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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延安大学的创建、改组与发展
（1941年7月—1945年10月）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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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 1940年 1
月 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
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
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中国文
化》创刊号。讲演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应该
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阐明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路线和纲领，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选自傅瑞珉编《红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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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礼堂坐落在延安杨家岭南侧山
根下，1939年开始修建，1942年竣工落成，
大礼堂长 35米，宽 30米，会场可容纳千
人。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此
后，中央的一些大型活动多在这里举行，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座历史性标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根
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先后在延安创办了
20多所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为了提
高教学质量，1941年7月，党中央初步议
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
干部学校、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
等五校合并，定名为陕北联合大学。7
月30日，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青干、陕
公、女大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吴玉章
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校
址设在女大原址，延长学制，使之成为正
规大学，并附设中学部。党中央规定延
安大学与鲁艺、自然科学院的培养目标
是“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
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直属中
央文委领导。其教学方法采取启发、研
究和实验的方式，学校要发挥学生在学
习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坚决废止注入
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从1941年9月
至1943年3月，延安大学建立正规学制，
本科2-3年，专科1-2年，向着新型综合
大学方向发展。成立之初，学生 800余
名，1943年 3月首届毕业 200余名。初
期，大学下设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思奇；
法学院，院长何思敬；教育学院，院长刘
泽如；俄文系，主任黄正光；英文系，主任
许乃生；体育系，主任张远；中学部，主任
林迪生。行政管理设有教育处、干部处、
总务处。学校实行民主管理，校务委员
会决定重大事情。

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西北局根
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精神，于 1943年 3月
决定将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民族学
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五院合并，校名仍
为延安大学，校址设在延安桥儿沟鲁艺
原址，学生和教职员工增至 1600多人，

校长吴玉章，副校长周扬，秘书长宋侃
夫。学校将原来的三院三系及附属中学
部和新合并进来的院校重新进行调整，
设鲁迅文学艺术院，院长周扬；自然科学
院，院长李强；社会科学院，院长先后有
刘披云、何干之；民族学院，副院长刘春；
新文字干部研究班，王志匀负责；中学部
主任林迪生。

1944年，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按实际需要，延安大学作了第二次
重大变更和改组。5月 24日下午，新组
建的延安大学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开
学典礼。毛泽东、朱德出席大会。毛泽

东作重要讲话，要求延大要为实际服务，
不要闹教条主义。像飞机早上出去，晚
上也得回来，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
不落地。在政治上要学习统一战线、“三
三制”、精兵简政的方针；在经济上要学
习如何发展边区的工业、农业、商业、运
输，要帮助边区 35万户农民做到“耕三
余一”；要帮助老百姓订植树计划，10年
内把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植上树；
在文化上要帮助边区老百姓每人至少识
1000个字，教会老百姓闹秧歌、唱歌、画
年画、写春联。边区政府明确规定延大
的教育方针是：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

需要，以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
对学员施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人生
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的教学方针。

6月 15日，边区政府决定将延大中
学部划归延属专署管理，与延安师范合
并，改为延安中学，霍仲年为校长，白友
三为副校长。

合并后的延安大学下设3个学院及
1个系，即行政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自
然科学院和医学系。校址迁到南门外原
行政学院。至 1944年 6月，全校共有学
员 1302人，其中男学员 982人，女学员
320人。

从1944年5月到1945年10月，延安
大学各院系扩大了教学规模，建立健全
了各种行政、教学组织机构，制定了较为
完备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制度，开展了各
种有价值有影响的科研、生产实践活动，
实现了民主管理，树立了良好学风，为党
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等教育
积累了丰富经验，为边区建设和中国革
命培养了大批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解放区需要大
量干部去开展工作。1945年10月底，党
中央决定延安大学校部、自然科学院和
鲁艺全部、行政学院大部迁往东北解放
区。临离延安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接见了师生、干部，勉励他们要再接再
厉，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为争取中国人民
解放事业早日胜利而努力。11月中旬，
在校长周扬率领下，迁校师生告别陕甘
宁边区和延安，进入又一个新的历史发
展时期。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樽酒乐馀春，棋局消长夏。日前在辽
宁省盘锦市举行的 2023年全国国际象棋
青少年锦标赛（团体）中，17个省区市、99
支队伍的 569名棋手陈兵交锋、以棋会
友。千变万化的棋路中，善弈者联通子
力、空间和时间。棋局之外，对弈者畅谈

“棋”文化、讲究“棋”情缘、探寻“棋”世界。

“对手，队友，挚友”

来自江苏南通的男子青年组冠军杨
博凯、吴皓、蔡雨伦高高举起金灿灿的奖
杯，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但刚刚关键场
次的棋局让身经百战的杨博凯仍心有余
悸。落下决胜棋时，他在脑中高速推演棋
路，双手不自觉地颤抖。老话说，“善弈者
通盘无妙手”，但他无比清晰地感知到：那
是一步抓住对手破绽的好棋。这也奠定
了南通市小鱼儿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夺冠
基础。

希望昔日的对手、如今的队友杨博凯
获胜，是吴皓心底最深处的愿望。他们自
5岁起便在大大小小的国象赛事中狭路相
逢。在同省组队的参赛规则之下，习惯相

对而坐的他们第一次并肩。
“下棋让我更沉稳，做事更有耐心，更

重要的是，它让我深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
挚友，我们在一轮轮对弈中激发对方的潜
能，也一路同行，坚持到今天。”即将升至
高三年级的杨博凯说。

“教会他象棋，向他学国象”

67岁的张治强在生活中从不念老，但
在棋盘上却“服了老”。他下了一辈子象
棋，却在与孙子张皓轩的对弈中落于下
风。“现在越来越下不过他喽。”张治强笑
言。

年龄差为57岁的祖孙俩是彼此的“忘
年棋师”兼棋友。启蒙阶段，张治强从棋
校接回孙子，便在家中摆上棋局，叫他重
新“来一盘”。盘败、均势、让子……祖孙
俩从残局、输棋中梳理经验、化用经验。
再后来，张治强的要紧事是为张皓轩安排
比赛行程，在领奖台下等他凯旋。

年满10岁的张皓轩以“8胜1和”的不
败战绩获得了男子丁组（U10）冠军，获评
了“二级运动员”称号。关于未来，这位国

象少年并未发表豪言壮语，而是露出一张
纯真笑脸。“很喜欢世界冠军丁立人哥哥，
他是我的偶像。”

“我教小家伙中国象棋，小家伙教我
国际象棋。”张治强认为，中国象棋和国际
象棋在底层逻辑上有相通之处，但在棋子
设定、行棋方式上有所不同。“两种棋类都
可培养孩子的逆向思维和逻辑思维，让他

‘坐得住冷板凳’。”张治强说。
辽宁省国际象棋协会主席丰鹤介绍

说：“不少中国象棋棋手兼练国际象棋，是
两种棋类的‘双修高手’。在民间，象棋更
是受年龄、体能约束较小的运动之一。”

“阶段式圆满，永久式追梦”

15年前，一页印有女子国际象棋世界
冠军谢军的画报吸引了5岁女孩吴佳芮的
注意，自此她放下了画笔，拿起了棋具。

“下国际象棋常常很孤独。”辽宁沈阳人吴
佳芮在童年时期少有“同好”。终于在参
赛上限 20岁这年，她结识了同省份的 17
岁棋手王镜谚，如同寻到了自己国象生涯
的另一块“拼图”。这对因赛结缘的“姐妹

花”斩获了辽宁省棋手在同等级别赛事的
最好成绩——女子青年组亚军。

辽宁省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刘瑶将本
次“突破”归因于高水平赛事和校园普及的

“双管齐下”。“辽宁省实验学校（小学）、辽
河油田胜利小学都开设了‘国际象棋进校
园’系列课程，辽宁省国际象棋协会还联合
教育厅开办了综合棋类的学生智力运动
会，为孩子们厚植国象土壤。”刘瑶说。

目前在大连医科大学攻读学业的吴
佳芮完成了儿时的梦想——拿到专业运
动员等级称号。她笑称：“终于在最后一
年圆满了。”

待放下棋具，拿起手术刀之时，吴佳
芮准备在业余时间考取国际象棋裁判
证。她说：“我不会离棋太远。”

因胜率不满赛事规定，王镜谚无缘相
应运动员等级称号，她笑称：“路还长，明
年继续努力。”她4岁时师从父亲学习国际
象棋，立志成为一名职业棋手。“学棋不是
一种负担，更多的是快乐。一步棋领先不
代表全盘胜利，国际象棋教会我从全局、
长远思考问题。”王镜谚说。

善弈者说：国际象棋，有情无界
张逸飞 刘艺淳

新华社重庆8月16日电（记者 唐
奕 赵小帅）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的
龙骨坡遗址 16日正式启动第五阶段的发
掘工作，研究人员将在更多古人类、古生
物化石及相关人工制品等方面展开发掘。

从 1984年到 2006年，龙骨坡遗址经

过了三个阶段的系统发掘，成为第四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 年到 2012
年，龙骨坡遗址的发掘工作进入第四阶
段，该阶段将中国旧石器传统发掘方法与
法国旧石器发掘方法相结合，发现了 200
余件具有明显人类加工痕迹的石制品及

百余件哺乳动物化石，为探索三峡地区早
期人类的技术模式和行为模式提供了重
要的研究材料。

据悉，龙骨坡遗址的第五阶段发掘是
时隔10余年再次启动主动性发掘的重要探
索。发掘时间从8月持续至11月，发掘面积

为30平方米。记者在发掘现场看到，工作人
员已经开始在现场进行探方布设、表土清理。

现场负责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专家组代
表黄万波介绍，龙骨坡遗址为揭示人类发展进
程，实证三峡地区百万年人类史提供了更丰富
的材料，学术意义重大，社会影响广泛。

受台风“兰恩”影响，16日日本多地普
降大雨。来自日本各地的近200名大熊猫

“粉丝”当天冒雨赶到东京中国文化中心，
为上野动物园雄性大熊猫“比力”庆祝 18
岁生日。

“比力”2005年 8月 16日出生于四川
卧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2011年2
月21日，它和雌性大熊猫“仙女”一同来到
东京上野动物园。2017年，“比力”和“仙
女”自然繁殖产下上野动物园明星大熊猫

“香香”，2021年6月又诞下龙凤胎“晓晓”
和“蕾蕾”，可谓上野动物园的大功臣。

放眼望去，当天来参加庆生会的来宾
们有的穿大熊猫图案T恤衫，有的手拿大
熊猫图案折扇和手机壳，就连随身携带的
伞袋上也画着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头像。

从神奈川县赶来的内藤女士送给“比力”
的生日礼物是一幅她亲手做的上野动物
园大熊猫全家福折纸作品，上面用中文工
整地写着“祝你生日快乐”。庆生会上，大
家通过视频资料一起重温了中日合作研
究、保护大熊猫的历史。每当有大熊猫镜
头出现，人群里便会情不自禁传出“好可
爱呀”的赞美声。孩子们也听得津津有
味，在提问环节不停追问“它们除了竹子
还吃什么？”“大熊猫能活多久？”“大熊猫
也需要减肥吗？”

活动主办方之一、中国驻东京旅游办
事处主任欧阳安致辞说：“我们希望通过
为上野动物园大熊猫庆生系列活动，让更
多日本民众关注和了解中日合作保护研
究大熊猫的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和取得的

重要成果，进一步唤起大家对大熊猫保护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并以大熊猫为
纽带，促进中日民心相通，推动中日友好
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活动还安排了抽奖环节，四川省文化
和旅游厅为此次活动提供的大熊猫纪念品
和宣传品深受大家喜爱。帝京大学学生菊
地原俊辅说，自己喜欢大熊猫，目前在学中
文，将来打算从事和中国有关的工作。

庆生会最后还专门为小朋友安排了
大熊猫彩绘体验活动，近40组日本家庭通
过抽签的方式受邀参加。孩子们一个个
坐在桌前，小手紧握画笔，眼神专注，用心
在描绘自己心目中大熊猫的模样。

记者被一名三四岁小朋友画的印象
派大熊猫吸引，便询问站在她身后的妈

妈：“今天来参加活动，是您喜欢大熊猫？
还是孩子喜欢？”“都不是，是这三个孩子
的奶奶喜欢。”妈妈的回答令记者颇感意
外。小孩的奶奶宫田千鹤告诉记者，早在
50年前第一对大熊猫“康康”和“兰兰”来
到日本时，她就迷上了大熊猫。现在受她
影响，全家人手一张上野动物园年卡，一
有时间他们就全家总动员从川崎市到上
野动物园看大熊猫。“要是身体允许，我还
想带她们去中国看大熊猫。”宫田说。

“上野动物园的大熊猫就是我的家
人，每天去那里拍摄就像回家一样。”刚从
上野动物园拍完大熊猫赶到活动现场的
高氏贵博告诉记者，他计划近期去四川看
望“香香”，“我已经办好了护照，正在研究
怎么办去中国的签证。”

以大熊猫为媒 促民心相通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 李光正

8月16日，2023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拉
开帷幕，本次书展将举办至22日。

新华社记者 辛梦晨 摄

2023上海书展开幕

8月16日，参赛选手在箜篌比赛中。
当日，素有“中国北方乐器之都”美誉的河北省肃

宁县举办民族器乐大赛，来自全国的 300余名选手进
行了古筝、琵琶、阮等10余种民族乐器的比赛展示。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民族乐器爱好者展才艺

我国启动新一轮巫山龙骨坡遗址考古发掘
近日，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举办为期 5天的

传统庙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晋祠庙会是当地
一项民俗活动，历史悠久，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晋祠庙会引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