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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佛年沪上岁月的印记探寻
刘佛年，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教育家、教育理论家。刘佛年是

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的编撰者，是华东师范大学第二任校长
暨改革开放后的首任校长，也是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的奠
基人。刘佛年抗战胜利后来到上海，曾在淮海中路、复兴中路居住，后在华
东师大工作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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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里
地址：宝山路403弄

宝山里2号为五卅运
动初期上海总工会会所，
原系砖木结构坐北朝南
二层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
房屋。

1925年5月31日晚，
上海各工会的负责人在这
里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正
式成立上海总工会。1925
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
宝山里2号挂牌公开办公。

湖州会馆
地址：中兴路828号

1900年，浙江湖州人
在上海集资兴建湖州会
馆。1927年3至4月，这
里成了上海工人第三次
武装起义指挥部和上海总
工会总会所。
湖州会馆的大部分

建筑在1932年毁于日军
炮火，目前复建的湖州会
馆牌楼重现了江南园林建
筑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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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路584号暨大旧址

师大一村

上外虹口校区

担任暨南大学教授
1929年，15岁的刘佛年从长沙明德

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预科，两年后进
入本科，1935年毕业后又考入广州学海
书院。刘佛年于1937年出国留学，先后
在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及法国巴黎大
学求学，还曾到德国柏林短期考察教育。
1940年回国之后，刘佛年在西北联合大
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等校任教。
抗战胜利后，刘佛年来到上海，加入

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进一步学习马克
思主义。次年秋，他受聘于暨南大学，主
讲哲学概论和教育哲学。在哲学概论的
课堂上，他将共产主义作为一个重要派
别来讲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
和辩证法，并围绕社会和教育问题，开展
学术研究，撰写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再认
识》《进步教育与民主政治》《唯物论与教
育》等文章。
对于这段时间的经历，刘佛年的三

妹刘方年曾经在《一生的友谊》一文中有
过记录——“佛哥和我丈夫思贤是武大
同窗、挚友。刚到沪时，找不到地方落
脚，思贤当时恰好住在《海军月刊》杂志
社的一间宿舍里，便招呼他一起住在里
面。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幢
典雅别致的小洋房，佛哥和蔡仪（后来是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组组
长）住在二楼，思贤住三楼。后来我和朱
霖生（我同学的姐姐）也到了上海，思贤
就把三楼腾出来给了我们，自己则去和佛
哥他们挤在一块。”刘方年回忆，刘佛年受

聘于暨南大学之后，分得了一间宿舍，“宿
舍是单间房间，厨房、卧室全在里面，我
有一段时间也跟哥嫂在一起生活。思贤
是单身汉，也时常过来做客。每次他来
到，我们都很高兴，大家相谈甚欢……当
时佛哥虽然是教授，却常常经济拮据。思
贤有较多的稿费收入，又是单身一人，倒
不时接济一下佛哥。每次得到稿费后，总
把大包小包的食物往我们那里拎，我们都
会高兴地叫嚷说‘又改善生活了！’”
暨南大学1946年秋的校址分设两

处，文理学院在宝山路（现市北职业高级
中学），法商学院则在东体育会路330号
（现上外虹口校区）。当时，暨南大学在
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分配了一座大楼
作为教师宿舍。

组织编撰《教育学》
暨南大学1949年8月并入复旦大

学、交通大学等高校，结束了在上海20余
年的办学历程，刘佛年转任上海市立师
范学校校长兼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教育
工会副主席。1951年春，他参与筹建华
东师范大学，后任华东师大教务长兼教
育系主任。

1961年，刘佛年组织编撰了我国第
一本《教育学》教材，在上世纪70年代末
和80年代前期满足了全国教育学科的教
学需要。刘佛年认为，高等师范教育的
师范性和学术性应该是统一的，两者不
应偏废，也不应割裂，这一办学思路对我
国师范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
影响。他非常关心中小学教育，认为有

两点必须注意：“第一，没有固定的差生，
优秀的教师应当而且能够把差的学生教
好，基础教育要关心每一名学生；第二，
知识、能力、态度三者不可分割，学习成
绩的优劣，教育与环境有决定作用，对掌
握知识来说，态度是很重要的，甚至能起
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刘佛年曾在《突破
教学上的一个难题——谈如何夺取“大
面积丰收”》一文中强调：“只需要抓好尖
子，不要在其他的学生身上多下功夫，那
就错了”“一个教师，如果接受了一个成
绩差的班级的教学任务，不是埋怨学生
不争气，自己运气不好，而是准备尽最大
努力去提高全体学生的水平，实现大面
积丰收，只要他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工
作态度，他就有了胜利的把握。”
刘佛年1978年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

长。直至2001年去世，他在华东师大工
作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在师大一村12
号、241号、480号居住过。刘佛年秘书张
志杰曾撰文回忆，刘佛年生活中平易近
人、艰苦朴素，“1978年12月，他受国家
派遣，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国际教育年会，为了准备行装在
他的衣柜里找不出一套像样的外套。于
是，我陪他去南京路上的培罗蒙西服店
定制西服，在丈量时露出了有许多洞的
棉布内衣，我顺口便说，刘校长这些衣服
可以扔了。他笑着回答我，换是该换了，
扔不能扔，做抹布还是很好的”。因为家
在校园内，上门约见的人很多，“他同样
嘱咐家人不管什么人、什么事，上门来了
都要热情接待”。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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