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熔炉：南方大学 

 

草棚传马列，熔炉炼真金。 

当年沐春风，难忘引路人。 

 

相信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干部对这首诗并不陌生。 

这座熔炉就是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在广州创办的南方大学。 

这座草棚就是给华南青年传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型教

室。 

南方大学创办于 1949 年 10 月，毛泽东主席命名，华南分局第

一书记叶剑英兼任校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唯实和革命家罗明担任

副校长，校址位于当时的广州市东郊石牌村原李宗仁总统府，也就是

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虽然今天已看不到南方大学的任何踪迹，但华师教育信息技术

学院前花园内竖立的叶剑英校长铜像，留住了当年的引路人，延续着

当年的沐春风，供校友缅怀，供世人铭记。 

南方大学继承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以“实

事求是”为学风，以“忠诚、团结、朴实、虚心、勤劳、勇敢”为校

风，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育、中国革命史教育

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类业务知识的教育，将他们培养成为革

命干部和建设人才。 

南方大学开办三年，于 1952 年 10 月随“院系调整”并入广东

革命干部学校。在这三年内，它招收了四期学员，近两万人，有远道

而来的归国华侨，也有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有原国民党军政人

员，也有中国共产党干部；有目不识丁的工人、农民，也有饱读诗书



的教授、学者；有积极进步的学生，也有追求光明的教师。 

他们汇聚革命熔炉，接受革命熏陶： 

他们学习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近代革命

史、党史、毛泽东思想等革命理论； 

他们掌握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忠诚与老实的学习态

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武器”等三大法宝； 

他们树立了辩证唯物观、阶级观、劳动观、群众观、组织观，

建立了革命人生观； 

他们服从组织安排，接受党的领导，奔赴各条战线，牢记“甘

当小学生”“甘当勤务员”，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青春，贡献了生

命。 

南方大学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 

它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播种机； 

南方大学的精神是值得传承的—— 

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宣言书。 

 

（图片来源：南方大学校友会、广东省档案馆编：《南方大学之光 校

史画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