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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中轴线最北端，钟鼓楼的暮鼓晨
钟，于古都上空回荡了六百多年，敲打着每
一个时辰的到来。鼓楼前的老住户王静和她
的老街坊们一起，通过 《鼓楼静语》 公众号
这个平台，用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把
居住在鼓楼脚下的百姓生活、老街老胡同的
历史呈献给读者，分享着时间的故事。

“心中有一只金色的小鹿，那就是关于文
字的舞蹈。”2018 年立春之际，伴随着 《鼓
楼静语》 公众号的顺利开通，62 岁的王静，
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王静说：“过去上班时，
做过企业报编辑，平时就爱写点东西。退休后
看孙女，看孙子，好不容易孩子上学了上幼儿
园了，才又重新拾起自己的写作爱好。”

每天忙完了家务事，王静都会利用零散
时间打理 《鼓楼静语》 公众号。打开电脑，
整理一下文字和照片。登录邮箱，查看一下
有无网友投来新稿。打开手机，开启订阅号
后台，编辑稿件，修改文字，分段排版，插
入图片，添加音乐…此时的她，在鼓楼脚下
各个时段各个街区中徜徉，进入一种忘我的
工作状态。

在主编王静的打理下，平台上一篇 《走
进老照片——地安门、鼓楼前！》的文章吸引

了5.6万读者的阅读，写下了上百条留言。一
位在海外工作的老街坊，发现了 《鼓楼静
语》 的公众号，动笔写下了 《鼓楼前，我与
奶奶相伴的日子》，许多人留言分享，过去的
同学伙伴又联系上了。

笔者和王静取得了联系，相约去鼓楼走
走看看。王静还约了两位老街坊，一位是鼓楼
前辛安里胡同的“发小”姚记炒肝店的掌门人
姚燕，另一位是老街坊刘云舫。鼓楼生，鼓楼
长，这一带都是她们所熟悉的地方。

三位老人有备而来，身着便装，脚踏舒
适的运动鞋，走在这条老街上，从繁华的街
景中去寻觅老街的影像。“烟袋斜街北边是
洪吉纸店，电光纸、皱纹纸、作业纸，应
有尽有！”“记得泰麟粮店，用个大铁簸箕
盛粮食，上称后，底下拿口袋一接，面就
倒进了口袋里。”“对了，进门还有个卖酱油
醋的柜台……”

聊到鼓楼，聊到过去，聊到乡愁，老
人们的眼睛亮了起来，脸上透着兴奋的光
彩。跟着她们，笔者好像也一起进入了一
张泛黄的老照片之中，来往的游客渐渐隐
去，眼前的街景瞬间切换成了上个世纪六
七十年代。

刘云舫瞅见路旁石墩上坐着的一位老先
生很是眼熟，上前一问，发现竟是儿时玩
伴！聊起王静的公众号，立即有了共同话
题。“ 《鼓楼静语》，我知道啊，说的都是咱
鼓楼周边的事儿，爱看，每期都看。”

《记忆中的地安门中学的老师们》是与老
同学们击鼓传花般联系的开始，串起了一条
街半个世纪后的重逢；《鼓楼地安门什刹海留
言坊》 是供老街坊们忆旧留言寻友的平台，
重拾了这一带百姓生活的岁月时光。

晨钟暮鼓，是北京老城最醇厚的百姓记
忆。时间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鼓楼脚

下生命的欢歌代代相传。
王静，1956 年出生在北京鼓楼东大街

106 号一个大杂院里，那儿有她许多童年的
记忆。走到院门口，王静告诉笔者，这块空
地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那时的她是个六七
岁的小女孩儿，挺着胸脯带领全院的孩子玩
齐步走的游戏。队伍从街头走过，不断有孩
子加入，会越走越长。“一二一！一二一！”
那清脆的声音在公号的文字中从记忆深处被
呼唤了出来，传得很远很远。城市历史的剪
影、温暖亲切的记忆、充满烟火气的生活，
尽在其中。

2011 年，北京启动了中轴线申遗工作，
如今，进入关键时期。申遗名录文本已完
成，国家文物局已确定推荐北京中轴线作为
中国2024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北京中
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国
家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吕舟说：“北京中轴线申
遗 ， 引 发 市 民
广 泛 关 注 ， 大
家 积 极 参 与 到
保 护 中 来 ， 参
与 的 力 度 是 空
前的。”

王静——

在《鼓楼静语》里讲述鼓楼往事
詹天爱

王静在鼓楼下留影

红色基因

“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只要有志于
抗日救国皆可报考……”这是陕北公学招生简章中的一
段。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地
区、南方多省的高校或沦为日军兵营，或毁于轰炸，幸
存下来的高等院校寥寥无几，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重大
打击。

熊熊烽火中，中国共产党率先认识到了抗战教育的
重要性。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陕北
公学。一时间，海内外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潮水一般
纷纷涌向这座陕北小城。

年仅19岁的印尼华侨孔迈就是其中一位。为表示不
辞而别的歉疚和报效祖国的决心，在奔赴延安的路上，
他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寄给了母亲，照片背面写着：

“妈，把我献给祖国吧”。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刘春荣深有感

触。搜集校史资料时，她曾看到一篇儿子怀念母亲的文
章，里面写到其母珍藏的一枚陕北公学成立一周年纪
念章。得知这位校友给自己取名王世贻，刘春荣潸然
泪下：“贻，是赠送的意思。她也是把自己献给了祖
国啊！”

“天下人心归延安”。师生们的“开学第一课”，
就是亲身践行“劳动创造世界”。延安办学条件艰
苦，挖窑洞、筑讲台、修操场、建校舍，开荒、种
菜、打柴……都得自力更生。黄土高原上的乡亲们没
想到，新式学堂里的念书学生，这么爱劳动、这么能
吃苦。

为了保证陕北公学的师资，中共中央从国统区抽
调一大批知名学者、文化名人来校任教。创建不到半
年的时间，陕北公学就成为当时中国西北人才荟萃之
地。毛泽东同志曾先后10次到学校演讲，高度评价陕北
公学是“全中国的缩影”、是“一幅中国进步的缩图”。

陕北公学创新实行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办学
两年，共培养 6000 多名学生，吸收 3000 多名青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学员毕业后奔赴前线，在革命战争
的烈火中淬炼成长。

随着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1939 年 7 月 7 日，
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
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紧接着，
华北联大师生经过 3个多月长途跋涉，东渡黄河，穿越
敌人重兵把守，到达了晋察冀解放区。

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的年代，这毅然决然的“逆行”，走出了一条新路。抗
日战争期间，华北联合大学在残酷的敌后战场办学 6
年，培养干部逾万。

曾到华北联大考察的英国勋爵林迈可教授夫妇等认
为，在中国敌后方的根据地，有一批国内第一流的、著
名的学者、教授，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大学、同人民
一起战斗，这是历史的奇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革命精神。

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
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大批建设
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
础，合并中国政法大学，调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部分干
部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
专业知识的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一路走来，党创办的大
学随着党中央的搬迁而搬迁，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
密相连。

1950年 10月 3日，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 1号院，3000
名青年学生和校长吴玉章一起，在国家领导人刘少奇、
朱德等人的见证下，迎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首次开学典
礼。正可谓“新中国，新大学，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焕彩人文霞蔚，聚力风气云凝”。

党创办的学校虽几易其名、合并重建、辗转千里，
而办学初心不改、救国之志弥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
记张东刚表示，从造就“革命的先锋队”到“培养万千
建国干部”，从“战火中的大学”到“解放区最高学
府”，从“新国家的新大学”到“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中国人民大学从延河之畔一路走来，红色基因与
优良传统传承不息，始终不变的是“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展现了“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
人民”的精神品格。

社科重镇

“本科毕业后，我就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读研究生，从此跨进人大的校门，大半辈子时光都留在
这里。”“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高铭暄，今
年已94岁高龄。在人大的一方校园里，学生们偶尔还会
看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先生。殊不知，法学院学生的必
读书目《刑法学》，就是高老主编。

1954年，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留校任教的高铭
暄，被选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起草工作小组。这一起
草，就是25年。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获得通过

时，已是第38稿。高铭暄成为了参与全过程的唯一学者。
“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如今，高铭暄

仍然没有停下脚步，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生态保护……
他始终对新领域、新规范保持关注。他说：“学生们回
来看我时，说我的观点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
的大师。在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树人就是根本任务。

2018年10月，新修《清史》103卷105册3200万字终于
完成全部印制稿，正式提请验收。这项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大的学术文化工程之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是
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领衔主持。在

85岁时，戴老曾这样直抒胸怀：“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
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
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办新闻教育要时刻关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要
和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相结合。”到今天，96岁的中国
新闻史学科开拓者和奠基人方汉奇，仍在为构建中国特
色的新闻学知识体系高呼。70 岁学电脑，80 多岁开微
博，年近 90 岁玩微信，他说：“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
就是研究新闻史、教新闻史。”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中国人民大学注重人文社会
科学高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被誉为“我国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

回看华北大学成立的 8个专门研究室：中国历史研
究室，历史学家范文澜兼任主任；哲学研究室，哲学家
艾思奇兼任主任；中国语文研究室，语言文字学家吴玉
章兼任主任；国际法研究室，法学家何思敬任主任……
真是名家云集、大师荟萃。

再看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从建校初期的“八大
系”到孕育孵化一大批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
现代专业；从新中国法学、新闻学的第一位博士和第一
位外籍文科博士，到囊括“第一本中共党史教材”“第
一部马克思主义思想通史”“第一套哲学专业教材”等
在内的众多“第一”，中国人民大学在我国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独树一帜。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看来，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要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必须把根基深深扎
进中华文明沃土之中，把眼光牢牢投向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85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
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办学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办教
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

“先锋分子”

刚刚过去的暑假，许多人大学生收获了一堂教室之
外的必修课。

他们有的参与“千人百村”项目，蹲点河南省光山
县东岳村，把乡村振兴宏大命题变成咫尺实例；有的参
加“创新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聚焦环境治
理，为前沿问题补充“最优解”；有的跟随“案例中
国”项目，走进四川省泸县，从上百页的实践材料中，
总结出泸县宅基地改革的基层智慧……“学在人大，行
在中国”，这样的故事说不完。

“完成这些科研、实践项目时，我们尝试着亲近祖
国大地、捕捉课堂之外的世间百态，也直观地理解了中
国社会的治理逻辑、建设逻辑、发展逻辑。”去年毕业
后赴西部基层就业的校友徐贵荣，回忆起人大暑期社会
实践，依然心潮澎湃。

在校期间，人大学子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
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
脉搏；进入社会后，人大人用自己的躬身实践，为实事
求是、追求真理写下精彩注脚。

从改革开放初期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胡福明校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撰写《东方风来
满眼春》的陈锡添校友……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长贾
铁英发现，离校后，校友生活的城市、工作的行业等可
能都会改变，唯一不变的是在人大铸就的精神根基。

1937 年，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说：“要
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
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
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
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
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
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
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
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在中国人民大学，这段话被反复提起。
今天，新时代的中国，党和人民同样需要一大批这

样的先锋分子。无论身处天南海北、工作在千行百业，
奋进在新时代前列的昂扬精神，人大师生将始终保持。

不少人大人说，大家有一种相通的感受，就是在人
群中能精准识别出校友。“说不明白具体是什么，应该
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气质。”

实事求是，镌刻着这四个大字的校训石，矗立在学
校东门，已成为人大一景。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
型正规大学，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
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
大学、华北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注重人
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
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
旗帜”。

上午9时20分许，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党
委书记张东刚、校长刘伟陪同下，首先来到立德
楼，观摩思政课智慧教室现场教学。习近平同青
年学生一起就座，认真倾听并参与讨论，对学校
立足自身优势，不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
打造高精尖水平思政课的做法表示肯定。他强

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
作用，关键看重视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
不好。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
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
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
斗志。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
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希望人民大学绵绵用力，久久为
功，止于至善，为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提供

更多“金课”。也鼓励各地高校积极开展与中小
学思政课共建，共同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习近平勉励同学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勇当开路
先锋、争当事业闯将。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展设立于学校博物馆内。
习近平来到这里，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建设
发展和近年来教学科研成果等情况。习近平强

调，中国人民大学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党的关
怀下发展壮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
色基因。一定要把这一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传承
好，守好党的这块重要阵地。要加强校史资料的
挖掘、整理和研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
好党创办人民大学的故事，激励广大师生继承优
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
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
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
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
察》（2022年 4月 26日《人民
日报》刊发）

讲好党创办人民大学的故事讲好党创办人民大学的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独树一帜，勇走新路——

八十五载弦歌不辍
本报记者 叶 子

这个秋天，对于中国人民大学2022级新
生王静秋而言，是幸福的。来自延安中学的
她，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中关村大街59
号——中国人民大学。85年前，中国人民大学
的前身陕北公学，就是在她的家乡延安成立。

今天，走进人大，红砖红墙，象征着“复兴
栋梁、强国先锋”的红色传承；三“人”并列的校
徽，诠释着“人民、人本、人文”的办学特色；立
德、明德、崇德、求是等教学楼的名字，诉说着
立德树人的不懈追求……

在清凉山下诞生，在太行山上抗战，在
燕山脚下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
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从诞生之初就独树一帜，勇走新路。2022年
10 月 3 日，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 85 周年华
诞。回首过往，85载弦歌不辍，让她担得起
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厚重的名字；展望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
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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