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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校史是教育史的基础，也是国史的重要方面。
一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史就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缩影。
校史首要的功能是保存学校的史迹，记录学校发展的历程，须是一部信史，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史料的收集要广泛，要翔实。
不同史料之间也可能有矛盾或分歧，既要看史料的来源是否可靠，能否印证，还要看通过逻辑分析是
否合理，去伪存真，方可采信。
　　校史不是芜杂史实的简单堆砌，而是前人亲历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后人继承传统文化精神，并在
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展创新的教科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因此，要去粗取精，选取最主要的最有说服力的史料加以编辑，进行归纳和总结，让历史的轨迹和教
育思想的发展过程形成清晰的脉络，以启迪后人，继往开来。
帮助我们理清办学的指导思想，提高治理学校的能力。
　　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书不应该是干巴巴的文字罗列，而应该有一定的文学色彩。
流畅优美的文字会让已经沉寂的历史活泼起来，更加引人入胜。
同时，尽可能图文并茂，感觉直观，以增强历史的可信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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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篇 中原大学时期（1948-1953）第一章 炮火声中初建校第一节 雷厉风行应济时需第二节 筚路蓝缕艰
苦创业第二章 凯歌声中大发展第一节 迅猛发展全面提高第二节 继承发扬总结完善第三节 拓展专业增
设院系第三章 转轨办学正规化第一节 新的征程新的任务第二节 与时俱进转轨办学第三节 默默付出无
私奉献第四节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第五节 一路艰辛一路硕果第2篇 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时期
（1953-1958年）第一章 建设新型正规的财经学院第一节 五路大军会师中原第二节 走向正轨乘势而上
第三节 整风反右体制变更第二章建设正规化政法学院第一节 应时而生任重道远第二节 开办本科稳步
转轨第三节 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第四节 时局变幻下放合并第三篇 湖北大学、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时期
（1958-1978年）第一章 在曲折坎坷中前进第一节 下放湖北两校首合第二节 政治挂帅冲击办学第三节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第四节 政治风暴愈演愈烈第二章 坚守财经政法教育阵地第一节 夹缝之中克难求生
第二节 恢复办学坚守阵地第三节 阴霾散去雨后彩虹 第4篇 湖北财经学院时期（1978-1985年）第一章 
继往开来改革开放财院立第一节 解放思想神州迎春第二节 建院立制咸与维新第二章 励精图治学科建
设结硕果第一节 工作转轨重心回归第二节 抓住机遇齐头并进第三节 图资建设服务学科第三章 真抓实
干教科学工齐飞跃第一节 规范管理服务“两翼”⋯⋯ 第5篇 中南财经大学、中南政法学时期第6篇 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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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原大学医学院的教职人员和教学设施基本来自河南大学医学院和第二野战军四纵队卫校，如解
剖学教师马驰系原四纵队卫校解剖教员。
教师队伍中，还有少量外国专家和留学归来人员，如病理学教授鲁斐然系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
药理学教授夏一图系留美刚回国的学者。
学员主要来自志愿报考医学专业的青年学生、豫皖苏军区医专和二野四纵卫校的部分学员、宝丰和鲁
山等地转来的学员以及各部队推荐来的老医务工作者，共约数百人。
所学的课程主要有：医学基础教育、政治教育、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
上课的方式一般是上大课、开大会，有时和中原大学其他各大队的学员一起听课。
　　1949年春，为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中原大学医学院从第一、二部各选出50名学员组成支前
队，由二部主任张恒吉带队南下。
1949年4月14日，医学院组织了欢送会，院长谭庄在开封车站向大家发表了讲话，南下火车到合肥后，
支前队整装步行到南京，驻在原国民党中央大学医学院所在地--丁家桥。
原第一部的50人组成医学第一期，原第二部的50人组成医学第二期，后来又从第一、二期中抽出12人
组成了爱克斯光期。
从1949年4月到8月，中原大学医学院第一、二部不断有学员被分配到南京。
　　1949年7月，中原大学举校搬迁到武汉。
中原大学医学院未随校南迁，与一部分师生一起留在了河南大学。
其中迁到南京的医学一期和二期后来在南京扩大招生，更名为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校本部设在三牌
楼。
1950年4月，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又进军西南到重庆，将在南京三牌楼校本部及全体教学人员和自己装
备起来的设备都搬运到重庆覃家岗（原国民党中正中学校址），建立起自己的医学教育基地。
1952年改为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后改编为第三军医大学，系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之一，培养博士、硕
士、本科生、大专生等多层次人才。
　　中原大学医学院的学员在战争年代一边学习，一边行军。
在学习上大都非常刻苦、认真、勤奋。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医学一期和爱克斯光期于1950年3月提前毕业分配，医学二期于1951年7月
毕业分配。
学员有的充实到各部队，有的分配到地方，有的参加抗美援朝，有的进军西藏，总之，在全国各地的
医务战线上，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二、中原大学新闻系的设立与发展情况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新解放区迅速扩
大，需要一定数量具备一定素质的记者等新闻人才，鉴于此，中原局及新华社主办了一期新闻人员的
培训，培训班附设在中原大学。
这期培训班在经费、师资、教学等方面基本不由中原大学负责，而是由新华社派人员去讲课。
1948年8月26日，中原大学新闻系在宝丰县解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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