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北大学旧址
重回大众视野

10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正

定县城的256医院。从北门进来

左转南行数十米，有一座教堂式

的建筑，正门的牌子上写着“华北

大学旧址”。

教堂内部空间很大，可以容

纳二三百人，一座舞台，一排排板

凳，四周墙壁上悬挂着华北大学

的一些照片和简介。256医院的

工作人员说，这里曾被当作礼堂，

后来不用了，被保护了起来。

1947 年 11 月，石家庄解放

后，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

连 成 一 片 ，形 成 华 北 解 放 区 。

1948年，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

合大学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

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定

在正定县城。1948 年 8 月，华北

大学在这里举行了开学典礼。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华北大

学旧址除了这座教堂，还有一座

栖贤楼和一栋学生宿舍楼。

栖贤楼就在教堂东侧，是一

栋白色的二层小楼，设有露台和5

个拱门。一楼如今是医院的治疗

室，记者到访时，患者们正在此处

进行治疗。沿着粉刷一新的木质

楼梯登上二楼，这里曾是华北大

学校长吴玉章和著名作家丁玲的

办公室。丁玲的名作《太阳照在

桑干河上》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由于正在修缮，无法进入。工作

人员介绍说，办公室陈列着一些

吴玉章、丁玲当年的办公用品。

栖贤楼往南再走百十米，有

一栋二层的青灰色砖楼，被称为

“神父楼”。这栋楼建于1888年，

华北大学办学期间，这里曾被当

做学生宿舍楼。

256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近两年来，华北大学作为众多高

校前身的声名传播开来，来参观

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沉寂多年

的华北大学旧址又热闹了起来。

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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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摇篮

1949年2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由于办学规模

扩大，先后在正定、天津创办了分校，成为当时全国

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

从1948年8月至1949年底，华北大学在成立不

过一年多的时间里，培养了近两万名干部，新中国成

立前，就已经有14000人毕业。

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的中国人

民大学正式成立。除此之外，1948到1949年期间，华

北大学工学院独立出来发展为北京工业学院（现更

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农学院与北京大学农学院、清

华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二部外语系

离开学校，同北平外事学校合并为北平外国语学校，

后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三部离开

学校后分别筹建、创立了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

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更名为浙江美术学

院）、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艺

术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国京剧研究院等。

正定古城里的新中国高校摇篮

华北大学的
前世今生

华北大学的前身是
1937年诞生于延安的陕北
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
大学和北方大学。1948年
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决定原属晋察冀边区的华
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
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
立华北大学，为解放全中国
培养干部。

毛泽东为华北大学题
写了校名，吴玉章为华北大
学制定了“忠诚、团结、朴
实、虚心”的八字校训，并写
入由其作词的《华北大学校
歌》：“……我们忠诚、团结、
朴实、虚心，意志坚强，要把
新时代的革命潮流更推向
高潮，勇敢！勇敢！要表现
人类创作的力量。”

华北大学成立时，在校
学生 15000 余人，共分“四
部两院”：一部（政治训练
班）、二部（教育学院）、三部
（文艺学院）、四部（研究
部）、农学院、工学院。

1949年2月，华北大学
迁入北平，并先后在正定、
天津创办了分校，成为当时
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
学府。

1948 到 1949 年期间，
为了适应文化教育事业大
发展的需要，一些下属单位
陆续脱离学校独立办学。
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组建
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
语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一
批高等院校。

华北大学
与正定师范

华北大学与正定古城
血脉相连。石家庄科技工
程职业学院的前身正定师
范学校，抗日战争期间教学
几经中断。1948年 10月，
北岳行署指派延安边区干
部来正定恢复正定师范学
校，时任华北大学研究部语
文研究员的王食三调任正
定师范学校校长兼教导主
任，王治、王克义、阎捷欣、
李光等华北大学教职工到
校任职任教。华北大学校
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
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都曾
到正定师范学校作过报告。

10月3日，中国人民大

学迎来了80周年校庆。这

所高校来自1937年诞生于

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

学，后来经历了华北联合

大学、华北大学的阶段。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作为

中国人民大学前身的华北

大学，当年的校址就在古

城正定。

从 1948 年 8 月到 1949

年年底，华北大学仅仅存

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却是

当时解放区的最高学府，

孕育了包括中国人民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

戏剧学院等众多新中国的

高等院校。

华北大学旧址华北大学旧址

学生们坐在操场上上大课（资料图片）。

赵辉林和他的华北大学毕业证书。

山里小伙
翻山越岭上大学

原河北日报高级编辑、资深报

人、离休干部赵辉林，曾是华北大

学一部学生。1948年夏天，年仅24

岁的赵辉林从河南老家来到正定，

作为华北大学的首批学生，开始了

自己的求学路。

“那是一生中难忘的岁月。”10

月 19 日，94 岁高龄的赵辉林在家

中向记者回忆了当年那段大学生

涯。

赵辉林原来是河南内乡县伏

牛山南麓河西村的一位进步青年，

高中毕业后，已经参加了工作。

1948年夏天，华北大学到内乡县招

生，赵辉林申请后，组织批准他到

华北大学学习。“这是天大的喜讯，

华北大学是解放区的最高学府，这

里名师荟萃，执教的是全国一流的

学者，能到这里学习，圆了我长期

梦寐以求的大学梦。”赵辉林说。

1948 年 7 月，赵辉林打点行

囊，与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奔赴位于

正定的华北大学。“我们背着行李，

每天走一百来里路。饿了就啃点

干粮，渴了就喝点泉水。”赵辉林

说，那个年代没有其他交通工具，

从河南到河北，只能靠两个脚丫子

走。长途跋涉，路上还危险重重：

一要谨防土匪抢劫，二要小心太行

山里的狼群。

路过南召县滚龙沟时，赵辉林

就遇到了抢劫的土匪。不过正好

遇到一小队解放军战士，在战士的

回击下，土匪逃走了。

翻越太行山时，赵辉林和同伴

们每人握着一根棍子，提心吊胆地

疾行，一路瘆人的狼嚎声，幸而有

惊无险。

没有教室，坐在操场上听课

1948年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接踵而

至，正定古城里青春洋溢。

经过一个半月的跋涉，赵辉林抵达正定，被编入

华北大学一部，与著名话剧表演家蓝天野是同班同

学。学校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花钱，每人还发一身

服装，一套被褥，每月还发零花钱”。

当时的华北大学堪称解放区的最高学府，汇聚

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钱俊

瑞、张宗麟、陈唯实、乐天宇、沙可夫、艾思奇、何干

之、胡华、伊达、李新……

赵辉林回忆，那时候学校以上大课为主。每天

上午，全校数千名学生每人发一个马扎，坐在大操场

上听课。老师讲完课后，学生分小组讨论。“这些名

闻全国的学者没有一点架子，白天讲完课，晚上打着

马灯深入各小组听讨论，当场进行指导，态度诚恳、

热心，诲人不倦，令人很感动。”

除了上大课、小组讨论外，学校还经常开展文艺

活动，先后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等经典名剧。

赵辉林记得，有一天学校演《白毛女》，郭兰英演喜

儿，陈强演黄世仁，演出非常精彩，大家看着看着都

哭了，“台上哭、台下哭，全场哭成一片”。

1949年1月，经过4个多月的学习，赵辉林结业

了，随后被分配到冀南日报，此后一直在河北日报工

作，直至离休。

本报记者 蔡洪坡/文
霍艳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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