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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运领袖，风范长存
——深切缅怀蒋南翔伯伯

  ○何吉林（1970 届无线电）

我的父亲何礼，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

心理学系。自“一二·九”运动起，就是

蒋南翔同志的亲密战友，长期在他领导下

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我从孩提时代

起，认识的第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就是蒋南

翔伯伯。1965年我有幸考入清华大学，又

成了蒋校长的学生。今年是蒋南翔伯伯诞

辰110周年，作为晚辈，我很崇敬这位中

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教育家，特撰

写此文以表达深切的缅怀之情。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
会议的两张照片

1949年6月，应蒋南翔同志之邀，我

父亲从沈阳调往北京，参与组建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的工作。当时蒋南翔担

任团中央副书记，我父亲担任团中央学生

工作部部长和少年儿童工作部部长。我从

3岁开始记事起，到7岁上小学之前，一直

住在团中央大院，因此认识了蒋伯伯。

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

体会议，是决定开国大业最重要的会议。

我父亲作为全国青联代表团的代表，参

加了这次会议，并带回来一本珍贵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

刊》，这本纪念刊就成了我经常翻阅的画

册。从纪念刊的照片中，我惊奇地发现，

除了有我父亲外，还有住在团中央南小楼

的蒋南翔伯伯和荣高棠伯伯（团中央办公

厅主任），以及和我父母同住北小楼的杨

述伯伯（团中央宣传部长）。因为住得

近，孩子们经常互相串门，所以与几位长

辈很熟悉。后来我才知道，蒋南翔和杨述

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团的成员，荣高

棠和我父亲是全国青联代表团的成员，他

们都是新中国开国大业重要会议的参与者

和历史见证人。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中央机关初期的工作中，开创了共青团和

少先队的工作，为新中国青少年教育事业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我父亲随蒋南翔调入清华大

学工作。他当时因肺病不能担负繁重工

作，但蒋南翔依然让我父亲接替他的政治

辅导处主任工作，这是他在清华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的一项创举，为我们国家培养一

批“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起到了重要作

用。同时还让我父亲接替周培源担任清华

政协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合影，

1 排左起：杨述、冯文彬、胡耀邦、高景芝、张本，

2 排左起：宋一平、许世平、张凡、王治周，

3 排左起：王明远、陆平、蒋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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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校长，体现了他对老战

友的信任和倚重。我记得有时晚饭后，父

亲会带我从住的照澜院走到蒋伯伯住的新

林院2号去谈工作，蒋伯伯总要亲切地问

问我在清华附小学习的情况，然后才开始

大人的谈话。后来我父亲肺病严重发作，

才不得不离开清华的工作。

“一二·九”时期创办的
两份青年刊物

蒋南翔同志长期领导青年工作，他非

常重视通过办刊物来引导教育青年。在清

华学习期间，他就担任过《清华周刊》的

主编，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深受同学们

欢迎。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我父亲

还协助蒋南翔创办了党领导的青年刊物

《北方青年》和《战时青年》。

1937年4月，北平地下党学委创办机

关刊物《北方青年》，由学委书记蒋南

翔任主编。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学

诚派何礼（何维登）去协助筹办，并担任

该刊物的公开代表人。该刊物具有较强的

战斗性，在发动全民抗战还是单纯依靠

政府抗战等原则问题上，坚持了共产党

的正确主张。同时与进步教授

吴承仕、张申府、杨秀峰等相

配合，提倡“新启蒙运动”，

对推动北方文教界的救亡运动

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北方青

年》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两类

文章，一组文章是当时学生们

普遍关注的“一二·九”爱国学

生运动和时事评论，体现了刊

物的政治导向；另一组文章是

关于体育和健康问题，可见这

也是当时学生们普遍关注的问

题。涉及体育和健康的文章有三篇，分别

是马约翰先生写的《青年训练问题》，我

父亲在南京中学和清华的同窗好友薛公绰

写的《论民族健康》，以及我父亲写的

《我的运动经验谈》。创刊号发什么文章

应该都是主编精心选择的，说明蒋南翔同

志在学生时代就认识到体育对青年健康成

长和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后来他当清华

校长时提出“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的口号，绝不是偶然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南翔和我父

亲奉党组织指示一同南下，继续开展青年

工作。在武汉期间，我父亲筹办了中共长

政协一届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代表团合影，1 排

左起：梅益、荣高棠、曹禺、范小凤、龚澎、董昕、杨文，

2排左起：徐盈、杨涤生、廖承志、何礼、何其芳、钱三强、

吴晗

《北方青年》创刊号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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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局（后改为南方局）秘密领导的公开刊

物《战时青年》，中共全国学联党团书记

蒋南翔任主编，我父亲何礼（使用表字仲

觉）是编辑、发行人兼社长。该刊物又

作为全国学联的对外公开刊物，1938年

1月10日创刊。创刊号序言说：“现在中

国的青年，被时代课负着一副逾量的重

担，肩头上压着重负的青年们现在应该怎

样认清世界？怎样生活？怎样学习？怎样

战斗？是特别需要研究的。不然，将不

能在这个险恶的时期内挑得起肩上的重

担。”说明办刊的宗旨都是当时青年们

最关心的问题。作为“青年们自己的园

地”,《战时青年》刊登的内容大体有两

类。一类反映青年人的思想现状和问题，

“一切青年朋友们能在这块园地里，独立

地发表自己的思想，充分地讨论各种问

题，互相交换一切工作的经验和批判”。

另一类则为青年“经常介绍一点各方领袖

的文章给读者参考，使青年朋友们可以有

机会聆悉领导着中国现社会的一切前辈们

的意见和指示”。如创刊号上曾刊登周恩

来的《现阶段青年运动之性质及任务》，

也刊登过叶剑英、张申府、宋庆龄、何香

凝、沈钧儒、马寅初等各界领导人的文

章。《战时青年》内容丰富, 有短评、译

文、信件、书评、人物介绍、木刻版画、

漫画、现代诗和爱国歌曲等，在宣传和组

织大后方青年运动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

作用，影响较大。当时的《战时青年》社

不仅出刊物，还成为南方局青委和八路军

办事处同广大青年加强联系的联络点，通

过这里向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

据地输送了不少青年学生和干部。当年杨

学诚去新四军之前，就是同蒋南翔和我父

亲一起商议准备工作的。

蒋南翔同志在办刊物的过程中，非常

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我母亲郑延的成长

就得到他的鼓励和指导。我母亲考入西南

联大后，观察到学校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写了一篇题为《西南联大生活拾零》的

文章，登在联大的《腊月》壁报上，在同

学中引起反响，她听好友陈琏说还上了三

青团的黑名单。我父亲当时任中共云南省

工委青委书记，直接领导西南联大的地下

党组织。他将文章寄给了蒋南翔，并告知

和我母亲订婚的消息。很快蒋南翔同志就

回了信说：“文章已交给《战时青年》发

表，小郑很能写，你要好好培养。” 并

对我父母的结合表示祝贺。我母亲的文章

第一次在有影响的正式刊物上发表，受到

很大鼓励。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母亲

曾担任哈尔滨道里区委宣传部长，她通

过采访为前线军队制作衣被的妇女们，写

了一篇《絮行战线的妇女》的长篇报道。

蒋南翔同志时任东北局党报委员会秘书

长，他亲自为这篇报道写了按语：“这是

描写哈尔滨道里区絮行工作的一篇生动的

通讯。从这篇通讯中，不但可以看到中国

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如何受到后

方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所以能够所向无

《战时青年》创刊号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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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而且可以看到这些旧社会连个名字也

没有的被欺凌被压迫的妇女，在中国共产

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都能

充分地发挥她们的才能力量，成为英雄

模范。”这篇文章登在1949年1月12日的

《东北日报》上，为此哈尔滨市委书记张

平化同志还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表扬了这篇

文章。蒋南翔同志的按语给我母亲很大的

鼓励，是她心中永远难忘的纪念。应该说

我母亲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与东北解放

战争时期和团中央成立初期蒋南翔同志对

她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从深入实际

敏锐观察社会中的问题，继而用正确的观

点和方法去分析阐述问题，直到良好的文

笔文风，我母亲都受到蒋南翔同志很大的

影响，这是我母亲生前多次说过的。前不

久，我母亲当年的这两篇文章和蒋南翔同

志按语的原版复印件，都被西南联大博物

馆的龙美光老师找到了。时隔七八十年，

看到当年蒋伯伯主办的报刊上刊登的我母

亲的文章的原貌，真是感慨不已，那是他

们为建立新中国而忘我奋斗的青年时代的

历史印记啊！

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勇于提出
不同意见的典范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南

方局安排蒋南翔和我父亲先后撤回延安，

在中央青委共同负责大后方工作组工作。

延安整风后期，某位高层领导到中央青委

贯彻康生的“抢救运动”精神，因为我

父亲在云南从事过隐蔽战线工作，就被无

端地怀疑成特务而被斗争和审查。蒋南翔

对我父亲很了解，我父亲去云南工作就是

他向南方局建议的，他坚持实事求是，反

对这样的做法，不因领导中央青委运动的

人地位高就随大流。他根据了解的许多事

实，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

书》，对审干中采取群众斗争方式的错误

与危害，以及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偏向，大

胆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后来党中央纠正了

“抢救运动”的错误，我父亲也得到了平

反。从蒋南翔同志的意见书可以看出，他

是我们党内较早认识到在审干和知识分子

等工作中“左”的倾向的危害的高级干

部，而这种错误后来又一再出现。直到

“文革”后，党内才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蒋

南翔同志当年所提意见的正确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内

战。党中央针锋相对，派遣大批干部和部

队到东北去建立根据地。任弼时同志向

中央建议派得力干部去东北开辟青年工

作，为此，中央青委常委蒋南翔负责组建

“五四工作队”，我父亲奉命调集各单位

干部九十余人，1945年10月从延安出发，

历时三个多月到达东北。那时我和蒋伯伯

的儿子延东都在母腹之中，也随队长征，

过封锁线，翻越恒山，到东北才出生。当

时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胜负未决，哈尔

滨是解放区唯一的大城市，但这里的青年

思想混乱，面临着选择什么政治方向、走

什么道路的问题。教育他们摆脱对国民党

的盲目正统观念，引导他们跟共产党走革

命的道路，培养大批本地的青年干部，对

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意义重大。1946

年冬快放寒假时，战争形势紧迫，学校要

做“长期打算、随时撤走”的准备。在哈

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市教育局长蒋南翔同

志领导下，开办了“哈尔滨市大中学生寒

假补习班”，蒋南翔任班主任，何礼任副

主任。把大中学生中初期的积极分子共

五百多人，集中起来学习。着重进行形势



纪念蒋南翔校长诞辰110周年

清华校友通讯116

教育，分析解放战争前途，解决对土改问

题的认识等，蒋南翔和何礼亲自上课。通

过学习，学生的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在

国民党尚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多数学

生决心跟共产党走，体现了教育工作的成

效。蒋南翔还创办了青干校并担任校长，

为党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许多干部后来

成为东北三省的省市领导。在青年工作

中，特别注意了思想自由的原则，引导青

年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通过学习、讨

论、辩论逐步提高认识，以理服人；注意

采取适合青年人的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方

法，把政治学习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结

合起来，开展体育、歌咏、新秧歌等竞赛

活动；在松花江的太阳岛上举办夏令营，

创办“青年之家”，寓教育于活动之中。

解放战争时期蒋南翔领导的哈尔滨青年工

作是一个典范，创造性地完成了党中央交

给“五四工作队”的任务。

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教

育工作会议时，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东

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

某些同志和东北大学

校长推崇北满一些中

学组织贫雇农出身的

学生斗争地富子弟的

“经验”，批评哈尔

滨市“团结教育青年

一代”的方针是“右

倾”，一些学校发生

了殴打、遣送地富子

弟回乡的事情。我父

亲时任哈尔滨市教委

书记 ,  在蒋南翔同志

领导和支持下 ,坚决

顶住了这种极“左”

的错误。蒋南翔同志并向东北局领导王稼

祥、凯丰陈述意见，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

持，使哈尔滨市各大中学校免于遭受一场

灾难性的破坏。1948年1月，中共东北局

正式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纠正

了当时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观

点，结束了这场争论。

1964年，中宣部向北京大学派出社教

工作组，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全盘否

定陆平同志为首的北大校领导。蒋南翔不

赞成这些极“左”的做法，但是他不便于

直接干预中宣部工作组的工作，希望了解

更多的情况，以便向中央书记处反映他的

意见。当时中宣部要求高教部推荐一些高

校的领导参加社教工作组的工作，于是他

动员我父亲参加，因为我父亲是陆平同志

熟悉和信任的人，能够更好地沟通情况。

但是我父亲刚调到吉林大学，工作刚刚开

展，不想去蹚北大社教的浑水。蒋南翔

对我父亲说，这件事涉及到对全国高等教

育工作的评价，是方向性的问题，比一个

1985 年哈尔滨青干校一期学员合影，前排右 8蒋南翔、右 9何礼、

右 10 郑延



纪念蒋南翔校长诞辰110周年

2023年（秋） 117

学校的局部工作更重要，说服我父亲参加

了北大社教工作。后来蒋南翔向中央书记

处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体现了他的独立思

考、实事求是和政治敏锐性。

1980年我回清华进修，去看望何东昌

同志，他告诉我正在帮蒋南翔准备向中央

书记处汇报的材料。鉴于“文革”对高等

教育造成严重破坏和科技发展落后于西

方，社会舆论和中央高层都有人主张优先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蒋南翔重新担任教育

部长，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但是他经过冷

静的思考，主张各级各类教育还是要从中

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按比例均衡地发展。

并以建国后几次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展高

等教育，造成大起大落的事例，向中央陈

述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听说他的意见没有

被采纳，因此离开了教育部，王震同志邀

请他去中央党校担任第一副校长。

以上仅就我所知道的一些事例可以看

出，蒋南翔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一

贯地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从不盲从和跟风，即使和上级领导的

意见不一致，也勇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看

法，这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非

常难能可贵的品质，历史会为他对许多问

题的看法和主张做出公正的评价。

南翔同志和党校教育正规化
○辛守良

南翔同志是我国青年运动的领导人，

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人

生历程的晚年，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度过

的，他作为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协助校

长王震同志，为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不倦

工作、呕心沥血，对党校事业发展作出了

重大贡献。

我和南翔同志有直接接触是我调到

蒋南翔同志 1985 年 5 月 30 日于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办公室副主任，后

任主任，在他领导下负责全校教学的组

织、运行和管理工作。期间我受到他多方

面的指导和教育，受益终生。

1984年，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找我谈

话，说要调我到中央党校工作，通知我按

约定时间到中央党校主楼与蒋南翔同志

见面。党校是一个十分神圣的学府，我去

工作不知能否胜任，有点犹豫。到党校见

南翔同志时，党校副教育长兼教务办公室

主任邢家鲤同志在座。南翔同志非常和蔼

可亲，他先问了一些我的基本情况，然后

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党校教育要实行正规

化，需要借鉴北京大学一些经验，想调你

来党校负责教学组织管理。他以商量的口

气，要我想一想做出回答。第一次见面，

南翔同志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很快做出

决定，来到中央党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