，柯鲁克夫妇点着油灯，

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备课。

1948年的秋天，国民党

飞机的骚扰、扫射和轰炸次

数多了，在敌情紧张的日子

里，师生们在沟道里度过白

日，如果没有情况，还可在挖

的防空洞外看书学习，听到

警报，就钻进洞里，直到天黑

才回到村里去。

1948年10月底，解放军

在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等

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师

生们感到形势逼人，都埋头

于教好学好。尽管天气冷

了，教室里的黑板又回到了

门框上，但同学们仍精神百

倍地听老师讲课。为了迎接

全国解放和平津等大城市中

外事工作的需要，大家更热

衷于练习口译，同学中开展

了二人日常英语口语小组活

动。找外国老师说英语、问

英语的同学更多更频繁了。

特别是柯、伊两位老师，

只要是不在课堂上，他们的

住房中总是人满为患。但他

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接待学

生，因为他们知道，这时他们

多给学生一些英语知识，等

战争结束后，学生就会多发

挥出一些革命工作所需要的

战斗力量。

师生分散住在老乡家

里，睡的是土炕。当时，解放

战争正在进行，学员是解放

军连级待遇。每人一套军

服，吃的是粗粮，小米饭、窝

窝头，有时吃顿大米饭，还有

荞麦。菜主要是土豆，为了

改善伙食，他们自己种了一

些菜，有萝卜、白菜等大路

菜，还喂了几头猪，偶尔吃顿

肉。

“游击式”学习

军民互助鱼水情

说到当时师生们跟村里人有

什么互动，老曹乐呵了起来，他说

由于南海山村解放不久，学校刚进

驻时属于保密性质的，可随着师生

与村民交往的增多，军民关系日渐

融洽。

老曹笑着说，当时自己家就住

在柯鲁克夫妇的对面，不仅自己一

家人经常帮助这些师生，南海山的

其他村民也力所能及地给学校师

生帮助，比如：牛桂英帮助李正凌

夫妇带小孩，帮助师生挖防空壕，

冬天为师生烧炕、烧水，照顾生病

学员，提供生活用品、劳动工具等。

特别是学校奉命向赞皇撤离

那段时间里，村民们自觉为学校看

管菜园和猪舍，待师生返回时菜园

没有丢失一棵菜。没有损失一头

猪。

此外，还有个故事老曹记得很

清楚，那是 1948 年夏天一个阴雨

绵绵的早晨，柯鲁克肚子疼得非常

厉害，经诊断得了急性阑尾炎，学

校卫生室医疗条件简陋，必须送到

白求恩医院（当时驻在杜北）接受

手术。校长浦化人派林念祖组织

曹春锁、张士明，张士贤、张士英、

曹毓巍等 9 位村民大约在上午九

点钟左右出发，冒着瓢泼大雨，蹚

过湍急的洪水，徒步二十多里，抬

着柯鲁克送到白求恩医院，经过手

术治疗，恢复了健康。

村民们热情，学校师生也很勤

快，每天早晨起来帮助村民挑满水

缸，打扫庭院，帮房东干一些力所

能及的家务活。学校建有医务室

免费为村们看病。村民牛保林的

二嫂乐于助人，有一个保定女学员

和她脾气相投关系融洽，后认牛保

林的二嫂为干娘，成了亲戚。全校

中外教师和学生抽出时间帮助群

众搞秋收，外事学校师生和群众的

汗水流在了一起。

师生村民在一起互帮互助，一

直持续到 1948 年 11 月 29 日平津

战役开始，解放军对天津、北平形

成了包围之势，平津解放在即，根

据中央指示叶剑英在12月10日赴

北平前线准备接管北平。

12月15日外事学校师生赴平

津前线准备接管平津工作，临行当

天师生们早早起床，将所住房间和

院落打扫干净，将水缸挑满水，背

上背包依依不舍地和房东话别，然

后到街上集合，坐上马车向北平进

发。

从 1948 年 6 月中央外事学校

成立到1948年12月撤离，虽然短

短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留给南海

山村民的记忆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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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址内保存着当年师生们用的蒲团、板凳

中央外事学校在南海山村旧址

中央外事学校在南海山村

伊莎白在南海山村骑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