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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上海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以“理想与
信念”为主题的全国第五届大
学生艺术展演于4月 16日至
21日在上海市举行，作为陕西
高校声乐类的唯一代表，我校
合唱团赴沪参加演出，并获得
声乐类合唱非专业组一等奖。
校党委副书记赵健赴上海看望
参赛师生并观看了演出。

在展演现场，我校合唱团
与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合唱
团同台竞演，在艺术教育中心

柏正杰老师的指挥下，40余名
同学合唱了《跑马溜溜的山上》
和《乡愁四韵》，用精湛的演唱
技艺和美妙的声音演绎，感染
了观众，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由教育部主办，每三年举行一
次，是我国目前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影响最广的大学生艺术
盛会。本次展演分为高校组
织、各省市自治区集中展演、全
国大艺展组委会选拔、上海现
场集中展演四个阶段。最终，

组委会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报
送的590个艺术表演类节目中
评选出201个节目，在上海集
中展演。

在去年陕西省第五届大学
生艺术展演活动选拔赛中，我
校合唱团从省内20余所参赛
高校中脱颖而出，混声合唱《念
故乡》《跑马溜溜的山上》获得
声乐类甲组（非专业组）一等奖
第一名，经教育部艺术委员会
专家盲评通过后，获得此次参
赛资格。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强化美育在人才培养和校园文
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2015年
我校成立艺术教育中心，几年
来，在全校上下的关心和支持
下，艺术教育中心一方面精心
组织，积极开设艺术类选修课
程，强化艺术教育课程教学；另
一方面苦练内功，通过举办音
乐会、尚雅讲堂、高雅艺术进
校园、慰问校友演出等活动，
为传承大学精神，弘扬育人理
念，活跃校园文化生活发挥了
积极作用。 （ 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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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北公学、延安大学、西北人
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干部学校、中
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到西安政
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大
学，一路走来，学校为民族解放、政
权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
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

学校在中华民族危亡之时诞生
于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自然条件
极端困苦，物质条件极为简陋，但我
们的前辈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克服困难，
为党和国家不同时期培养革命干部
和建设人才做出贡献。本文谨从学
校图书馆出发，解读学校光荣历史，
讴歌那些为学校图书馆事业做出贡
献的普通图书馆员。

毛泽东同志说：“延安和陕甘宁

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
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
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
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
大贡献的。”（1949年10月26日，毛
泽东发表《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中共中央在这里全面实施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政策，在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和毛泽东思
想在这里得到了成熟和发展，中国
革命也在这里由极端困厄走向辉
煌，陕北延安之于中华民族、之于新
中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校的前
身陕北公学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
较早成立的一所培养抗战建国人才
的干部分校，成立于1937年7月，中
央委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
特立、成仿吾、张云逸负责筹建。
1937年11月1日，正式举行了开学
典礼。学校设在延安东门外的延河
之滨，校长兼党组书记由成仿吾担
任。陕北公学成立前后，毛泽东同
志多次到校讲话题词，为学校规定
了培养目标，指明办学方向。中央
要求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陕公讲课。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董必
武、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同志
多次到陕公做过演讲。1938年7月
7日陕公在旬邑看花宫成立关中分
校，由陕北公学副校长罗迈兼任分
校校长。1938年底，陕北公学总校
也迁到关中与分校合并。

1939年6月，党中央决定抽调
陕公、鲁迅艺术文学院、安吴青训
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所学校部分人
员，在延安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
仿吾担任校长。华北联大于1939
年7月12日离开延安开赴晋东南前
线，在阜平新址建校。华北联合大
学撤走后，为了培养更多抗战干部，
1939年冬，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在延
安恢复办学，校址设在延安北门外
杨家湾，由罗迈担任校长兼党组书
记。1941年8月陕北公学与中国女
子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综
合性正规大学——延安大学。陕北

公学完成了她的光荣历史使命。
陕北公学成立之初，仅有边区

政府拨付的1800元开办费，学校办
学经费十分困难。尽管如此，学校
还是从建校之初就在教务部下设立
了图书馆。图书馆就设在两孔简陋
的窑洞内，每孔窑洞只有20多平
米，中间相同，沿墙摆了一个一个的
木书架。为了防潮，书架中间的地
面上铺了一层木板。图书馆有两名
工作人员。图书馆的藏书主要是中

央下发的马列经典著作，也有延安
各机关赠送的政治理论书籍和一些
同志个人捐赠的图书，以及从生活
书店、北新书店等订购的文艺书
籍。学校还通过解放社代印了一些
教材和参考图书。建馆初期约有图
书两三千册。

为了弥补学校藏书不足，学校
成立“募款委员会”，向社会各界提
出了“援助陕公”的呼吁，边区政府
主席林伯渠作了“援助陕北公学”的
题词，校学生会向全校提出了“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的
号召。学员自己印讲义，发动家人
募集，一位华侨学生还写信到南洋，

发出捐助请求。菲律宾爱国华侨见
到求捐信后，专门成立了“菲律宾
各界为陕公募捐筹备委员会”，有
24个团体参加。各界以不同形式
给予陕公物资和道义上的支持。
1938年4月13日，陕北公学教务主
任邵式平在边区国防教育代表大
会上说：“我代表陕公同学向解放
社致热烈的民族解放敬礼！因为
它帮助了我们数千卷参考书。向
生活书店致热烈的民族敬礼！因
为它帮助了我们数百卷参考书。”
邵式平还感谢了一些抗战的报纸
给了陕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