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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民教育家朱刚一生勤于办学，功勋卓著，被誉为“当代陶行知”。朱刚在少年时代即受到陶行知教育思

想的启蒙，青年时代在“一二·九”运动中觉醒，抗日战争爆发后挈妇将雏奔赴延安。朱刚是延安时期抗大第四

期学员，抗大毕业后他受到毛泽东“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工作”思想的感召，走上了发扬延安精

神和抗大精神，运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改造旧教育、创造新教育的康庄大道。朱刚一生奉献教育７０年，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至少担任过６所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南京解放后他在南京主持或创办过６所

学校，尤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创立新中国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业大学著称于世。朱刚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

践中的延安精神，对于在金陵职业大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金陵科技学院建设国内高水平新兴应用型大学，仍有

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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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朱刚的家庭背景，有文献说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
民家庭”，“家庭生活条件很差”。《南京党史》（１９９１年３
月版）载《到延安去找共产党》一文系朱刚本人所写，他在
文中自述“生在南京一个富裕的农民家里”，该文成文较
晚，且收入朱刚晚年亲自校订的文集《把一切献给教育》，
故本研究采此说。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
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
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
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
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
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１］由中央宣传部组织，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等单位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列举出
了具有代表性的２０种精神，其中第７种精神是延
安精神。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
精神［２］。人民教育家朱刚是延安时期抗大第四期
学员，金陵职业大学创校校长，他一生勤于办学，功
勋卓著，被誉为“当代陶行知”。延安精神是朱刚办
学实践中的重要精神支柱，朱刚的教育思想和办学
实践中的延安精神，对于在金陵职业大学基础上发

展而来的金陵科技学院建设国内高水平新兴应用
型大学，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朱刚的青少年时代及进步思想的
养成

（一）少年时代受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启蒙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３日，朱刚出生在南京朝阳门
（今中山门）外苜蓿园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①，他
是家里的小儿子，父母想把他培养成读书人。朱刚
在６岁时即被送入私塾，习读《百家姓》《三字经》
《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由于塾师的讲解枯燥无
味，这些经典并未激发起他对读书的兴趣。１９２７
年３月，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城外劳山脚下创办了晓
庄乡村师范学校，为了普及乡村教育，他又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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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举办了七八所乡村小学，吸引了许多学生前来
就读，受此影响朱刚就读的私塾就关门了。此后朱
刚先在开办在苜蓿园一座破庙里的小学读书，后又
进入明孝陵小学和岔路口小学读书。这些小学里
的老师都是晓庄师范的学生，教学内容与私塾截然
不同，所学不再是“人之初性本善”“子曰学而时习
之”之类，而是国文、算术、自然、史地等科目；学习
方式更是灵活多样，不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
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既做工，又种田，还走出学校
宣传反封建、破除迷信的道理。其中有位陈性松老
师，给朱刚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陈性松深得陶行
知教育思想真谛，注重启发解放儿童的创造力，在
课堂上他给学生们讲故事，讲了许多教材上没有的
知识，朱刚也因此爱上了读书［３］。

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朱刚深切地同情
社会底层农民、工人的悲苦境遇，对地主、官僚产生
了厌恶、不满和憎恨情绪，甚至连人力车也不坐了。
朱刚１２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了为农民利益而斗争
的活动。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国民党官僚在村里征
地，肆意杀价，结果农民吃了大亏，便成群结队到国
民党中央党部去请愿，朱刚亦为此愤愤不平，便跟
着请愿的队伍进城去为乡邻伸张权利。

朱刚没有见过陶行知，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启
发了他，甚至影响和滋养了他一生，陶行知是他心
目中的第一位老师。朱刚说：“我没有见过陶行知，
只是从陈老师那里知道些陶行知的为人，他是一位
不惜牺牲自己一切，一心一意为农民、工人办教育
的了不起的人。在小学，我非常爱唱陶行知写的
《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
己干，靠天靠人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还有‘打倒列
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等歌词，我也是常常
挺起胸来唱的，这些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回
忆童年，可以说陶行知是我的第一位老师。是他给
了我‘劳动神圣’‘民主’‘自主’‘自强不息’的启蒙，
是他在我心里种下了革命的种子。”①

（二）青年时代在“一二·九”运动中觉醒
朱刚曾在上海泉漳中学求学。泉漳中学系由

福建泉州、漳州籍商人组织泉漳会馆于１９２２年建
立，是一所红色革命氛围浓郁的学校。从１９２２年
起，就有许多中共党员在校任教，并建有中共教师
支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左联重要
代表性人物李辉英等曾是泉漳中学的专任教员，周
扬、杨骚、关露、杜国庠等也常常到泉漳中学作讲

座。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的传播，泉
漳中学为中国近现代文坛培养了一批了不起的文
学家，如生动反映１９３０年厦门地区党领导劫狱斗
争的小说《小城春秋》的作者高云览就是１９２６年入
学的学生。更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８日，
泉漳中学成为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
地，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陈云、李富春和项英等
到此参加会议。此外，上海的反帝组织、左联、社联、
青年文联等革命团体也经常借这块宝地集会［４］。

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时候，朱刚正
好在上海泉漳中学读高中一年级，他义无反顾地
投身上海进步学生组织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响
应这场掀起全国抗日救亡新高潮的爱国学生运
动。朱刚回忆：“那一天清晨，我们吃罢早饭，集
合起队伍，唱着《毕业歌》，雄赳赳地走出校门，歌
声震撼着每个青年学生的心，呼吁着青年对民
族、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一路经过南洋中学、大
公职业学校、开明中学，并冲进了务本女子中学，
迫使该校训导主任允许女学生也参加游行。从
这里我看到了青年学生团结抗日的伟大力量。
那一整天，学生的游行队伍淋着大雨，面对反动
军警持枪上刺刀的威吓，毫不畏缩，毫不退却。
当游行队伍不能走进法租界却要绕道走时，我心
里很不是滋味。我想：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的国
土上走路的自由也没有呀？”②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朱刚加紧从进步
书刊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也盼望着自己能走上
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三）民族危亡关头放弃优渥工作奔赴延安

１９３６年春，父母怕朱刚在外惹事，不同意他再
去上海读书，朱刚就在南京私立东方中学读高一年
级的第二学期。此时正值国民党在高中一年级和
大学一年级学生中实行军事训练，名为“军训”，实
为在青年学生中实施反共的法西斯教育，妄图阻止
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负责军训的人对学生专横之
极，在营房里看爱国和进步书刊，会立即遭到查禁。
朱刚因为看了邹韬奋办的《永生》周刊和宋庆龄写
的《抗日救亡论》一书，就被扣上“过激派”帽子，又
被罚“禁足”（星期日不放假）。朱刚为自己关心国
家兴亡的自由都被剥夺而悲哀和愤慨，就毅然离开

２

①②参见朱刚《到延安去找共产党》（载于《南京党史》１９９１
年３月版）。



第３期 顾金亮，等：人民教育家朱刚办学实践中的延安精神研究

了学校①。
离开学校后，朱刚为了自立经人介绍进入南京

第一飞机修理厂学习机械。同年，由父母作主，朱
刚与年方１７岁的耿明结婚。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
发，１１月日本侵略者直逼南京，朱刚带着妻子随飞
机修理厂转移到湖南衡阳。朱刚的月薪３５元，外
加战时津贴７元，每月共有４２块大洋，当时一毛钱
可买十几个鸡蛋，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只需四五
块钱，航空机械士又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夫妻俩过
着比较优裕和体面的生活。然而，民不聊生的社会
现实，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及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
方面的腐败引起朱刚深深的不满，也再一次激发起
这个２０岁青年投身革命的热望。于是，他常常告
病假，偷偷地跑到书店去寻找精神寄托。在书店里
朱刚看到了张仲实译《政治经济学讲话》、陈唯实著
《通俗辩证法》、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列宁著
《论家庭与妇女》及《论政党》，还有描写斯大林从事
革命活动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毛泽东著
《论持久战》和延安出版的《解放》等，他把这些书全
部买回来，经常躲在机器背后读，甚至躲进厕所扣
起门来读，简直入了迷②。

引起朱刚心灵震撼的是他在生活书店读到了
斯诺写的《西行漫记》③，里面记述着红色革命圣地
延安的生活和战斗，他回来便向耿明描绘毛泽东、
朱德等人的形象和风貌，夫妇俩仿佛在黑暗的迷途
中看见了远方一束闪烁的红光，那里才是他们憧憬
的理想家园。

朱刚萌发了联络共产党组织的想法。他在《论
政党》一书里读到共产党在各地建有党的地方组织
和基层支部，受此启发就认真地跑了衡阳县城的几
条街巷，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但是当时共产党的组
织、党员都是秘密活动的，朱刚自然无功而返。要
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只能另谋他策。后来，在耿明
的配合支持下，朱刚冒着风险去推销《新华日
报》④。他们知道，《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办的报纸，
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找到共产党。果然，这个自
发卖报的年轻人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
终于有一天，朱刚在生活书店遇到一个从延安回衡
阳本县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名叫程度的抗大学
员，程度利用买书的机会主动凑过来跟他攀谈，弄
清了他的情况。通过几次接触，程度相信朱刚对抗
日救国的要求是真诚的，就约朱刚到他家里谈话。
程度打开书箱拿出《列宁文选》《斯大林文选》让朱

刚翻阅，朱刚觉得机会难得，就热切地请求程度介
绍自己去延安，程度便给朱刚写了去长沙八路军办
事处办手续的介绍信。

朱刚请了３天“病假”，于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８日乘
火车到长沙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对他进行了
“面试”，朱刚对于“你为什么要到延安去？”“你想做
些什么？”“什么是统一战线？”“共产党的主张是什
么？”等问题的圆满回答令办事处工作人员颇为惊
讶，朱刚回答说：“我是通过看《解放》《新华日报》知
道的。”办事处当即同意朱刚进抗大，同时给他写了
封给时任抗大副校长罗瑞卿的介绍信。几天以后，

地下党组织就决定让朱刚尽快做好去延安的准备，

还再三叮嘱他警惕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因为他的行
动已引起特务的怀疑。当时耿明刚刚生下他们的
第一个孩子，尚在月子里，朱刚从母子健康考虑，准
备托同事暂时照料她俩的生活，自己先行。地下党
组织成员成复生获悉这一情况后，极其关怀地对他
说：“你要带上她们母子，不然战争时间长了，他们
生活怎么办呢？你在外也会挂念他们，这会影响你
学习的。”成复生又给朱刚写了一张介绍朱刚带妻
子和孩子去延安的便条。就这样，朱刚、耿明夫妇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做好了去延安的准备工作。

当时，包括朱刚和耿明在内有５人想去参加抗
日救国的革命队伍，朱刚是主要的组织者，先行出
走的两位同事已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朱刚意识到
奔赴延安的行动不能再拖延了。１９３８年９月６日
晚，他没顾上吃晚饭，也没跟亲友作任何交待，丢弃
了所有财产，脱下工作制服，穿上西装，戴上广东
帽，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便和耿明抱着婴儿坐上
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９月８日，在汉口过长江时，朱刚将未及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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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②参见朱刚《到延安去找共产党》（载于《南京党史》１９９１
年３月版）。
金陵晚报《教育家朱刚是从书店街走出的》等文献称，朱刚是
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于南京花牌楼书店一条街商务印书馆书店
里看到《西行漫记》的，疑不确。《西行漫记》系于１９３７年１０
月以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为书名在伦敦首次出版英文版，
于１９３８年２月由胡愈之等人组织、翻译，以《西行漫记》为书
名，以虚拟“复社”名义首次出版中文版。据《朱刚教育文集》
载朱刚年表，在该书中文版出版前，朱刚已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
随飞机修理厂迁往湖南衡阳。
１９３７年秋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但随着日
军入侵的步步深入，国民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中共
筹办《新华日报》的工作也从南京转至武汉。１９３８年１
月１１日，几经周折的《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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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飞机修理厂工作证、机械士速成班毕业证书和纪
念戒指统统抛进长江，为了寓意新生名字也由朱玉
峰改为朱刚。９月９日晚，朱刚夫妇乘特别快车离
开武汉。他们担心国民党宪兵会尾随抓捕，进入车
厢后只盼望火车立即开动。事后朱刚才知道，那晚
火车刚驶离车站就有持枪的国民党宪兵追缉而来，
然而他们只抓到了到车站送行的朱刚外甥，他不幸
还为此坐了一年牢［３］。

几经辗转，朱刚夫妇由西安来到洛川，为了避
开国民党的盘查，他们决定步行走小路去延安。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６日，夫妻俩雇了一头毛驴驮行李，
朱刚抱着婴儿步行，耿明有月子病在身，只得拄着
棍子跟行。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他们一步一
履地跋涉了３００里，终于在四天后踏上朝思暮想的
革命热土延安。来到延安，就如同来到了另一个天
地，另一个新的世界，找到了党，找到了毛泽东领导
的民主光明的世界，夫妻俩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
他们把临行前地下党写的介绍信交给了罗瑞卿，双
双激动得流下了热泪①。

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学习和践行
延安精神

　　朱刚是抗大第四期学员，在抗大为期４个月的
学习和生活虽然是人生长河中短暂的瞬间，但是却
铸就了朱刚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终生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从抗大毕业后朱刚没有像大多数学员那
样奔赴前方英勇杀敌，却选择了众人眼中的“冷门”
岗位，投身教育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从此开启
了他长达７０年的办学和育人人生。他用一生去坚
守教育事业，诠释了信念的力量，这个信念就是延
安精神，诚如朱刚所言：“延安精神丢了不得了，掌
握了就了不得！”
（一）在抗大构筑滋养一生的精神支柱

１．抗大“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

抗大的前身是１９３１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
学校，１９３３年扩建为红军大学，１９３４年随中央红军
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军
大学于陕北瓦窑堡恢复创建，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
军学校。１９３６年５月，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
来，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
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中

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
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０日，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
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抗大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
大量心血。毛泽东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丰富
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抗大工作，如刘伯
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
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
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
等学者到抗大任教。毛泽东说，这是共产党的大
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毛泽东还亲自为
抗大制订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
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
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后来，毛泽东把其中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
风”［５］。

毛泽东还明确了抗大的办学宗旨，１９３８年４
月９日他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发表
的《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演中说：“你们在这
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
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年，但你们可以学一样
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
旨也就是全国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
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６］

朱刚在延安学习和工作了９个月，４次聆听毛
泽东的报告，深受教诲，养成了受用终生的延安精
神和抗大精神。

２．朱刚的抗大锤炼
甫抵延安，朱刚即被编入抗大第四期二大队

（职工大队）学习（因患中耳炎，被分到政治队），他
们的儿子则被安排进幼稚园。当时，刚结婚或正谈
恋爱的一对对青年去延安很常见，但像朱刚夫妇带
着襁褓中的婴儿去的却很少，身边的同志很敬佩地
说，他们是唯一抱着孩子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夫
妇。在朱刚夫妇眼中，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和美
好：赴延安途中遇到大雨，在农家暂避，农妇热情赠
帽以遮蔽婴儿；刚到延安，饥饿难忍，向一个十二三

４

①参见《当年誓同心，而今犹奋进———玄武区“钻石婚健康
夫妇”事迹评选推荐材料》（载于南京延安精神研究会、南
京市中华育才学校和南京市陶行知研究会于１９９９年编
印的《一位老人和他办的三所学校———记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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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少年买烧饼，不想钱还缺二分，少年连忙说算
了算了；在去二大队途中迎面遇到进城办事的抗大
女生，这些女生问他们去哪里，听说是来报到的，便
争着帮忙担行李，陪送到大队后又转身进城。要知
道二大队驻在柳树店，离延安城有１０多里路，一来
一回耗时非短！当时的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党
的机关吃粗杂粮，每天只有三分菜金。而抗大学员
却吃细粮，五分菜金，每月津贴一至三元，教员还略
高。群众的生活虽不富足，但都喜笑颜开。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朱刚实现了期待已久的愿望，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距他进抗大尚不足３个
月。在抗大的学习和生活不仅丰富了朱刚的知识，
更是铸造了支撑朱刚为国为民奉献一生的精神支
柱。朱刚回忆：“在抗大的４个月，我不仅系统地学
习了毛主席著作、现代革命史以及开展群众运动的
方法，更难得的是，在延安我看到了这里人生活俭
朴、工作踏实、勤奋好学、乐于奉献，并且都有一个
坚定的信念：赶走日本鬼子，建设新中国，实现共产
主义。虽然我后来被调到晋察冀边区从事教育工
作，在延安的时间不长，但延安精神改变了我的人
生观，从此这种精神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二）在战火中开启办学与育人之旅

当时，抗大学员大多不愿意留在后方做政治工
作，尤其是不愿做教育工作。与大多数学员一样，
朱刚也怀揣着在抗大学好本领上前线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愿望，离开衡阳前购买的那本《孙子兵法》是
他爱不释手的读物。但是，毛泽东在抗大的一次报
告改变了朱刚的初衷。在那场座谈会上，毛泽东对
当时一心想到前方打仗、不安心抗大教学的教员动
情地说：“抗大每个教职员都是干部的干部，是老母
鸡，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
都当连长，就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
八十个营，如果当团长、师长呢？教育工作就是革
命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工作，要树立死在延安，埋在
清凉山下的决心。”［３］①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着朱
刚，他暗暗地下了决心，“如果党需要我去干教育工
作，我就准备为它奋斗一生”。

１９３９年３月，党中央以二大队为基础创办了工
人学校，朱刚随队到工人学校工作，从此他的生命再
也没有与教育分开过。他也一直思考和求解一个永
恒的题目：怎样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办教育？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宝塔山下到华北平原，再
到塞外，他先后担任过华北联合大学文化教员、晋察

冀边区涞源县教育科长、察哈尔省宣化师范学校教
导主任、张垣铁路学院教务科长、晋察冀边区工业交
通学院办公室主任兼系主任、存瑞中学（原名围场中
学、热西联合中学）校长、察哈尔省革命干部学校副
校长等职，发扬延安精神、抗大精神，运用陶行知教
育思想改造旧教育、创造新教育，为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战争胜利培养了一大批干部②。

１．涞源初试牛刀———处女地上的耕耘

１９４１年，朱刚带着妻子耿明和他们的第二个
孩子，来到了晋察冀三分区所属的涞源县，他担任
县教育科科长，耿明在区里担任妇救会会长，孩子
没法照看，就寄养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这是他
单独担任教育行政领导的第一次办学实践。

涞源县土地贫瘠，农村经济濒于绝境，人民生
活十分困难，终年以糠菜树叶为食。一个县只有县
城里有一所小学，在广大农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学
校。在穷山恶水开展教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朱
刚想到了陶行知，他打开了陶行知写的《普及教
育》，陶行知在该著作中指出：“现在我所发起的普
及教育，是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它是
一个农业国的普及教育……如果大家把传统的学
校彻底看破，则普及农业中国的教育不但有可能
性，并且是可以一举而成，万世不灭。”关于乡村实
行义务教育的原则、方法、课程、简章以及经费来源
等，陶行知在这本书里都有很明确的阐述。这本
书，对身处涞源县开辟农村教育的朱刚来说，无疑
是一盏指路明灯。他反复地研读，还认真地把重点
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党的指示也要求把文化送到山沟里。办不起
学校，那就办识字班，搞义务教育，朱刚的思路渐渐
清晰。于是，他背起书包就走进了穷山沟，和农民
拉家常，和孩子们做游戏，教他们识字、认路条，讲
抗战的道理。山沟里从来没有识字的先生到访过，

农民把他当作圣人似的尊敬。有了实践经验和亲

５

①

②

毛泽东类似的讲话参见《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
第６０页：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长杨兰史，在
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毛泽东出席
追悼会，亲笔写下“哀悼我们教育战线上的勇士，杨兰史
同志永远不死”的挽联，并号召抗大教职员下定做一辈子
教员，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的决心。
参见杨智翰《老教育家朱刚创建民办大学１８年的坎坷经
历》（载于南京延安精神研究会、南京中华育才学校和南
京市陶行知研究会于１９９９年编印的《一位老人和他办的
三所学校———记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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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会，朱刚又动员各区的文教助理和县里的小学
老师，带着高小学生下乡，办起了各种形式的识字
班，一边识字，一边宣传抗日、动员支前。一年之
间，涞源县除了敌占区和游击区之外，巩固地区的
全部乡村都普及了识字班，响起了嘹亮的抗战歌
声。这虽然是极粗浅的文化传播，却给沉寂多年的
穷乡僻壤带来了勃勃生机［７］。

２．在宣化的争论和思考———“在工作中学习新
民主主义教育学”

抗战胜利后，朱刚到察哈尔宣化师范学校担任
教导主任。虽然他没有搞过师范教育，但是对于新
的环境、新的任务，他充满了自信。１９４５年１１月

２２日是朱刚到任新岗位的第一天，他在当天日
记［８］中写道：

今天已到了冀察（宣化）师范学校担任教导主
任。这一工作，对我说来是一个新的工作，但也是
我最愿做的工作，是我历来常言的终身职业。因
此，对这一工作，我虽无经验，虽是外行，虽是自己
的能力不能胜任这个职务，但也是要鼓着勇气，愉
快地来肩起这个担子。我想，这一工作将会使我在
其中学会许多国民教育、学校教育秘诀，摸到教育
事业改造工作，尤其是粉碎敌伪奴化愚民教育的门
径。我将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在工作中学习一些
为教育服务的必要知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将
是我学习工作的主要方法。我的日记，也将每日记
载和总结一些教育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和经验教训，
以此来改进自己的领导，改造自己的思想，打碎旧的
一套，向着真正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康庄大道前进。

“在工作中学习新民主主义教育学”，就是我行
动的口号。

此时日本侵略者虽然已经投降，但内战的阴云
正日盛一日地笼罩着中国大地，和谈协议随时都有
被撕毁的危险。朱刚认为，解放区的师范教育不能
脱离当时的政治形势，要教育学生时刻准备迎接新
形势的考验，作两手准备，和则安心读书，战则走上
前线。在战争没有最后结束之前谈不上正规的师
范教育。但是，当时主持省教育厅工作的一位党外
人士，主张一切要按正规师范学校的要求进行整
顿，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考试和筛选，一时造成了学
生思想上的混乱。最后引起了一场不愉快的争论，
朱刚不得不离开这所学校。不久，解放战争爆发，
学校不得不停学，朱刚所坚持的主张的合理性才为
现实所验证。在宣化的经历虽然短暂，但朱刚由此

引发的思考却很深刻，他清醒地认识到改造旧教
育、开辟新教育任重而道远，必须毫不动摇地为之
奋斗［３］。

３．从张家口到承德———为迎接战争胜利接管
城市培养干部

１９４６年初，朱刚离开宣化到张家口，在张垣铁
路学院担任教务科副科长兼专业队长。１９４６年１０
月，解放军主动撤离张家口，朱刚任工业交通学院
办公室主任兼（系）主任。

１９４７年７月，朱刚奉晋察冀边区政府命令，率
边区联中４１名学生（最小年龄１６岁，女生），从河
北平山出发，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越过土
匪扰乱地区，步行１　５００里来到塞外围场，筹办了
冀热察中学，并担任冀热察中学教务科科长和队
长。这期间朱刚先后担任围场中学、热西联合中学
校长。１９４８年７月，为了纪念在收复隆化战斗中
舍身炸碉堡而英勇牺牲的董存瑞，热西联合中学更
名为存瑞中学，仍由朱刚担任校长［７］。

朱刚认为，战争的性质决定当时教育的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教育的任务，就是为胜利以后接管城
市培养干部。在这一时期的办学实践中，朱刚较好
地贯彻了自己的办学思路，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
果。他的近４００名学生后来都成为支援战争取得
胜利，接管围场、张家口及承德等地政法、财粮及文
教部门的骨干力量，且忠于职守，品行良好。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张家口迎来第二次解放，朱刚
带领部分老师、学生筹建察哈尔省革命干部学校，
任副校长（校长由省政府主席张苏兼任）。一大批
优秀年轻干部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朱刚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朱刚曾坦陈自己对教育的初心和热爱：“我是
既未读过师范，也未读过大学，也没有中小学学历
文凭，却爱上了教育，这对我来讲是爱而难为的工
作。我就下决心：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从工作实践
中学习教育学，掌握教育工作规律，为改造教育，开
辟新教育康庄大道，贡献自己的一生。”［３］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教育学，探
索教育工作的规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１．抗大精神是战争时期发展教育的法宝
解放区的学校大部分采用的是短期培训教育

模式，没有固定的校舍，没有固定的教师，流动性
大，学生背起包就行军，放下背包就上课，为了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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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需要，随时准备上前方，是抗大式的革命学
校。一批一批青年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是政治、
文化知识，带走的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决心为革
命事业献身的崇高理想。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
挥了骨干作用。在抗大养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为主要内容的抗大精
神已成为朱刚办学实践中的精神支柱。

２．办教育要敢于实事求是
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８年，八年战争环境中的办学

实践，使朱刚深切体会到办教育一定不能脱离当时
的政治经济形势，一定不能脱离社会的经济水平、
文化基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从实
际出发提出教育的目标和教育方针，来不得一点主
观主义。在宣化师范学校关于教育模式的争论时
刻提醒朱刚，能实事求是就能有所创新，就能在开
辟新教育的历程中留下有价值的印迹。

３．陶行知教育思想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思
想，对改造旧教育、开辟新教育有指导意义

陶行知的一本《普及教育》，朱刚一直带在身
边。经过了亲身实践，再学习和体会陶行知的著
作，朱刚深信陶行知是现代中国一位真正的伟大的
革命教育家。朱刚认为陶行知之所以成为中国教
育的一代巨人，就在于他牢牢地立足于中国的土
地，敢于向旧教育旧传统挑战，善于借鉴外国的有
用经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独创见解的教育思
想。朱刚在解放区举办的教育正是陶行知教育思
想在战争环境中的实践，陶行知已成为他心目中的
楷模。

４．做教育工作要有牺牲精神
在朱刚来到涞源，以讲台为阵地实践着救国壮

志时，他们夫妇刚满三周岁的大儿子病死在延安安
塞保育院；大女儿刚满周岁时饿死在涞源县简陋的
校舍里。几十年后，念及两个早夭的孩子，朱刚依
然心痛不已，他神情凝重地说：“做教育工作也是要
随时准备作出牺牲的。”［３］

三、南京解放后朱刚的办学实践

　　１９４９年２月，朱刚奉命随百万大军南下，４月

２９日进入南京，组织上原打算安排他率部队接管
南京机场，也就是继续留在部队工作，但是他对教
育深情难舍，毛泽东当年的教诲仍在耳边回响，就

再一次选择教育作为他的新战场。此后在朱刚的
有生之年，他先后担任南京市立第一中学校长，南
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共南京市中学党委书记、文
教党委第二书记，中共南京市委文教部副部长，南
京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市
级机关业余大学校长，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党委
副书记，中共南京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金陵职
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职务，尤以成功改造南京
市第一中学，创办新中国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业
大学、江苏省第一所民办大学南京育才职业大学和
他一生中办过的“最小”的学校南京中华育才学校，

在南京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９］。

朱刚献身教育７０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冲对他教
育人生给予的赞誉那样———“把一切献给教育”。

（一）改造南京市一中———从“要用功，进一中”到
“为祖国而教，为祖国而学”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４日，朱刚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京军管会代表，接管南京市立第一中学并被刘伯
承市长任命为校长，从此开启了他在南京的办学实
践。这所创建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的学校，曾是国民政
府教育部的“模范学校”“实验学校”，在社会上享有
“要用功，进一中”“纪律严，数一中”“做人重于求
学”等口碑。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教育事业
被赋予新使命，朱刚到任之初就在思考教育的新走
向，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再一次启发了他。陶行知说
过，教育家应该忧国忧民，不能把两只眼睛只盯在
自己的一所学校里，要为国家振兴而办教育、办学
校。办教育一定不能脱离政治经济形势，过去为战
争办学，而今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办学，这是他在战
争年代办学经验的合理推论。他注重发扬延安精
神和抗大精神，应用陶行知教育理论，学习苏联经
验，批判地继承一中学风严谨、重视品德教育等有
益传统，将一中改造建设成“为祖国而教，为祖国而
学”，“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祖国”，为高一级学校培养
德智体兼备的优秀学生，为国家建设培养优秀人
才，以好学向上、纪律严明、尊师爱生、团结活泼著
称的华东地区一所有影响的学校。朱刚成功改造

南京市一中的经验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１０］。１９５１
年１０月，朱刚作为全国中小学教育工作者２２名特
邀代表之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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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办新中国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业大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改革开放

号角的吹响，各地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普
遍遭遇了“人才荒”。南京虽然是全国高等教育重
镇，但是每年分配给南京市的大学毕业生却僧多粥
少，不敷应用。１９８０年，从南京各类大学毕业的大
学生共计５　７２４人，但分配到南京市的只有５００
人，全市有２　５００多个市属机关、企业和其他学校，
平均５个单位才能摊到一个大学毕业生，人才供给
已经与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严重不相适应。
时任中共南京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的朱刚敏锐
地认识到，教育战线经过拨乱反正以后，改革的任
务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人才荒”难题必须得到
破解。１９８０年元旦伊始，朱刚就在日记里写下了
誓言：“永远保持青春，不僵不滞，调查研究，弄清情
况，反复酝酿，冲破阻力，排除干扰，争取时间抓好
改革。”朱刚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发展缓慢
是受三大因素制约：一是住，平均一个大学生高校
要配套３０多平方米的建筑；二是钱，每造就一个大
学生国家要付出几万元的财力；三是就业安排，“一
入大学门，就是国家人”的用人机制也抑制了高等
学校的办学积极性。朱刚参考了天津、北京的举
措，决心用新的办学机制对应解决上述阻碍高等教
育发展的三大问题。７月１２日，他初步规划出这
所新型大学的蓝图［７］：

办学方针：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录用。
校名：南京市职业大学。
规模：根据南京市建设需要，设置各种专业，招

生４００到５００人。
学制：二年或四年。
师资：聘请南京高等学校的教授、工矿企业的

工程技术人员来校讲课，以兼课为主，同时配备一
部分精干的专职教师。

经费：国家拨一部分开办费，以后每年给予一
定资助；工厂企业用人单位给培养费；学生交学费。

领导体制：在市政府领导下由市教育局主办，
组成一个十人以下的领导班子。

教室：借用中学空余教室。

８月１日，南京市政府基本同意了这个方案。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４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
下，以延安精神和陶行知教育思想为引领，以“自费，
走读，不包分配，择优推荐录用”为办学方针的新中
国第一所职业大学———金陵职业大学正式开学。

１９８３年８月，金陵职业大学第一届６３５名学
生正式毕业，并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毕业
典礼。金陵职业大学前三届毕业生合计约２　４００
名，他们走上岗位就顶用、能干、好学，深受用人单
位欢迎，许多学生很快成为南京市区政府部门和企
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金陵职业大学的创办是中
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它突破了政府集
中统一办大学的单一体制，开把市场经济体制引进
教育领域之先河，首创教育与经济联手，校企联合
办学的新体制，开辟了多元办学的新道路。
（三）创办江苏省第一所民办大学———南京育才职
业大学

　　１９８３年朱刚被选为中共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
员，３月，他离开了金陵职业大学，身虽不在教育岗
位，但他的心依然想着教育事业。这一年朱刚参加
了全市马拉松长跑，６６岁的他一口气跑完了全程

７　０００米，良好的身体状态增强了他再度创业的信
心。朱刚回顾了自己的教育人生，坚信教育改革正
方兴未艾，许多新问题还有待自己去探索，错过了这
样的时机将是终生的遗憾。他认真研读《邓小平文
选》，反复琢磨这样一段话：“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
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
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朱刚认识到，搞四个现代
化，国家必然需要大批合格的各类人才，作为一名长
期从事教育事业的“老延安”，理应为国分忧，肩负起
培养人才的历史重任，再创一所新型职业大学的蓝
图在他脑海中浮现。他大胆构想办学思路：发挥离
退休教育工作者的力量，“余热集中起来便是一盆
火”，“以智力开发智力”，创办一所“谁读书、谁出钱，
谁用人、谁给钱，校企联办，专业对口”，在学生毕业
分配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民办大学。他的这个想法得
到了许多离退休教育工作者的理解和支持。

１９８４年８月，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准筹办育才
职业大学，由朱刚负责。这时离新生入学只有１个
多月的时间了！时值盛夏，包括朱刚在内的７位离
退休老同志冒着３８℃以上的高温，四处奔波，寻找
校舍，制订教学计划，选聘优秀教师。从着手建校，
到１０月１８日陶行知诞辰９３周年纪念日举行开学
典礼，前后仅用了４８天时间，江苏省第一所民办大
学———南京育才职业大学就宣告成立了。４８天的
艰苦历程，既奠定了育才大学的物质基础，同时也
创造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财富。在开学典礼上，朱刚
就用这具有传奇色彩的“四十八天精神”作为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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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勉励学生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刻苦学习，
健康成长，用自己第一流的成绩、第一流的品德走
向社会，接受社会的检验①。

尽管南京育才职业大学只招收了两届学生就
停办了，但它是新中国民办大学的先驱，在中国职
业教育发展史上有一席之地。
（四）创办南京中华育才学校———“办一所最小的学
校，做一篇大文章”

　　虽然南京育才职业大学的办学告一段落，但朱
刚仍然奋斗不息，他高举“铸魂育人”的旗帜，于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创办南京中华育才学校。这是一所
中等职业学校，也是朱刚创办过的规模最小的一所
学校，第一年招收了３８名高中毕业生，第二年口碑
渐起，招收的学生达１４０多名。

中华育才学校的办学目标旗帜鲜明，即针对当
时教育领域思想政治教育薄弱的现实进行实验，努
力把中华育才学校铸成精神文明的堡垒。朱刚在
开学典礼上理直气壮地宣告：“我们就是要打中华
牌并走向世界，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富国强民、
造福人类而培育人才，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姓‘马’，
信仰马克思主义；姓‘华’，爱我中华，为中华效力，
继承发扬民族的革命的优良传统，走在时代的前
列。”朱刚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延安精神，他说：“要
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借鉴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注重
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培养学生自主、自立、自强的
创造能力，探索一条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
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培
养人才的新路子。”［１１］朱刚称育才学校的办学模式
是“陋室育才”，他在“办一所最小的学校，做一篇大
文章”，“铸魂育人”是育才学校的追求。

中华育才学校存续了６年，为社会培养了一大
批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好评。学校坚持宽进
严出的办学原则。朱刚说：“我们的学生来源，主要
是分数比较低的学生。收进来通过教育改变他，改
变思想，掌握本领，走向社会。”育才学校的学生则
对朱刚心存感恩，进校前他们是家长眼中的“包
袱”，因为朱刚，他们的人生道路呈现出别样的风
采。当时，“要成才，进育才；要人才，找育才”的佳
话在南京广为流传。

四、朱刚办学实践中的延安精神

朱刚一生奉献教育７０年，诠释了信念的力量，

这个信念就是延安精神。在他熠熠生辉的教育人
生中蕴含的延安精神相当丰厚，可大致归纳为四个
方面。
（一）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领办学实践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也是
朱刚办学实践中一以贯之的首要原则。早在战争
时期朱刚就深切体会到办教育一定不能脱离当时
的政治经济形势，战争年代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勇于
为崇高的革命理想而献身的干部。

南京解放后，对于前身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模范
实验学校”的南京一中，朱刚赋予其为建设社会主义
而办学的新使命，大力倡导“为祖国而教，为祖国而
学”的办学宗旨。他说：“这个学校我接管时，就是把
延安精神带过来的。我用延安精神改造这个学校，
当时我提出：为祖国而教，为祖国而学；为人民而教，
为人民而学。用功是对的，读死书是不对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朱刚先后创办金陵职业大学
和南京育才职业大学。当时旧的生活方式与观念
不断式微，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许多人认为延
安精神过时了。对此朱刚严肃地指出“延安精神丢
了就不得了，延安精神发扬了就了不得”，并大声疾
呼要“把大学建成精神文明的堡垒”。他结合自己
的办学实践深有体会地说：“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
期，面临着改革开放新的层出不穷的艰难复杂的情
况，面临着国际风云变幻和敌对势力用政治、经济、
思想、文化手段搞‘和平演变’的挑战，我们大学怎
么办？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怎样培养？这些
关系着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严峻地
摆在面前，要我们严肃地作出回答。回顾历史，在
延安抗大党给我难忘的教育，使我树立了共产主义
必胜的信念。我们应该坚定地发扬延安精神，运用
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把大学建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堡垒———一座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潮和腐朽文化渗不进
攻不破的像当年延安抗大那样的无产阶级坚强
堡垒。”［１２］

在办学实践中，朱刚努力“使培养出来的人才
姓‘马’，信仰马克思主义；姓‘华’，爱我中华，为中
华效力，继承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走在时代的前

９

①参见高良传、薛斌《用“延安精神”铸魂的教育家———记老
共产党员朱刚同志》（载于南京延安精神研究会、南京中
华育才学校和南京市陶行知研究会于１９９９年编印的《一
位老人和他办的三所学校———记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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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朱刚先后发表过《把大学建成精神文明的堡
垒》和《再谈把大学建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堡垒》
等文章，提出要把“正确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
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一抗大优良传统，
树立为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灵魂［１３］，受到当时兼
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同志的重视，李鹏专门给他
回信，认为“文章中提出了加强高等学校精神文明
建设的建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１４］，给了他
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化的辩证法与唯物
论，是延安精神的思想精髓。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朱
刚就思考过实事求是与开辟新教育之间的辩证关
系。在宣化师范学校关于教育模式的争论使朱刚
认识到教育一定不能脱离社会的经济水平、文化基
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从实际出发，
来不得一点主观主义；能实事求是才能有所创新。
在南京一中时期他提出的“为祖国而教，为祖国而
学”的办学宗旨，即是实事求是的自然产物。在改
革开放初期，朱刚针对当时全国面临的“人才荒”，
实事求是地剖析了校舍、办学经费和就业等制约高
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前瞻性地提出“高校招生、培养
和分配制度必须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加
以改革”，并于１９８０年创办新中国第一所职业大
学———金陵职业大学，创新性地实践“坚持自费，不
包分配，择优推荐；坚持根据社会需要培养人才；坚
持实行走读，食宿自理；坚持培养人才讲成本，讲经
济效益的原则”的办学模式，成就斐然①。
（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
是朱刚办学历程中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金陵职
业大学创建之初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借用南京市中
山南路小学的两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就宣告成立了。
这两间房子中的一间是教室，除了用来堆放图书和
教学用具外，还有１０多位老师挤在这里办公；另外
一间是终年不见阳光、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仅可
容纳３个人办公。学校１９８０年创办时有１３个教
学点，共招生１８个班７７７人，１９８２年第三学年学
校教学点增加到１６个，在校生增加到４７个班

１　９１０人，此外学校还拥有成人函授、夜大５个教
学点，在校生共有５０６人［３］。学校虽属草创，但如
何让怀揣梦想，分散在南京其他高等院校、中等专
业学校各办学点的学生学有所成则是朱刚的全部

牵挂。由于办学点极度分散，再加上办学条件不
足需要四处“化缘”，年逾花甲的朱刚总是骑着自
行车四处奔波。当时朱刚奋力蹬踏、踽踽骑行的
情形是金陵职业大学各办学点和南京街头的一
道风景线，人们由此亲切地称他为“骑自行车的
大学校长”“平民校长”。考虑到他年岁已高，工
作辛劳，１９８１年市政府拨专款给学校用于给朱刚
购买小轿车，而他用购车款购买了７．３万册图
书。面对别人的不解，朱刚风趣地说：“每天骑自
行车，既能锻炼身体，还可与师生谈谈笑笑，这有
多好啊！”

南京育才职业大学更是被人们幽默地称为一
所“无中生有”的大学，因为它完全是在无自己的校
舍、无固定编制教师和无政府拨款的情况下，完全
依靠社会力量创办起来的。在总结自己的办学经
验时，朱刚把它归结为延安精神：“这正是延安精神
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的奇迹……过去党中央办延
安抗大，陶行知办的一个又一个学校，就是用最简
便、最省时、最省钱的方法，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因
陋就简，艰苦奋斗创办起来的，在难以想象的艰苦
困难的环境里，造就了那么多国家栋梁、民族的脊
梁！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还不甚富裕、文化教育又落
后的今天，非要仿照国外办学模式，迷信只有那样
才能培养出高质量人才呢？”［１２］

（四）“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朱刚教育思
想的全部真谛

　　朱刚少年时代受到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
即学校”教育理论的启蒙，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受教
于延安抗大这座革命的熔炉，从此以教育作为他的
终身职业。在长达７０年的教育人生中，他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以陶为
师，改造旧教育，开辟新教育，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
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朱刚把毕
生精力奉献给他挚爱的教育事业，“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则是朱刚教育思想的全部真谛。

早在宣化师范学校时期，尽管他在师范教育模
式的争论中不得不离开学校，但是他在离别之际仍
对学生提出了殷切希望，特别是对“真知”“真相”的
探究。他说：“好好研究时事，分析国内外各种事变
的真实原因、未来发展的前途，如此才能使自己头

０１

①参见《介绍一所新型大学———金陵职业大学》（载于１９８３
年１月２２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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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清醒，而不致在工作中迷失方向。要研究时事，
就要养成每日读报的习惯，从字里行间找出真相，
有不懂处、怀疑处，即问人、看书，与人讨论。养成
自学与讨论座谈的习惯，勿将听课视成唯一方法，
不如此，是学不到真知识的。”［８］

在金陵职业大学的岁月里，朱刚随身携带的包
里总是装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抄录有学校各班级学
生的姓名、年龄、性别以及家庭住址。每当他发现
哪位同学有什么苦恼，学习有什么困难，他就利用
休息时间，骑着自行车找到他们家里，与学生或家
长交流谈心，化解难题。朝夕相处，很多学生他都
可以叫得出名字来。１９８３年８月，金陵职业大学
首届学生毕业之际，朱刚虽然已经不再是校长，但
他仍觉得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静坐家中仔
细阅读６００多份毕业生鉴定，做摘抄，从中检视自
己３年工作中的得与失。他还发出３０多份调查
信，找毕业生座谈，和他们共同探索社会主义职业
大学教育的规律［７］。

在南京育才职业大学，朱刚特别注重用抗大精
神培养人才，他运用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论，
坚持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课堂教育与生活
实践相结合、学校管理与学生自我管理相结合，使
学生对“求真、做人、处事、创业”的内涵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朱刚将社会实践作为一门必修课列入教
学计划，学生的足迹遍及南京郊县２０多个乡镇，

１１０个村庄和５０多个街道、居委会。通过社会调
查，学生对社会有了真切的认识，激发起做一个对
社会有用之才的斗志。育才职大根据社会需要，设
宣传、中文秘书、新闻、企业管理等专业，由于教学质
量较高，两届３４２名毕业生被社会一抢而空，供不
应求①。

朱刚将全部精力和主要财产都用在探索育才
新路上，一生勤俭，一身青布衣服是他常年的行头。
一次妻子耿明要为他买一件呢子大衣，标价１７０多
元，朱刚同她商量说买了大衣他也穿不出去，压在
箱子里多不值得，真不如用买大衣的钱买其他更划
算的东西，妻子当然明白这个“倔老头”的真实意
图，后来他花了１９２元如愿买了一套“二十五史”［３］。
那张足足陪伴了朱刚半个多世纪的木床，是１９４９
年政府分给他的，床腿已经缺了一大块，只能用一
块包着报纸的砖头“垫着”。对于家人和朋友要他
适当改善生活的劝告，他总是平静地说：“人要好
学，衣食住行将就着就行。”［１５］

五、朱刚办学实践中的延安精神对建
设新兴应用型大学的启示

　　金陵职业大学是改革开放初期朱刚继承和弘
扬抗大精神、延安精神创办起来的一所新型大学，

其中的“新”一方面是指体制创新，它突破了政府包
揽办大学的单一体制，首创教育与经济联手，校企
联合办学的新体制；另一方面是指在当时各种社会
思潮暗流涌动的背景下在指导思想上正本清源、回
归本真。朱刚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应该坚定地
发扬延安精神，运用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把大学建
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堡垒———一座高举共产主
义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
思潮和腐朽文化渗不进攻不破的像当年延安抗大
那样的无产阶级坚强堡垒。”朱刚解释，金陵职业大
学校名中的“职业”二字取自“无产阶级职业革命
家”②中的“职业”二字［１６］。毫无疑问，金陵职业大
学是一所传承了延安精神的新型大学，红色文化
是其大学精神的底色。金陵科技学院系由金陵
职业大学等学校发展而来，它继承了金陵职业大
学的文化传统和大学精神。当前，朱刚的教育思
想和办学实践中的延安精神，对于金陵科技学院
实施“南京化战略、网络化战略”，建设江苏一流、

国内高水平新兴应用型大学，仍有重要的启示和
借鉴意义。

１１

①

②

参见高良传、薛斌《用“延安精神”铸魂的教育家———记老
共产党员朱刚同志》（载于南京延安精神研究会、南京中
华育才学校和南京市陶行知研究会于１９９９年编印的《一
位老人和他办的三所学校———记朱刚》）。
朱刚并未详细阐释两者之间的联系。列宁曾对“职业革
命家”的“职业”内涵做过界定。列宁强调职业革命家应
当具备革命的专业技能，特别是组织能力。他指出：“革
命既然是一种专业，他必须精通这个专业，具有无产阶级
与它那些训练有素的敌人作顽强的斗争时所绝对必要的
职业技能。”（《列宁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版，第３４２页）列宁还指出：“职业革命家必须用顽强的个
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全集
（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４６页）列宁特别
强调：“我们应当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
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列宁全
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３２页）由此可
见，“职业”二字至少蕴含敬业精神、持续学习、具有强烈
的责任心和光荣的使命感等素质。朱刚对“职业”一词的
理解，与当下“职业教育”所指让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
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应该是
有明显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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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铸魂育人”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
以贯之

　　“铸魂育人”是朱刚办学生涯的使命定位与追
求。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德”是中国大
学精神的灵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
容。金陵科技学院“厚德兴业”校训与朱刚“铸魂育
人”理念同根同源、共生共荣，成为砥砺全校师生的
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
（二）从“新中国第一所职业大学”到“新兴应用型大
学”———求真务实与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一脉相承

　　朱刚一生都在思考实事求是与教育创新之间
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能实事求是才能有所创新，从
华北平原到长江之滨，从南京一中到育才，他始终
以求真务实之风，作开拓创新之举，寻教育发展之
道。金陵职业大学即是朱刚于改革开放初期针对
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客观需求，实事求是地剖析制约
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前瞻性地提出“高校招生、培
养和分配制度必须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加以改革”，创新性地实践“自费、走读、不包分配，
择优推荐录用”办学方针的结果。

金陵科技学院传承了朱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的实践精神。２０１６年，学校基于大学与社会的相互
关系、中国复兴崛起的客观需要，首次提出新兴应用
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并在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
积极实践，对于引领同类院校实现从“新建”到“新兴
发展”的重大转变，产生了较强的示范作用［１７］。
（三）从“根据南京市建设需要”到“南京化战略”———
办学定位始终不渝而内涵渐丰

　　改革开放初期南京遭遇了严重的“人才荒”，朱
刚适时提出了“根据南京市建设需要”的办学定位，
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南京地区培养具有大专水平
的技术人才”［１８］，由于为南京输送了一批批适用之
才，学校被称为南京市的“大才柜”①。

４０多年来，学校服务南京的办学定位始终不
渝而内涵渐丰。金陵科技学院准确把握住我国高
等教育大众化快速推进，普及化提前到来这一发展
趋势，于２０１０年提出并实施了“南京化战略”，将服
务面向定位聚焦南京，办应用型的有特色的城市型
大学，把服务南京的使命具体化为“六个地”，即致
力于将学校建设成为南京市所需应用型人才的重
要供给地、南京实用型和市场型科技成果的孵化
地、南京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南京引智引
业的桥梁和发酵地、南京各类专业和行业管理人才

的储备地、南京文明服务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和奉献
地。当前，学校与南京全面一体化发展、互动协同、
共同成长的局面正在形成［１９］。
（四）从“校企联合办学”到“产教融合”———协同育
才之道相沿不辍且日臻完善

　　金陵职业大学“是一所联合性质的大学”［１８］，
这个“联合”是指学校“坚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用
人单位的需要设置专业，实行定向培养，‘产销’见
面，联合办学的方针”。在具体做法上，学校与联合
办学单位签订合同确定招生任务，共同研究制定教
学计划。许多联合办学单位非常关心学生的专业
教育，主动提供生产实习场所，补助学习经费，指派
技术人员加强指导，甚至还选派班主任。南京市卫
生局、司法局、档案局、经委、机电公司、宣传部为所
办专业专门召集下属单位和工厂企业开会，布置生
产实习任务，选派工程技术人员指导实习［２０］。联
合办学调动了各方面参与办学的积极性，发挥了
人、财、物的优势，使教育同社会、同生产技术部门
紧密结合，增强了人才培养的计划性、适应性。

４０多年来南京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学校秉持的协同育才之道相沿不辍
且日臻完善。随着“南京化战略”的实施，学校办学
与南京市的关系逐步实现内部关联，所有学科专业
主动对接和融入南京市域产业链与创新链，产教融
合日益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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