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梁故事

辛安亭先生是吕梁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为实
现他的教育救国和平民教育理想，曾深耕教育长达
五十多年。他竭尽毕生精力，编写教材和领导教学
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研究理论，力求创新，用民众喜
闻乐见的通俗读物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在群众心目
中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风范。他不但为新中国教
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他是人民心中的丰碑人物，
是吕梁人民永远的骄傲。

教育巨擘 光辉典范

（文、图均由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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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安亭：从吕梁走出来的红色教育家

晋绥边区革命老前辈、
原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副总编
辑毛大风，于 2022 年 7 月 10
日在京逝世，享年 106岁。

毛大风，1916年生，浙江
平湖县人。1937年入山西民
族革命大学，1938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阵中日报》、

《黄河战旗》半月刊记者、编
辑。“晋西事变”后入陕北公
学，1940年夏任该校教育处干
事，1942年任陕北公学语文教
员。1943年调任中共中央晋
绥分局宣传部干事，后任《抗
战日报》（《晋绥日报》）编辑。

建国后随大军南下，任
《川西日报》《四川日报》副总
编。后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
文化参赞，中国对外文化联
络 委 员 会 宣 传 司 供 稿 处 处
长、特稿图片社社长，《中国

文学》（英文）评论组组长，中
国报道杂志社和中国世界语
出版社副总编辑。

毛大风多年支持公益，
牵挂晋绥老区，关心红色文
化，曾向兴县晋绥解放区烈
士陵园绿化工程捐款。八年
前他接受山西晋绥文化教育
发展基金会采访，回忆战争
年 代《晋 绥 日 报》的 战 斗 生
活。特别说到 1942年抗战最
艰苦、最困难时期，晋绥军民
忍饥挨饿、同甘共苦，保卫陕
甘宁，支援延安的斗争经历
…… 时 常 嘱 咐 子 女 感 恩 人
民！回报老区！

老人秉性谦恭，一生低
调 做 人 。 临 终 前 曾 留 有 遗
嘱，将遗体捐赠中国红十字
会协和医学院。

据红色晋绥网

1949 年 5 月，辛安亭以军代表身份接管西安师
专、商专和艺专 3 所学校。8 月 26 日被任命为兰州
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处长，接管兰州大学、西北师
院、西北兽医学院、西北农专和甘肃省图书馆、省科
学教育馆等单位。1949至 1951年，辛安亭先后任甘
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
育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教厅厅长，同时兼任兰州大
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在《甘肃日报》等刊物
上发表论文 6篇。

1951年夏，辛安亭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兼副总编辑，主持出版社日常工作。在短短 5年内，
他与叶圣陶先生配合，团结全社同事全力以赴，编辑
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全新的中小学全国通用教材。
并在 1953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语文工具书《新华
字典》和供师范学校使用的《教育学》《心理学》教材，
同时还出版了工农速成中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版
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
献。

1953年，辛安亭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党支部书
记。此间，他又发表小学语文教学和教材编辑工作
论文 20多篇。1962年初，辛安亭创办甘肃省教育学
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所办学院生机勃勃，富有特
色。此间，他不仅编写出版了《工作方法四字经》《历
史歌》，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语文教学的论文。

1973 年辛安亭被任命为兰州大学革委会副主
任。几年后，他又被任命为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主持学校工作。1984 年被批准离休，时年 80
岁。

离休后，辛安亭仍笔耕不止，先后出版《辛安亭
论教育》等学术著作 3 部，编撰出版通俗读物十余
种，发表涉及教育等多方面论文 100 余篇。晚年他
还向吕梁贺昌中学赠送图书 1500 余册。

1988年 12月，辛安亭先生在兰州逝世。

新中国新教育的开创者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国务院原副总理耿飚夫人赵兰
香，于 2022年 7月 22日在京逝
世，享年99岁。

赵兰香，1923年生，甘肃
庆阳县人。1939年仅 16岁就
在庆阳县（陕甘宁边区）女子
小学教书，是庆阳县第一个冲
破封建思想、走出家门参加革
命工作的女性。1941年在陇
东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 129师
385旅副旅长耿飚结为伉俪。
1943年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
习，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跟随杨罗耿兵团东征西战，
从保定清风店战场到解放石
家庄，从出兵紫荆关到红旗插
太原，克兰州、打宁夏，挥师大
西北……

建国后，跟随耿飚调入
外交部工作，曾先后在我国
驻瑞典、丹麦、芬兰、巴基斯
坦、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馆
担任大使夫人、三秘，后任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办公

室秘书等。
今年是赵兰香入党78年，

她是革命圣地延安培养出来
的女干部。对党忠诚，坚守信
念，一生传承和弘扬延安精
神。离休后，一直牵挂着革命
根据地，惦念着老少边穷地
区，曾多次走访战斗和生活过
的地方。积极参与社会慈善
公益，亲率子女设立“赵兰香
儿童发展基金”，赞助老区困
难学生。常常嘱咐子女们要
回报人民，多帮扶老区。2018
年通过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
金会向“晋绥情·阳光助学公
益活动”捐款 50万元，帮助吕
梁老区高考录取的 100名贫困
家庭大学生圆梦大学；2019年
参与老区兴县“捐陵园一棵松
柏，送烈士一片绿荫”公益活
动，积极向晋绥解放区烈士陵
园绿化工程捐款……老一辈
的爱心善举，老区人民记在心
里。

据红色晋绥网

悼念革命老前辈赵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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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革命博物馆内珍藏着一本由辛安亭
侄子辛智真捐赠的辛安亭编著，晋西北行政公
署翻印出版于1943年5月的《中国历史讲话》。

辛安亭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时期成长起
来的早期教育家，是抗战时期延安解放区的教
材编审专家。建国后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党
委书记、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是红色中国教科书
的奠基人。他曾两度主持兰州大学工作，为我
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辛安亭（1904—1988），字
适然，吕梁市离石区沙会则村
人。1923年他高小毕业后，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太原进山中
学。初中阶段受五四新文化
运动熏陶，高中阶段集中阅读
马克思主义书籍，并结识许多
早期共产党员，接受了共产主
义思想。

1931 年他考入北京大学
历史系。期间他集中阅读了大
量进步书刊，与宋劭文等一批
北大、清华、北师大的进步学生
共同组织了“宏毅读书会”，深
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曾在

《北大学生》刊物发表《胡适政

治思想批判》一文，批判胡适的
实用主义政治理论。

1935年秋，辛安亭北大毕
业 后 开 始 从 事 教 育 工 作 。
1936 年春，到太原师范任教，
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深受
学生欢迎。1936年 4月，被关
进国民党监狱，72天后审讯无
果 释 放 。 回 离 石 后 ，他 在 贺
龙、萧克、续范亭等人的影响
下 ，坚 定 抗 日 救 国 决 心 ，于
1938年 3月投奔延安，进入陕
北公学。三个月后被安排到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
科，开始长达 11 年的教材编
审工作。

为教育救国上下求索

辛安亭曾先后编写高小
历史和高小地理教材。1939
年 2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被任命为编审科长。他曾主
编《边区民众课本》供冬学使
用。这套课本因采用了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朗朗上口
的韵文，在扫盲工作和抗日教
育中，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
迎。 1940 年至 1942 年，他组
织改编和出版小学教材 8 种
33 册。此新编教材注重通俗
化、儿童化，且更具系统性，因
此不但在陕甘宁边区通用，还
广泛流传到了华北、华中等抗
日根据地，对解放区的普通教
育起了很大作用。

1942年，他编写出版通俗
读物《中国历史讲话》，得到范
文 澜 先 生 的 赞 赏 。 此 书 于
1980 年、1981 年和 1996 年曾

多 次 被 国 内 的 出 版 社 再 版 。
1944 年 开 始 ，他 又 对 全 套 高
级、初级小学通用教材做了大
幅度的修订改编。延安整风
学习后，辛安亭又编写《日用
杂字》《识字课本》和《农村应
用文》等民众课本，受到群众
的 热 烈 欢 迎 ，为 此 年 年 再
版。新中国成立后，《日用杂
字》还在北京、西安、兰州重
印出版。1944 年在陕甘宁边
区 文 教 大 会 上 ，辛 安 亭 当 选
为甲等教育模范工作者，受到
表彰奖励。

“ 好 儿 童 、在 家 庭 ，帮 大
人、做事情，腿又快、手又勤，
眼又尖、心又灵……”1948 年
收复延安后，辛安亭又把转战
途中考察民办小学零星编写
的 篇 章 汇 编 修 订 为《新 三 字
经》，出版后在西北、华北、东
北、华中广为流传。新中国成
立后，还有几家出版社将其改
名为《儿童三字经》或《儿童三
字歌》出版发行。1959年该书
在 中 国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 展
出。辛安亭除组织和编写教
材外，在 1948 年还编写出版
了《干部识字课本》和《干部文
化课本》。

延 安 时 期 ，辛 安 亭 共 编
写教材和读物 40 余种，同时，
撰 写 和 发 表 教 育 论 文 数 十
篇。1979 年在全国教育学研
究 会 上 ，教 育 部 副 部 长 张 健
评 价 他 为 红 色 小 学 教 材 的

“鼻祖”。

解放区新编教材的奠基人

1949年的辛安亭

辛安亭编写的教材 （馆藏文物）

悼念革命老前辈毛大风

2014 年 8月 19日，毛大风在山西晋绥文化教
育发展基金会采访记录本上写下：“老区人民是我们
的衣食父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辛安亭侄子辛智真捐赠文物辛安亭侄子辛智真捐赠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