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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团校在良乡

张长路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校从

河北平山县移驻良乡。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聚集了近 2000

名团校学员在这里生活学习。当时，良乡的大街小巷，到处洋

溢着青春的气息。学员们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朝夕相伴，增

进了与贫苦农民的阶级感情。学员们的到来也让农民们大开眼

界，更加认识到学知识学文化的重要性。农民们辛勤付出，为

团校工作在良乡的顺利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 年，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青年工

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青委）为迎接全国解放和建团工作的

需要，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优秀青年干部，集中到一起培训，

团校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诞生的。6 月，中央青委在华北党校

内开办青年班，称华北党校六部。9 月，华北党校六部独立出来，

迁到距离西柏坡六七公里远的平山县两河村，称作“中国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团校”。此即团校之创始，校长由冯文彬担任，

* 张长路：房山区良乡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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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高棠担任教育长。 9 月 15 日，团校举行开学仪式。第一期

学员近 350 人，大多数来自陕甘宁、晋绥、太行、太岳、冀鲁豫、

晋察冀、山东、苏北等解放区，少数学员来自北平、天津蒋管区。

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人的预料。三个月后，团校接到中央青

委的指示，要求团校全体人员待命，随时准备出发，去参加接

管平、津的工作。

1948 年 12 月 16 日上午，邓颖超同志来到团校，为学员

们作接管平、津大城市的政策报告。下午，近千名学员和工作

人员列队出发，队伍浩浩荡荡。经过七天的急行军，从河北平

山县来到良乡。稍加休整后，参加接管天津的 600 多人又登上

了开往杨村的火车。学员们乘坐的是没有顶盖的货车，飞驶在

数九寒天的夜晚，凛冽的北风猛抽在只穿着一套棉衣的青年人

身上，严寒刺骨给他们带来的是难以忍受的考验。到达目的地

时，大家的身躯已冻得发僵，有的连说话都困难了。即使这样，

他们很快投入了接管天津的工作。留在良乡的 200 多名学员继

续参加培训学习，并陆续参加了丰台、长辛店、石景山、海淀

和北平的接收工作。

1949 年 3 月，中央青委随中共中央机关抵达北平。4 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宣告

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建立。

共青团一大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校”更名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 

1949 年 5 月，参加平、津接管的学员出色地完成了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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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陆续回到良乡，继续学习。由于当时北平住房紧张，中

央团校仍驻扎在良乡。7 月，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共 10 个班，

500 多人。7 月 4 日，第一期毕业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都亲临现场。这样高规格而又隆重的

毕业典礼实属罕见。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这是团校第一

期学员最幸福的时刻，也是中央团校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1949 年 8 月初，第二期学员陆续到达良乡县城。第二期

按顺序编班，设 11—19 班共 9 个班，1112 人。学校下设三个部，

其中 11、12 两个班是地方干部部，简称地干部。13、14 两个

班是工人部，15—18 班四个班是学生部。后因工人班中有一部

分学员文化程度低，从班中分出部分学员编为 19 班。“人民

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当时就在第 15 班。15 班多来自北京，

曾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的徐萌山和王蒙同班。杨虎城的

二女儿杨拯美也是第二期学员。

良乡县城很小，贯穿南北，城中心交叉形成十字大街，南

和东西各有一条主街。县城有城墙，走一圈只需半小时。镇上

全是土房、土墙、土路。近 1200 名学员男、女生分散住在农

民家中。

到中央团校后，每人都分到了一套新的灰色干部制服。于

是，不大的县城到处都是穿着灰色制服的青年，引得老乡好奇

地问：“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中央团校的。”“那你们

都是团长喽！”学员们听了都笑了。

8 月 20 日，中央团校第二期开学典礼在良乡城隍庙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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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隆重举行。校长是冯文彬，教育长是张凡，副教育长是宋

养初。近 1200 名学员整齐地坐在砖上或小凳上，聚精会神地

聆听。烈日的照耀并没有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深知，接受

党的教育，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

8 月 22 日，正式开课。上课前，学员们先到饮马井集合，

然后到城隍庙前的露天广场上听课。团校的老师都是中央各部

门的领导、专家。据王蒙回忆，我们听了许多高质量、高规格

的大课，用现在的话，我们的教师可真是超豪华阵容：李立三

讲工人运动，陈绍禹（王明，时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讲

婚姻法，邓颖超讲妇女工作，冯文彬（时任团中央书记）讲青

年运动，艾思奇讲哲学，孙定国讲党史。邓颖超的北京口音清

脆生动，艾思奇像是四川口音，王明的讲话无任何特色。最难

忘的则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

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

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 

开学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团校要求学员们

做好开国大典的思想准备，号召大家认真学唱代国歌《义勇军

进行曲》。

紧接着，学员们被调去参加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劳动。当时

天安门广场堆满了垃圾，杂草丛生。学员们抬走垃圾，清扫和

平整地面，劳动了一个月左右。

10 月 1 日当天，第二期全体师生 1300 多人全部参加了开

国大典，其中 400 人组成了护旗方队。王蒙作为腰鼓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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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毛泽东主席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

在开国大典的新闻纪录片中，有一个很普通的镜头——一

幅两根竹竿撑起的横幅，红底白字书写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中央团校”，横幅下面还有一群激情燃烧的年轻人。由于

画面不是特写，一般人不太注意，但曾在中央团校学习和工作

过的曾宪新，每逢看到这个镜头，心情都十分激动。因为在横

幅下面列队站立的队伍正是中央团校的工作人员和正在学习的

第二期 16 班学员，其中就有当时 19 岁的曾宪新。

由于良乡刚刚解放，条件比较艰苦。中央团校说是“校”，

却没有校园，没有校牌，没有教室，没有校舍，也没有课桌椅。

白天在广场上听课要坐三个多小时小板凳、小折叠椅或砖头，

有时还晒着太阳。晚上听课时，灯光引来大批蚊子和小飞虫。

农民家的土炕也是学习场地。几个学员围坐在土炕上，或

看书、整理笔记，或进行小组讨论。

团校的伙食非常俭朴，主食是窝头和小米稀饭，菜有炒茄

子或豆角。吃饭在伙房外的空地上，几个人一起蹲着或站着，

围着一个铝制盛菜的小面盆吃。菜盆放在地上，有时一阵风刮

来，菜里就撒上了“胡椒面”。节假日可以“打牙祭”，虽然

一天只吃两顿，但有米饭、红烧肉或肉包子，大家可开心了。

南方来的学员开始吃不惯，有的便秘，有的拉肚子，后来才慢

慢适应。

中央团校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大家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

所以不论年龄大小（大的二十五六岁，最小的十四五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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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出身名门富绅，还是贫寒家庭，大家都不以苦为苦，互相

照顾，融洽无间。当时因卫生条件差，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有同学身上长了虱子，大家互相取笑又互相帮忙抓虱子。赶上

下雨时，道路又黏又滑，有位女同学走上去就仰天滑一跤，换

干净衣服再走又滑一跤，这样一连滑三跤，引得大家一片笑声。

中央团校是个革命大家庭。虽然条件差，但遇到病号必开

小灶，吃鸡蛋面条。有同学生病住院，班部、校部会组织同学

轮流值班护理，让人感到家的温暖。校部很关心少数民族同志，

专门为回族同学安排了清真伙食。

紧张的学习时间过得很快，闷热的夏天过后，随之而来的

是凉爽的秋天。这一年，庄稼长得非常好，刚刚获得新生的农

民们迎来了粮食大丰收，心里的喜悦化作了无穷的力量，粗壮

有力的双手挥舞着镰刀，在田间忙碌着。团校的同学们也放下

书本，投入到火热的劳动当中。这些学员大多来自大城市，不

会干农活儿，农民就手把手地教他们。他们也在干活中认识了

农具，了解了北方的粮食作物。劳作间歇，他们高唱革命歌曲，

田间一派热烈的场面。

为了缓解紧张的学习气氛，团校每月都有休假日，这对学

员们来讲是个难得的放松时机。学员们有的到图书室看书，有

的到昊天塔游玩，工人班的同学还组织起来到卢沟桥、宛平城

去游览。

王蒙在他的《半生多事》一书中曾详细描述他在课余时间

到良乡东门外游玩时的所见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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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乡位于平原，有一座小小的完整的方城，诉说着历史、

县份、华北和中国。秋天的庄稼，一望无际，闻到的是风中酸

甜清爽潮润的气味，听到的是群虫加众鸟的合奏，看到的是庄

稼、草与树木在秋风中的摇曳，感到的是比北京的盛夏舒展多

了的秋意。

良乡东城门附近有一家“刘饭铺”，我在那里用微薄的津

贴吃过炸豆腐。一块整豆腐，炸过表皮，上面略放一点清酱和

花椒之类的调料，作为小菜来卖。我要了一盘炸豆腐，吃起来

感觉到自己已经长大，已经走南闯北，已经离家独立，已经有

经济能力每月点一次炸豆腐乃至加一两（旧制，一市斤的十六

分之一）散白酒，而且我已经感觉到了生活是美好的。

走出东门，是一条河。河水落差处有几块大石。秋日，昼

渐短而夜渐长。傍晚，太阳早早接近下山，我利用休息时间，

穿着小裤衩下到河中，斜躺在石头上，任凭流水在冲过巨石的

同时洗刷我孱弱的身体，与气温相比温度不低的清水带着响动

哗啦哗啦地抚摸在、敲击在、出溜在我的皮肤上，给我增加了

舒适，增加了活力，增加了润滑与欢快。而快乐使人增加了自信，

增加了活力和志向。原来一年有四季，原来秋天是这样宜人，

原来太阳、河流、石头和我之间是这样亲和，原来我可以从

大自然那里得到这样多的安慰和启发，原来活着是这样有滋

有味儿。

而此时我正在读李蕤著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里面讲

到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喜欢风浴、雨浴、日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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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读书、静坐，注意锻炼自身。尤其是毛泽东的最早填的词《沁

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词，那时候他的诗词的发表并

不正规，这个版本上的“怅寥廓”三个字印成了“张廖阁”，

相当费解，书用纸是解放区出品的草制黄绿色的纸，但是它仍

然大大地感动了我。

我感到的是震动更是共鸣。青春原来可以这样强健，才华

原来可以这样纵横，英气原来可以这样蓬勃，胸怀原来可以这

样吞吐挥洒。我只能不揣冒昧地说，在近十五岁的时候，在中

央团校学习革命的理论的时候，在华北平原的良乡，在晴朗的

秋天的夕阳照耀之下，在河边和河水的浸泡里，在毛泽东的事

迹与诗词的启发引导之下，我开始找到了青春的感觉、秋天的

感觉、生命的感觉，而且是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感觉。辽阔，

自由，鲜明⋯⋯

学习之余，团校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组织学员唱

歌、扭秧歌、开联欢会和运动会、看电影等。1949 年 9 月 4 日

国际青年节，校部组织全校在饮马井的大操场上，开展了一场

体育表演会。各班都精心准备了节目。有的班同学用身体排出

一面党旗造型；有的班用人体搭建成五角星图案，中间是人搭

成的三层灯塔，最上面还站着一名挥红旗的同志。无论是构思

创意还是人体造型，都是最完美的展示，赢得了场内雷鸣般的

掌声，大家激动地高唱《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当时中央团校的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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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抗大的校训，学员们就是在这种半军事化的环境里学习生活。

1949 年 11 月 5 日，中央团校从良乡迁往北京。

1950 年 4 月 26 日，中央团校第二期 1112 名学员参加了在

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毕业典礼。毛泽东、朱德出席了团校第二

期毕业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