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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学是在中国人民奋斗求解放即将取得伟大胜

利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所创建的一所特殊的

革命大学。1948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

在驻地宝丰县召开的“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上，中原军区

司令员刘伯承宣布中原大学在宝丰县肖旗乡大白庄村正

式成立。中共中央任命范文澜为中原大学校长（范此时担

任北方大学校长，后因其它原因未到任），潘梓年任副校长

（主持全面工作，后任校长），孟夫唐任教务长。

潘梓年到学校后不久，就多方积极筹办校报校刊，

认为这是一所学校必不可少的学习园地，也是大家交

流思想和学术观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

于是《中大生活》周报和《改造》刊物终于面世。为了将

进步青年迅速地培养、改造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潘梓

年专门在《改造》创刊号上撰写了《中原大学是这样一

所大学》一文，全面论述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他指出：

“中原大学，是适应目前的要求来办的一所大学。目前

中原人民最大、最高、最迫切的需要，是把革命进行到

底和迅速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原；具体地说，就是全

力支持大军南下过江，尽速恢复生产以至逐步发展生

产，中原大学的教育就要能满足这个需要。中原大学

的教育，就要能把一般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革命的知

识分子，以满足这个迫切的需要。”

中原大学正是在这一办学宗旨的指导下，活泼地创造

着战时教育、革命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其特点是：

一、学制短而灵活。学校是以学习政治，改造思想，改

造人生观，短期训练干部为目的的。学习时间一般为四个

月左右，也有因工作需要提前结业，奔赴前线或各地党政

机关。从中原大学1948年8月成立到同年底，先后有一、

二大队学员和研究班学员提前结业，189人被分配到中原

解放区和华东解放区党政机关工作。1949年4月初，解放

军渡江前夕又有500多名学员结业，奔赴渡江前线和各地

党政机关工作。

二、教育内容精简实用。学习期间，课程设置主要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在解放

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潘梓年

认为在教育青年知识分子过程中，要结合实际、解决问题

才会更加得力。因而在学校迁移开封后，他便提出增设

《科学社观》，其主要内容着重讲授“劳动创造世界”“五种

社会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等，这对学员

的思想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教学方式生动活泼。固定教员少，潘梓年就时常

请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领导给学员上课，作专题报告。教

材缺乏，除了千方百计求援外，他还组织一些有教学经验

的教员，吸取老解放区工作经验，总结自己的经验，整理编

印出一批教材及教学参考资料供学员使用。学员除了上

课、听报告外，学校还组织他们参加社会调查，召开小型座

谈会，总结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充分调动与发挥教、导、

学三方面的积极性。

中原大学建校初期，在潘梓年校长的正确领导下，学

校吸引了中原各地区的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前来报考，希望

能来中原大学学习。为了满足这些青年学生学习的愿望，

1948年11月中旬，中原大学在开封设立分校，开始招生。

12月下旬，学校由宝丰县整体迁往开封，暂住河南大学校

园。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中原大学南迁湖北

省武汉，8月上旬学校完成南迁。1950年9月，潘梓年由副

校长出任校长，并兼任学校分党委书记。1951年12月，潘

梓年调离中原大学。 来源：宝丰史志
潘梓年（1893-1972），江苏省宜兴县人，中国近代著

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斗士，潘汉年堂兄。创办了《新

华日报》，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因此被称为“中

共第一报人”。1948 年 12 月，潘梓年调任中原大学副校

长，1950年成为中原大学校长。

中原大学校长——潘梓年
在宝丰县中原解放纪

念馆将帅厅内，陈列着一

件木质折叠枕头，学名鲁

班枕。枕头长约40厘米，

宽约 10 厘米。这件枕头

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采

用整块木材雕凿而成，使

用时可自由调节高度和角

度，适应睡眠要求。这件

普通的枕头背后，有着一

段真挚的军民鱼水情。

故事还要从1948年5

月 26 日说起，那一天，刘

伯承、邓小平率中原军区

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进驻

宝丰县商酒务镇北张庄

村。为了做好司令部后勤

工作，组织上找到该村村

民张宝山（曾在地主家做

过厨师），让他在司令部为

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们

做饭，张宝山高兴地应下

了这个差事。在日复一日

的接触中，张宝山和司令

部将帅建立起了深厚的感

情。1948年11月，刘邓大

军即将奔赴淮海战场，警

卫员在收拾刘伯承随行物

品时，不经意间把这件枕

头掉在了床缝内。部队整

装待发之际，司令部厨师张宝山到刘司令员

住室查看，发现床缝里的枕头，就匆忙跑到车

场，拦住刘伯承司令员的车送还枕头。面对

老乡的殷殷之情，刘司令员激动地说:“这个

枕头，还是送给你吧！算是在宝丰留个纪

念”。获赠枕头后，张宝山视若珍宝，走到哪

里带到哪里，从不离身。时光荏苒，张宝山到

了古稀之年，弥留之际他反复嘱咐儿子，一定

要保存好这个枕头，如果有机会的话，捐献给

国家，因为他是刘司令员留下的……

2019年5月，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

令部旧址陈列馆开馆之际，为了见证那段难

忘的岁月，张宝山的儿子张洼斗主动捐献了

这个珍贵的枕头。如今，刘伯承元帅使用过

的这个枕头陈列在宝丰县中原解放纪念馆将

帅厅内，似乎在向观众诉说着那段如火如荼

的革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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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梓年为中原大学建校两周年纪念撰稿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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