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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演进的斑斓画卷
——评《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

王爱云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涌现了众多优秀的大学校长。学界聚焦担任

大学校长的著名人物，出版过个别大学校长的单人传记，但是一直没有把大学校长作为一个

群体进行研究。2023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出版了三卷本《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

（程斯辉、刘立德主编），收录了 47 位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的评传，首次为新中国大学校长书

写群英谱、塑造群英像，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

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既是教育人物、学术人物，又是政治人物、社会人物。这就决定了

为他们立传，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例如，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

传》，为担任过大学校长的马寅初、李达、吴玉章、刘伯承、陈望道等立传，其写法基本侧重

从政治方面为人物塑像，按照人物生平时间、分阶段记述他们的革命和建设活动、主要业绩和

主要思想，对于他们担任大学校长的经历往往一笔带过，并不特意展现他们在高等教育战线的

业绩和思想。《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则采取了不同写法，通常用少量篇幅简单回顾大学

校长的生平历程，着墨重点放在大学校长的办学主张、治校实践、对高等教育发展所作出的主

要贡献等方面，使大学校长作为教育人物的主要形象栩栩展现于读者面前。

更重要的是，通过《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读者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新中国高等教

育现代化的演进。《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上卷收录的 14 位大学校长，全部在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担任大学校长职务；中卷收录的 16 位大学校长，有 12 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担任大学校长职务，4 位担任大学校长职务的时间跨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下卷收录的 17 位大学校长，任职时间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跨越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自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90 年代，正

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奠基和开创时期，在这一时期任职的大学校长，是高等教育现代化

建设的实施者、实践者、亲历者。从这个意义来说，《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承载的不仅

是大学校长的人物传记，而且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读者可以从中了

解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奠基和开创时期丰富多彩的样态。

具体来说，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奠基和开创时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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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揭示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

教育建设具有为现实服务的突出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高等教育建设，“服从革命战争

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建设力求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为生产建设服务”。为

此，新中国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自 1952 年起进行院系调整，保留部分综合性大学，组建

很多专门性院校；同时全面开展教学改革，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新中

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中那些经历了上述教育重大变革的大学校长，都阐述了高等教育为国家

建设服务、培养国家建设所需人才的方针。例如，自 1951 年 5 月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

就院系调整指出：我们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对旧的教育制度采取重大变革，进行院

系调整，“使我们的教育能适合祖国需要，能更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人才”。a各大学根据国家

赋予的任务设置院系专业，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亟需的专业人才，基本满足了新中国“赶超战

略”现代化建设的人才需求。改革开放新时期，1983 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这对于高等教育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高等教育担负着为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为此，各大学进行改革，

加强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大学能够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积极性和能力。例如，钱伟长自 1983 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强调大学教育改革要拆

“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育与科研之间的墙，各系和各专业之间的墙，教育思想

上的墙），实施一系列改革举措，积极推进科学技术教育与人文社科教育相契合、学校发展与

社会服务相联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等，为我国重要经济中心上海及全国培养一系列人才。

二、明晰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人民立场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教育“为人民服务”的主张b，1950

年在教育建设方针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是人民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c高等教育也不

例外。也就是说，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伊始，人民教育就成为其彰显的鲜明的价值旨

归。例如，李达 1950 年正式上任湖南大学校长不久，就提出了“改造旧湖大，建设人民的新

湖大”的目标方向。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因人民而诞生、以人民而命名的新型正规

大学，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吴玉章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

长，在《人民大学校刊》发刊词中，要求学生与群众打成一片，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时期，

袁宝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仍然强调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学生毕

业后要为人民服务。因此，他要求学生在校期间注意了解社会，“了解将来为之服务的对象”，

号召学生到工农中去，到实践中去。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的利益

关切为重点。

a  程斯辉、刘立德主编：《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91 页。

bc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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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锚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方向决定成败，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走偏了，现代化事业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1953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生产水平要求它的建设者应是智德体美全面发

展的新人”a，号召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而努力。1954 年，又明确提出“教育性质是社会主义

的”b，大学、中学、小学都是社会主义的。为此，各级学校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学生成为

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保卫者，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新中国的诸多大学校长，皆把坚

持社会主义方向作为办学、治校根本方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统领学校各项工作，强调培养

“又红又专”的人才。1953 年担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坚定地认为新中国高等教育要坚持社

会主义方向，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要求高等教育造就“又红又专”的人才，

因此，学生政治觉悟落后于业务知识的矛盾要解决。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泛滥，对大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袁宝华临危受命，1985 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

宝华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当作“我国高等教育的首要问题”，要求从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教学改革、课程建设都要深入开展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教育，并将之作为大学的长期任务一以贯之。

四、确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心任务

质量是决定教育优劣的关键因素。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伊始，1955 年强调“以提高教育

质量，切实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中心任务”c。1960 年把“重点学校设置研究院，培养研

究生并进行科学研究”作为当时“提高教育质量，加速建立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和发展国家科

学事业的关键措施之一”。d1952—1966 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深刻指出：“我国长期

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问题，

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评价教育的成败优劣，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两个根本问

题解决得如何。”e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创办了一批高新技术专业，工程物理、工程化学、工程力

学、自动控制、计算机等专业后来都壮大起来，成为清华大学的半壁江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世界各国科技迅速发展。1958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倡议创办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把教育与科研密切结合起来，把理与工结合，把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当年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成立，郭沫若兼任校长，提出“红透专深”的办学指导思想，瞄准科技尖端设置学

科与专业，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尖端科技人才。

五、阐发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国际视野

新中国很多大学校长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了解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因此，在新中

国高等教育建设起步时，就以国际视野来办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帮助有需要的科

学家订购国外期刊，以及与国外科学机构、科学家建立学术联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提出了

ab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6、285 页。

cd 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研究室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98、257 页。

e 程斯辉、刘立德主编：《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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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十年内超过国内先进水平，进而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的奋斗目标，并引进了德国洪堡

创办柏林大学“将科研与教学并列为现代大学两大职能”的教育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则开设了

国际法、国际关系史等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提倡大学积极开展

国际学术交流，很多大学校长身体力行，向国际舞台迈进。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末，南京大

学校长匡亚明强调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办成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在他的倡导支持下，

南京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最早、最活跃的大学之一。其中 1951—

1956 年担任过南京大学校长的潘菽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他特别注意推进中国与

国际心理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协作，1980 年向第 22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提交论文，是新中国心理

学研究走上国际舞台的第一步；1982 年以英文在《国际心理学杂志》发表论文，第一次向国

际心理学界介绍中国心理学发展状况。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上马“211”工程和“985”工程，

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国际化而进行的战略决策。“211”工程和“985”工程倡导人之一——大连

工学院创始人屈伯川老校长，1983 年提出建设 50 所重点大学的建议就是对比分析了我国高校

与国际高校发展趋势的差距而提出的。正是始终坚持国际化视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

中培养了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由上可见，《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评传》对关注大学校长等教育人物传记的读者和关注高

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者而言，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杨  燕）

喜报：《教育史研究》入选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目录（2023—

2024），《教育史研究》（季刊）成功入选。该索引是反映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办刊成效的主要评价指标之一，

在学术界及期刊界具有重要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教育史研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人民教育出版

社编辑出版，是我国教育史学科唯一正式出版的学术期刊，也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会刊。自 2019 年正式

创刊以来，《教育史研究》始终恪守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办刊方向，坚持“总结教育历史经验，探索

教育演进规律，宣传教育事业成就，促进教育学术交流，推动教育史学研究，服务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办刊

宗旨，开设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史学、区域教育史、学校史、教育家研究、教育文献研究等主要栏

目，为我国教育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学术交流平台，对教育史这一传统学科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起到了良

好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此次入选既是对《教育史研究》五年来“沉潜学术，打造精品”办刊工作的充分肯定，又是未来工作的新起

点。今后，我们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给人教社老同志

的重要回信精神，继续致力于推动对中国教育史宝贵经验、优良传统和发展规律的总结、研究、宣传、展示，为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教育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思想资源，为加快构建中

国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历史借鉴，为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舆论氛围。

《教育史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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