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为建设新型重工业大学而奋斗 

——辗转华北办学时期和曾毅的办学思想 
 

1945 年底至 1951 年底六年时间，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办学历史上

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学校由延安时期为抗战建国服务转变为

新中国重工业建设服务；由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建第一所理工科大学转

变为新中国新型重工业大学，也是新中国第一所部属高等院校—华北

大学工学院；由延安时期特殊情况下的办学逐渐转变为在北京的华北

大学工学院时期的正规化办学。这一历史转变，既是办学方针、培养

目标、办学规模的一系列转变，也是新中国建立前后高等教育事业迅

速发展的历史见证。 

一、辗转华北，坚持办学（1945 年 11 月——1948 年 8月） 

日寇投降后，全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45 年中共中央部

署延安大学的三大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行政学

院向东北战略转移。自然科学院迁到华北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几易

校名，先后称为自然科学院——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晋察冀

工业交通学院预科——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华北大学工学院。 

辗转华北办学时期的指导思想：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建设新中

国培养各种科技专门人才，革命和建设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

才。 

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1946 年 1月——1946 年 11 月） 

1945 年 11 月 15 日，自然科学院师生 100 多人从延安出发，沿黄

河行进，经过雁北，向东北迁移。1945 年底学院迁移至张家口。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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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1948 年 1月——1948 年 8月） 

1947 年底，晋察冀工业交通学院的预科班搬到河北井陉，设机

电、化工、工厂管理等学科。后改名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任命王甲

纲为校长。 

 
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工学院（1946 年 4 月----1948 年 8 月） 

1945 年底自然科学院辗转华北办学的同时，晋冀

鲁豫边区于 1946 年初成立北方大学。其中，北方大

学工学院于 1946 年 4 月 28 日正式成立。院长（主

任）陈唯实，副院长（副主任）高锡金。 

北方大学工学院贯彻执行北方大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办

学宗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实事求是”的校风。主要培

养有关发展边区经济和军工生产的普通工程技术人才。工学院设土

木、机械、电机、化工、矿冶等科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学院

的教育方针调整为：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边区建设的实际需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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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短期培养理论结合实际的中下级工程技术干部为办学方向。学院建

有理化实验室，能做 18 个化学实验、

10 个物理实验。建有实习工厂，可

制作和生产甘油、香皂、煤油、黑漆

等。在专业教育上贯彻“少而精”的

原则，刘大年、

陈唯实、曾毅先后主持

学院日常工作。 

随着战争和时局的

变化，北方大学工学院

多次转移办学。 

二、创建华北大学工学院（1948 年 9月——1951 年 12 月） 

这一时期是我国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新中国成立的历史

重大转折时期，也是我校历史上的重

要转变时期。华北大学工学院的创建

标志着我校办学逐步走向正规。 

1．华北大学工学院的成立 

1948 年 8月，晋察冀的华北联合大学与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

改名华北大学。同年 9月，北方大学工学院与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在

河北井陉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工学院。刘再生任院长，恽子强、曾毅为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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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1 月由恽子强代院长。学院设秘书室、教务处，总务科。

设有机电班、化工班、土木班、大学班、大学专修班等。 

 

 

 

 

2．学校迁京，中法大学部分并入 

1949 年 7 月中央决定华北大学工学院迁移北京。1949 年 12 月华

北大学工学院迁至北京的南锣鼓巷和东四钱粮胡同 13号。 

1949 年 10 月 1日华北大学工学院师生参加了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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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9月，中法大学校本部和数理化三系并入华北大学工学院。

其他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中法大学的校舍、实验室、

礼堂、图书馆、仪器设备等设施归华

北大学工学院使用。当时中法大学有

111 名学生，教师 18 人（教授 10 人），

职员 25 人，工友 25 人，教辅人员 3

人同时并入。 

中法大学的并入有效地缓解了学院迁入北平后缺乏校舍、实验室、

图书馆等困难，显著增强了华北大学工学院的办学实力。一些教师的

加入加强了师资力量，尤其是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为学校的正规化

建设提供了条件。 

三、华北大学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特色和办学实践 

1．华北大学工学院的办学宗旨 

1949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成立，华北大学工学院直属

重工业部领导，成为新中国第一所部属高等院校。此时，学院的主要

任务就是紧密地适应新中国重工业建设的需要，担负起培养重工业建

设人才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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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这个新的形势和任务，

学院在总结解放区教育工作经

验的基础上，吸收办学中有用的

经验，特别是借鉴苏联教育建设

的先进经验，联系新中国的实

际，制定了华大工学院办学的方

针。华大工学院的办学宗旨：“以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精神，培养具

有高度理论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

事新民主主义重工业建设的高级工程干部”。这一办学宗旨体现了明

确的教育目的，规定了华大工学院的教育方向，对其教育制度、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起着指导作用。 

2．适应国家需要，抓紧建设重工业大学的科系 

华大工学院进入北平前主要是为解放战争服务，所设置的机械、机

电、化工、土木、冶金

等班级，都是按当时军

工生产所需要而设置

的，谈不上正规化的科

系设置，更不能适应重工业建设的要求。为此，一方面发扬解放区的

办学经验，先办一些专修班，如调整扩大冶金专修班的招生，创办物

理探矿培训班，开办俄文专修科等；另一方面，加速筹建新中国自己

的重工业专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 1949 年底向国家提出了创办新型的正规



 

8 
 

化的重工业大学及其科系设置的报告。1950 年全国第一次高教会议

后，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华大工

学院设立了学制为五年的7个本科系，

并于 1950 年暑假招生。这 7个本科系

是：机器制造工程学系、内燃机工程

学系、航空工程学系、汽车工程学系、

电机制造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钢铁冶金工

程学系，还有附设于系的机械、电机、有色冶金、

采矿专修科和独立的俄文专修科。1951 年 8月，

又将内燃机工程学系与汽车工程学系合并为汽车

工程学系，钢铁冶金工程学系改为冶金工程学系，

并增设采矿工程学系及化工专修科。 

3．采用紧急招聘等措施，迅速扩大师资队伍 

学院通过延聘、登报招聘及请教育部分配大学毕业生等措施，到

1951 年 10 月，全院教师迅速发展

到 213 人(其中教授 65 人，副教授

24 人)，是 1949 年初 18 名教师(包

括专任和兼任)的 11．8倍。其中有

不少教学经验丰富、学术造诣很深

的老教师，如留法理化科学博士、曾任北平研究院化学所所长的化学

家周发岐教授，早年留学法国、曾任长春大学校长的数学力学家张冀

军教授，早年留学德国、曾任重庆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校校长的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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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程专家胡庶华教授，留法理学博士、曾任北洋大学理学院院长的

数学家陈荩民教授，留法理学博士、曾任西北大学理学院院长的数学

力学家赵进义教授，留美科学博士、北京大学的机械工程专家王俊奎

教授，法国理论物理学国家博士、中法大学的物理学家马士修教授，

等建国初期回国的学者如丁儆、颜鸣皋、吴大昌、王发庆等。 

还有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中年教师以及刚从学校毕业的优秀青年

教师。这支教师队伍的主要特点是：思想进步，有志教育革新；具有

各自的教育科研经验与风格；其中留学回国的中青年学者带回了国外

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与先进的教育管理经验。学院重视基础科学的教

学与研究，其数学、物理学科的教授阵

容与当时全国其他工科院校相比是很强

的，是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师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

家按研究生班方式培养的学术骨干。 

4．努力扩充建设校舍和各项设施，解决扩大招生的急需 

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区大批机关、单位进京，中央和北京市机

关陆续建立，因而用房十分紧张。华大

工学院进京最初阶段借用了原中法大

学在南锣鼓巷的校舍和各处租用的平

房上课，仅有校舍 168 间，约 2 400

平方米。1949 年 12 月，学校购置民房，

加上重工业部暂时拨借的房舍，增到 388 间约 5 800 平方米，学校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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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钱粮胡同办公。到 1950 年 10 月，将原中法大学教室、办公室、实

验室、图书馆、礼堂共 603 间约 9 000 平方米移交华大工学院，至此，

华大工学院从进城时没有校舍发展到共有校舍 2 000 间约 30 000 平

方米，暂时满足了需要。校部迁入原中法大学教学大楼办公。在一年

多的时间里，学校三度搬迁。到 1951 年 10 月，根据华大工学院发展

规划，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北京西郊车道沟先行征地 124 亩，

开始建设新的校区。 

5．高度重视图书馆、实验室和实习基地的建设 

    在办学过程中，学院重视实践，

重视学术。学院认为：培养工程技

术干部，实践教学是整个教学过程

中的重要环节，必须十分重视图书

馆和实验室、实习基地的建设。 

学院在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教师、实验技术人员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优良传统，又得到重工业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华大工学院对实

验室、实习工厂的基本要求是：“水平先进，数量足用。”实验室建设

的原则是：“原有实验室尚足用者，充分发挥其作用；原有实验室规

模不足者，迅速扩充；急需新建的实验室，大力建设。”在仪器设备

的添置上，采取自行研制、市场采购、工厂调拨、国外订货多方进行

的办法。第一，原中法大学理学院并入华大工学院，物理和化学实验

室充分发挥了作用，并重点扩充了电磁学、光学和近代物理部分。第

二，1951 年 3月，重工业部同意将北京机器总厂的一分厂经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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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华大工学院的实习工厂。同年下半年，学校向苏联、东欧各国订

购的精密、专用机床和仪器陆续到货，装备了实习工厂。当时正处于

经济恢复时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设备添置费，除由中央财经委员

会拨款以外，另

由重工业部从

部长基金中拨

出一半作为工

业教育的费用，其中大部分用在华大工学院。这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

建设新型重工业大学的高度重视。第三，大力建设新的实验室，如新

建的热工实验室、电机实验室、金相与热处理实验室、材料实验室等，

在当时工科院校中具有自己的特色。到 1952 年，华大工学院固定资

产增加到 553 万元。 

四、曾毅的办学思想 

在组建华大工学院、创办新型重工业大学的过程中，主持华北大

学工学院领导工作的曾毅副院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时代需

要的办学思想。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特色，是解放区办学思想的继承和

发扬，许多方面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1．为建设新中国而刻苦学习 

 为迎接全国解放，办好新型高等工业大学，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培养人才，学院在曾毅的主持下，以解放区工业教育经验为基础，针

对如何建设新型高等工科院校的教育制度及领导方法，以及如何在新

条件下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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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学习。1948 年 7 月，曾毅在北方大学工学院全体会

议上作了关于学习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提出一个革命者和革

命干部必须具备的条件以及如何

进行政治学习等问题，特别强调

了要读书，要系统学习政治理论，

同时也应学习文化知识。他说：

“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是要搞

建设的。搞建设光有热情是不行的，必须有知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

划开始不久，斯大林就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而又引

以自夸的愚昧现象。”  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人们当

然为胜利所鼓舞，但曾毅预见到了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因而对干部

和学员及时地提出了学习问题，要求大家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

知识，掌握从事经济建设的本领。应该说这是曾毅的远见。曾毅以身

作则，一面工作，一面埋头钻研，他的基本指导思想不久就为师生所

拥护和理解。 

 第二，加强学生的专业技术教育与训练。为了迎接新中国的经济

建设，曾毅在进城前就对教学工作进行了调整和部署，在发扬党的思

想政治工作传统和促进团结进步的基础上，把重点转移到加强各科系

学生的专业技术教育与训练上。曾毅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

展系统的理论学习，反对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强调在教学中要注重

科学内容的系统性、严密性，并在学生中提出“学习业务是学生的主

要政治任务”。在继续抓好必要的短期培训，随时为新解放城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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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干部的同时，曾毅亲手组建了一些有长期教学计划的班组，进行

系统的培养教育，作为积累正规工业教育经验的试点。 

 实践证明，曾毅倡导认真学习，调整教学工作是及时的、正确的，

为华大工学院进城后迈向新型的高等学校创造了有利条件。 

  2．贯彻教学三原则 

 1950 年，曾毅在总结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华北解放区办学经验的

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实际，系统地提出了华大工学院的教学三原则，

即“理论与实际一致”、“政治与技术结合”、“通才与专才结合”，并

作为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加以积极贯彻。 

  第一，关于“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曾毅认为理论与实际

一致应从两方面来规定：第一是教学内容上的一致，第二是教学方法

上的一致。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曾毅强调“与生产部门建立紧密的

联系”，根据新中国工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来确定课程内容。以当年的

机器制造工程学系为例，在制造方面包括各种“熔融、塑性及切削加

工的理论与生产设备的运用，连续生产过程的工具设计、操作计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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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为中心”。在设计方面，要以“工具机设计为重点，高年级

分工具机设计组、生产工程组以及铸

造、锻造或热处理等工程组”。这不

仅适应机器制造工业的需要，也反映

机器制造工业的生产发展水平。为了

达到第二个目的，曾毅强调要采取

“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的方法”。在教学时，他总是向学生指出：

“科学的规律如何存在于实际事物之中而与之相联系，只是为了研究

方便起见，才把规律从实际事物中分离出来而使之成为独立的科学，

因为任何科学原则都不是偶然地由空想所产生的，而是由实际生活，

由实践产生的。”他提出，更进一步还要给学生树立一个明确的观念：

“我们学习不是为科学而学科学，不能停留在认识世界的阶段，我们

学科学是为了发展工业，为了提高生产。”为此，不仅要有很好的课

程内容，还要十分重视工厂实习、科学实验、工程设计等实践环节，

以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去促进工业的发展与

生产的提高。 

  第二，关于“政治与技术结合”的原则。曾毅曾明确提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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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学习技术是为了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学习政治是为了正确地指

导所学技术的运用和发挥”。他强调“既重视政治学习，也重视技术

学习”。曾毅首先提出对政治学习和政治教育进行改革，改变了突击

学习的做法，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时事

学习及其他政治学习和活动，使学生的认识逐渐提高”。 

曾毅亲自聘请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杨一之教授于 1950 年暑

假后在全院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其后中国

人民大学的教师授课。我校在 1952 年暑假后正式成立马列主义教研

室并开出《中共党史》、《联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三门政治理论

课，是当时工科院校中较早较系统地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

的高校。曾毅还强调，不仅要学习书本，还要结合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实践，实行教学、政治理论与党的工作结合。学院不仅建立了政治教

研组，还组建了以教务处长为负责人的“政治教学委员会”，以审查

政治课的教学计划及课程内容，研究分析教学效果，研究如何改进教

学方法，努力做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 

  第三，关于“通才与专才结合”的原则。曾毅主张一个好的专

家，“必须有广泛科学理论知识，同时要在这个基础上成为特定技术

方面的专家”。没有“博”的基础就不可能

有“高”的专家，因为自然现象是互相联

系的，解决任何一个专门问题常常牵连到

很多别的问题。为此，华大工学院的培养

目标“既重视基础科学理论的系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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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使学生掌握适应科学技术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这样培养

出来的学生“既能迅速适应岗位的工作，又具有发展的潜力”，才能

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3．新型学校办学理念和思路 

 华大工学院作为一所新型大学，其办学理念归纳为： 

 第一，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人而不是教书。教授是根据学生的程

度和以后的需要编讲义，调整进度。在

曾毅的倡导下，在华大工学院教师中形

成一种共识，就是以“教人”为任务，

而不仅是以“教书”为任务。“教书”

只是把书本知识课堂上讲授完成，是否

合乎学生情况，是否能被学生接受，教师是不必关心的；而“教人”

是使所教课程为学生所掌握，并能使学生从所学的理论解决实际问

题，从实践的经验做理论的推广。 

第二，要“以教授为中心，其他都是围绕此中心的配合性工作”。

曾毅对这一提法的理解是：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而学生又是

由教授们直接培养的，因而学校工作应“以教授为中心”。 “以教授

为中心”的思想内涵为：(1)说明教授在学校中的地位，以树立教授

对教学工作之责任感；(2)加强教授对学校办学方针及发展的了解，

以增强教授对学校的主人翁责任感；(3)学校中的大事要与教授商议，

在专门问题上尊重他们的意见；(4)全院人员应树立尊敬教授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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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切课程都要编写中文讲义。在旧中国，“大学里用外国文，

讲外国书，书上的材料是外国的，所联系的实际也是外国的”。这种

现象“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曾毅主张“要

把从外国学来的科学移植到中国的土壤

上”，用本民族文字编写教材讲义，使“从

外国学来的科学中国化”，才有利于中国教

师总结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

曾毅同志要求编写中文讲义，“第一要做到内容联系实际”，“第二表

现方法要精简”，“第三材料的组织要合乎逻辑”。曾毅的主张和要求

得到广大教师的赞扬和支持，教师们以高度的自觉性和意志力，编写

了大量中文教材，在全国工科院校中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 

 第四，建立了学习“辅导答疑制度”。每门课程的讲授和自学均

列入教学计划之中，曾毅要求在学生自

学时，教授与助教去指导他们学习，以

克服教与学脱节的现象。这也是一种教

学方式，它有利于学生对全课程的彻底

了解。当学生在学习课程，联系到相似

的问题时，能得到教师的指导。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们也能及

时改进教学方法，进而建立起尊师爱生的新型师生关系。这种方式运

用得当，可以引导和鼓励学生学好学业，有利于因材施教，有助于发

展学生的潜力。这一做法在当时的高校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4．团结依靠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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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毅在主持办学的过程中，一贯注意团结依靠知识分子： 

第一，把教师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与端正办学思想结合起来。1951

年，经马寅初发起，在京津地区高校中开展了以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

进步，改造高等教育为目的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曾毅于同年 4

月代表学院在全体教师大会上作

了关于学习问题的报告。根据当

时的形势，学院把学习政治的重

点放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上，

克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崇美、

亲美、恐美”思想，以实际行动

拥护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为了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各方

面工作中去，学院把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与转变客观主义思想结合起

来，克服业务与政治分家、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倾向，树立新中国主

人翁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掀

起了课程改革的高潮。 

 第二，倡导学术自由。考虑到华大工学院教授的不同经历与背景，

曾毅支持教授们在教学中融入个人的研究成果、教学经验，自成体系，

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教授上课时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教学思想与风

格。这有利于开拓学生的眼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这种

学术问题自由讨论，不同教学风格相互交融，对于青年教师的培养也

发挥了示范作用。 

第三，团结依靠知识分子办好学校。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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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及时推动学校各项建设工作，学院成立了

华大工学院建设委员会。委员会由 28 人组成，曾毅任委员会主席，

约占 70％的委员是来自教学第一线的知名教授。委员会下设各专门

委员会，如图书仪器委员会、机械实习工厂委员会等，还有各专门小

组，就学校的重大建设问题，直接听取教授的意见与建议，调动教授

们参与学校决策工作的积极性。当时学院 7个工程学系(专业组)和俄

文专修科、5 个院属公共基础课教研组、9 个系属教研组的负责人均

由本学科学术水平最高的教授担任。 

曾毅是这所新型重工业大学的开拓者当之无愧。 

结束语 

从延安自然科学院到辗转华北办学，直至华北大学工学院步入新

中国新型重工业大学的正规化办学，历时六载。无论在辗转华北，面

临异常艰苦的办学条件下，还是奉命迁入北京，面对百废待兴的困难

局面中，总有这样一批革命家、教育家，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继

承党的光荣传统，牢记一定要办好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

学的强烈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

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团结依靠广大党内外知识

分子，以惊人的毅力和胆识，克服困难，引导这所大学一步步走向成

功和胜利。在这个时期的办学道路上，恽子强、王甲纲、曾毅同志就

是突出的代表。 

曾毅简历 

曾毅(1908--1959)，河北省蠡县人。1929 年留学比利时，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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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旅比利时华侨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1932 年到法国并参加

法国共产党，曾任法国共产党巴黎中国语言组书记、反帝大同盟党团

书记、法国共产党中央殖民部中国分部委员。1937 年回国参加抗日

战争，历任八路军 129 师东纵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冀南公署实业

处副处长兼生产建设总局局长、邢台市委副书记。1947 年任北方大

学党总支书记、分党委副书记、副教务长、工学院副院长。1948 年

至 1951 年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1952 年至 1954 年

任北京工业学院副院长。后调任中央高教部教学指导司司长、中国科

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               

 

北理工校史馆筹备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