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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多年前，来自延安

的革命火种照亮了城川的

夜空。1945年，在快要迎来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延安

民族学院迁址绥远省鄂托

克旗城川，这里从此成为培

养民族干部的红色摇篮。

“城川民族学院是陕

甘宁边区民族学院办学历

程中最后一个阶段的习惯

称谓。因民族学院师生习

惯按办学地点区分民族学

院的各个时期，早期在延

安办学时叫延安民族学

院，后期迁址城川后，就称

城川民族学院。”长期从事

党史研究、现任鄂尔多斯

市鄂托克前旗政协副主席

的于国强道出了“城川民

族学院”名称的由来。

延安民族学院是中国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在

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专门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高等

院校，创建于1941年9月，

1945年3月迁址城川，1949

年7月办学结束。它是中国

共产党研究民族理论，制定

和实施民族政策的重要机

构，在其近8年的办学过程

中，培养了数百名少数民族

干部和从事民族工作的汉

族干部，为中国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培

养民族干部的摇篮。

1938 年，中共中央召

开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用民

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

掀开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工

作新的一页。为落实民族政

策，创建少数民族自治区，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专门成

立了民族学院。延安民族学

院自 1941 年创立，共经历

了延安民族学院时期、延安

大学民族学院时期、三边公

学民族学院时期和城川民

族学院时期。在艰苦卓绝的

办学历程中，延安民族学院

培养出大批少数民族革命

英才，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形

成、实施和完善，为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延安民族学院后期为

何要从延安迁到内蒙古的

城川办学呢？

于国强给出了这样的

解答：“城川在近代史上是一

个蒙古族聚居地区，它同时

是陕甘宁边区伊克昭盟根据

地的领导中心，中共中央西

北局分管的伊克昭盟工作委

员会就设立在城川。伊克昭

盟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民族

工作试验区，陕甘宁边区政

府在城川设立了蒙民自治

区，所以将专门为建立新中

国培养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

干部专门学校——延安民

族学院迁到城川办学。”

于国强的讲述，把我

们带回到70多年前的那段

岁月。

1945 年，随着抗战胜

利的曙光即将来临，为了

适应伊克昭盟地区对民族

干部的大量需求和加强对

蒙古民族革命队伍的培

训，1945年2月，中共中央

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

决定将民族学院从定边迁

至中共伊克昭盟工委和城

川蒙民自治区所在地城

川，接受中共中央西北局、

陕甘宁边区政府、伊克昭

盟工委的共同领导。城川

时期的民族学院办学分为

两个阶段，1945 年 3 月在

城川开始的固定办学阶段

和 1946 年 11 月因内战爆

发进入的流动办学阶段。

民族学院迁至城川后，

由中共伊盟工委书记赵通

儒兼任学院主任，王铎任副

主任，薛向晨、宗群、彭达先

后任秘书长，宗群任教育处

处长，刘景平、阎清芳先后

任民族学院党总支书记。

迁址城川办学的民族

学院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

于伊克昭盟地区的蒙古族

青年和部分汉族青年。民族

学院在城川办学历程中学

员总数约百余人，先后开办

了5个班。在办学期间，民族

学院部分师生被抽调回延

安集中组成绥蒙干部大队，

开赴绥远、察哈尔、热河地区

开展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

民族学院的学习内容

以文化课和军事课为主，包

括蒙汉语文、数学、历史、地

理、音乐、美术、书法、体育、

政治教育、军事训练、战场救

护等。学院根据学生的具体

情况及形势变化和政治任务

要求，实行因材施教、因需施

教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

知识技能，树立其解放本民

族和解放全中国的远大理想

和战胜敌人的坚定决心。教

学更注重联系绥远地区的实

际，学员结合所学课程，深入

到蒙古族群众中去，对这个

地区的民族问题作调查研

究。同时民族学院师生利用

编排的文艺作品在蒙古族群

众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学

员利用天主堂礼拜天的时

间，给周边农牧民组织专场

演出，宣扬党的民族政策，讲

解抗日形势，增进了各民族

团结，让蒙古民族了解中国

共产党、了解八路军，使城川

周边的革命氛围十分浓厚，

共产党的各项工作得到当地

蒙古族群众的大力支持。

民族学院始终坚持将

教育和生产结合。全校师

生积极响应“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号召，排除万

难，为办学工作的顺利开

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此外，民族学院师生积

极投身城川蒙民自治区的建

设，广泛参与到城川蒙民自治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的民主

政权建设当中。在民族工作第

一线了解党的民族政策的推

行，了解政权建设的方方面

面，为日后开展民族工作积累

了宝贵经验，为城川蒙民自治

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1947年8月，靖边形势

恶化，民族学院东渡黄河到

达山西晋绥边区临县倪塔

沟办学。11月，民族学院返

回陕西绥德继续办学。1948

年春，为改善办学条件，民

族学院迁至吴起镇金佛坪

并编入三边干校，民族学院

的管理机构和教职员工在

伊克昭盟工委的领导下继

续在三边干校开展办学工

作。1949年7月，在伊盟工

委的指示下，民族学院的负

责人赵诚将民族学院所有

学员从陕西带回伊克昭盟

扎萨克旗安排工作，民族学

院教师队伍由中共中央西

北局安排工作，延安民族学

院办学历程结束。

回顾历史，在革命斗争

中曲折发展的延安民族学

院始终不忘初心。延安民族

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

第一所从事民族教育的高

等学府，同时也是中国共产

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重

要研究基地，是民族团结、民

族平等教育的实验田，是新

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民族院

校的前身，在中国革命史、近

现代教育史、中共党史、民族

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

2002 年，鄂托克前旗

在民族学院旧址上建立了

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

馆，承载着新的历史使命，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民族团结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和干部培训基地。

2017年，又在原址恢复

建立了城川民族干部学院，构

建起以“党性教育+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为主要内容

的课程体系，目前成为西北地

区一流的党性教育基地。

字体端正隽秀，内容

包罗万象，每个章节仔细

标注……在南京市雨花台

烈士纪念馆，邓中夏小学

时代的手抄课本常引得参

观者驻足称赞。

邓中夏出生于 1894

年，1920 年 10 月参加共产

党早期组织，后参与创办

上海大学、组织领导省港

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

的著名领导人，也是中国

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就义时年仅39岁。

相比昂首走向刑场、

视死如归的经历，大多数

人对邓中夏的“学霸”往事

并不熟悉。他以小学第一

名的成绩毕业，进入中学

后每门功课都位列全校前

三，得到“减免学费”的待

遇，直至考入北京大学，结

识了当时的北大经济学教

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即便是在那个信息传播不

便的年代，少年邓中夏的

手抄本竟然涵盖当时中国

疆域、水道、形势、海防等

各类知识，殊为难得。

“烈士，不仅有慨然赴

死的感人时刻，还有许多值

得后人学习的品质，比如热

爱读书。”南京市雨花台烈

士纪念馆馆长赵永艳说。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

提升理论修养，强调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骨子

里的“学习基因”，让百年

大党与时俱进、愈显年轻。

少年邓中夏的手抄课

本无疑是这种精神的生动

写照。

翻阅发黄的课本，一

笔一画、用心至极。这位湖

南的农村娃甚至早早放眼

全球，记述了许多国家的

地理和气候信息，比如写

下“柏林地纬与黑龙江同

度，三月尚冰雪。”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

无以成学。邓中夏读书不

局限于传统的四书五经，

而是涉猎广泛、胸怀世界。

在课本中，邓中夏标

注各个章节，并分类归纳

各部分内容，对其中出现

的错别字也一一在空白处

修改。如此严谨的习惯，无

疑为他在革命时期创办

《劳动者》周刊、创建工人

夜校打下坚实基础。

学贵有恒。邓中夏在长

期的艰苦斗争环境当中坚

持学习，甚至于他留给身陷

狱中妻子最后的书信还在

叮嘱要好好学习英语——

“每天应常学习不可

偷懒……我打算还替你选

购一批书籍寄来，你要知

道：牢狱是极好的研究室

呀！每天读书又可以消去

寂寞烦恼！”

乐观主义精神和如饥

似渴的学习态度跃然纸上。

在南京雨花英烈研究

会理事胡卓然看来，邓中

夏是“终身学习”的模范。

刻苦的学习精神、对优异

成绩的追求、严谨的学习

态度，成就了一位无产阶

级革命家和优秀学者。

如今，为向革命先驱

致敬，南京市雨花台区实

验 小 学 设 立“ 邓 中 夏 中

队”。孩子们来到纪念馆

时，都会被馆藏的手抄课

本深深打动。

头脑清醒，方能政治坚

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

环境，肩负繁重的改革发展

使命，如果没有坚持不懈的

学习，就难以在战胜风险和

挑战中持续前进。

“通过手抄课本能够

看出，无论什么时代，持之

以恒学习不可或缺，这正

是革命历史文物留给我们

的启示。”赵永艳说。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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