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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

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应该是对蒋南翔同志的客观评价。

今年是蒋南翔校长诞辰 110 周年，本刊聚焦蒋

校长对教育和清华的关注，以解读其“金句”的方

式来纪念他，希望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对于教育，蒋南翔在延安时期就有远大的抱负。

当时环境恶劣，教育完全服务于战争需要，的确难

以产生独立的教育体系。延安解放区办了几所中学，

党政领导不大考虑学生学习的系统与完整性，有的

学生才念初一，就被调出去工作，和办“抗大”“陕

公”类似，中学被办成了干部短训班，这使办学校

的人非常为难。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当时办得很有

名的南开中学为例，提出“南开中学论”：中学教

育要系统、完整，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让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

1952 年，中央决定对我国高校的院系进行调整，

并决定将清华改为工业大学，调蒋南翔担任校长。

他原来是清华中文系的毕业生，上任前他跟人说： 

“我边干边学，我去学成一个工业大学的普通学生

新中国的教育家蒋南翔

该可以吧。”当然，他是带着一肚子教育理想来清

华的。他一进清华就抓质量，包括教师质量和学生

质量。由于著名的“宝塔尖论”，在“文革”中他

被人无数次批判，甚至遭受人身攻击、谩骂，但他

至死不悔。他认为，要把好教授、好设备集中在一

起，努力培养好学生，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少数高级

人才。为此，要反对在教育上搞分散主义。为使学

生成才，他坚持大学要敢于“泻肚子”，不合格的

学生应该降级，他反对把工农速成中学生勉强塞进

大学。1956 年，在全国经济冒进的影响下，教育也

被要求加快速度。结果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直线上升，

从 1955 年的 9 .8 万人一下子跃升到 1956 年的 18 .5

万人。蒋校长感到这种不顾实际可能的大跃进必然

把高校教育拖进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于是和杨述、

宋硕联名写了《关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文，发表在 1956 年 8 月 30 日的《北京日报》上。

1959 年底后，蒋南翔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

组副书记，高教部部长、党委书记，仍兼任清华大

学校长、党委书记。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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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为蒋南翔题词 :“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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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吸收国外先进经验，联系

我国实际，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办学

道路。他重视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努力引进新的

科学技术，陆续在清华创建了原子能、自动控制等

多种尖端学科；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

育和政治思想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

的人才。

蒋校长在清华大学的探索和呕心沥血的工作，

丰富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影响和促进了高等教

育的发展，对改革我国教育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完善我国教育理论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应全国几十所高等

学校负责同志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提名蒋南翔同志任

教育部长，重返教育战线。这时正赶上高等教育的又

一次历史性的大跃进。他公开讲历史教训，反复申

明需要与可能必须统一，发展高等教育一定要量力

而行；从教育要为“四化”服务和办教育要符合中

国国情出发，提出有计划比例地发展教育事业的方

针。他还着力抓了普及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

工作，提出了“充实加强小学、整顿提高初中、调整

改革高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他主持起草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经五届人大常委

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

1982 年 8 月，蒋南翔从教育部被调到中央党

校，党校工作与他生平从事的青年工作和教育工作

不大一样，但他仍然坚持各级地方党委送来的党校

学生要加强文化课学习。他认为文化水平很低的党

员干部做不好党的工作，知识广博的党员干部才能

深入理解并贯彻好党的政策。他根据党的十二大对

党的干部进行培训的方针，系统地提出了党校教育

正规化的意见并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对中央党校

和全国各级地方党校的改革和建设，都起到了重要

的指导和推进作用，使党校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

陈云同志评价他：“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

献身党的事业。”

彭真同志评价他：“纪念蒋南翔同志发扬清

华大学理论联系实际攀登科学高峰促进社会主义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优良传统。”

1949 年 4月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

青年代表（右一为蒋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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