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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样发展。

当华东教育部考察了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等地的情况，

确定上海的大夏大学原址为华东师范大学校址后，1951 年 7 月

12日，正式报请中央教育部审批建立华东师范大学。7月18日，

华东教育部负责人分别赶赴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向两校师生

正式宣布：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以私立大夏大学、光华大学

的文理科为基础，加上复旦大学教育系、同济大学动物系和植

物系、沪江大学音乐系及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东师

范大学。

在华东师大成立的过程中，有一段小插曲。华东教育部原

计划 1951 年 10 月 1 日举行新学校的成立大会。但由于学生多

数为各院校合并而来，许多人认为未来出路是当教师，与之前

考学的志向不符，思想开始混乱。有的人认为当教师“没出息”“没

前途”“当不了专家”，甚至有极少数人存在抵触情绪。即便

是原本读教育专业的学生，对未来成为人民教师的任务也不甚

了解。

与 1924 年厦门大学部分师生与校长林文庆争执不下不同，

1951 年，新中国可谓是妥为处理矛盾——索性暂缓宣布建校，

组织为期两周的建校学习，理清师生思路。10 月 1 日，学习动

员开始。10 月 3 日，华东教育部沈体兰副部长作报告，传达第

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精神，说明师范教育的方针、

任务。此后，上海市教育局戴白韬局长、华东教育部张鸿副处

长等都到校作报告，希望师生高标准严要求，努力把自己培养

成合格的人民教师。广大师生通过听报告、学文件、开展讨论、

写个人小结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任务，明确了

师范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此，又组成了廖

世承、刘佛年、刘侠任、邵家麟等 18 人临时工作委员会，以全

面做好建校筹备工作。

半个月后，1951年 10月 16日上午，晴空万里，阳光普照。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为华东师大题写校名的华东军政委员会

文教委主任舒同、副主任陈望道，华东教育部长孟宪承，副部

长唐守愚、沈体兰，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戴白韬等来到思群堂。

主持大会的孟宪承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华东师范大学正式

成立。”由此，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组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

师范大学的历程。华东师大的诞生，无疑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

的一件大事，也用事实解答了“光大华夏”之问——新中国的

师生们，将自己的人生，与祖国的命运紧贴在一起，塑造和成

就了一所全新的以师范之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辉煌。

求实创造，为人师表

在如今华东师大的校园里，仍能见到建校初期的两位一级

教授——孟宪承和吕思勉的印记。两位大师，铸就了这所学校

的大学之魂、学术之魄。

以首任校长孟宪承名字命名的孟宪承书院于 2007 年成立。

孟宪承先生 1933 年发表在《大学教育》上的现代大学的理想，

仍是全体华东师大人的精神航标——“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

民族和社会的发展”。2006 年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共和国

老一辈教育家”首批名单的孟宪承，对学校的影响，毫无疑问

是跨世纪的。

与学贯中西的孟宪承一样，史通南北的历史学大家吕思勉

先生，不仅著作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更因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之名，而被如今的师生时时提起。思勉人文讲座的开设，更是

让生于 1884 年的吕思勉先生的社会影响力延及今日。

回看华东师大建校初期的那些先贤，汤涛止不住敬意。在

接受采访时，汤涛带记者来到华东师大校史馆“1951 年学校的

系科设置情况”展示区域。

“教育系主任由教务长刘佛年兼任。刘佛年先生曾先后在

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研究生。外文系

主任周煦良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早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

后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兼任化学系主

　　2006年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首批宣传名单的孟宪承，
对学校的影响，毫无疑问是跨世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