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医学院为合肥第一所高等院校

新中国成立之前，合肥市没有高等院

校。这种状况随着1951年9月东南医学院

迁到合肥才有所改变。

东南医学院是1926年由郭琦元与汤

蠡舟、缪澂中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办的一所

私立医学院。上海解放后，东南医学院积

极响应“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很

快决定将学校迁往安徽省怀远县，使得安

徽省有了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

此时的东南医学院，虽然保持着私立医

学院的形态，但改由华东军政委

员会卫生部、教育部及皖北行署

领导。特别是在1951年2月，为

加强对学院的党政领导，皖北区

党委委派时任合肥市委书记的李

广涛任东南医学院第二副院长。

到了1951年5月，东南医学院由

私立改为公立高等学校。成为公

立高校后不久，为适应安徽省人

民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1951年

9月，当时的皖北行署决定将东

南医学院迁到合肥，李广涛被任

命为党委书记。1952年10月，学

校正式在合肥开课，并改名为安徽医学院，

从而使合肥市拥有了第一所高等院校。

一所学校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建筑，应

该就是教学楼了。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东

南医学院由怀远迁来合肥时，相关部门高度

重视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生活等问题，特

别是与教学相关的基本建设。在李广涛的

带领下，学校的四幢教学楼及行政楼、部分

教师宿舍很快拔地而起。这四幢教学楼也

因此成为合肥高校建筑中的“老大哥”。

刚刚建设的安徽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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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大的校门

1969 年，受各种因素影响，

北京的重点高校纷纷外迁，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也不例外，兜兜转

转，最后在1970年落户合肥。从

最初的倾囊接纳，到一直的大力

支持，可以说，中国科大和合肥

市上演了半个世纪的“城校共

生”。

1971年 9月，国务院决定将

中国科大改为安徽省与三机部

双重领导，以安徽省为主。1975

年 9月，中国科学院经请示国务

院，决定中国科大由以安徽省领

导为主改为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为主，由中科院和安徽省双重领导。

1977年10月，随着全国高考的恢复，当月新华社、《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国科

技大学研究生院在京成立并开始招收研究生”的消息，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当年便

收到全国报考来信6500多封。1978年3月，中科大研究生院迎来了170名1977级

研究生——这是经国务院批准创办的新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合肥

安徽大学主教学楼建成时的场景

差不多就在合工大建立的同时，1957年

秋，根据安徽省教育发展规划，设在芜湖的

安徽师范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等三个系

迁到合肥，建设综合性大学，并于1958年6

月建成了教学主楼、学生宿舍等主体工程。

至此，安徽大学正式落户合肥。1958年9月

16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在

稻香楼宾馆西苑亲笔题写了

“安徽大学”校名。为了纪念这

个难忘的日子，学校把9月16

日定为安徽大学校庆日。

在安徽大学龙河路校区的

老建筑中，让人记忆最深的应

该就是教学主楼了。这座教学

主楼1958年建成，也曾是合肥

的标志性建筑，站在楼顶能尽

览整个合肥。在当时，它是华

东地区最大的教学楼，教室间

数最多、面积最大、功能最全。

与教学主楼一样，安徽大学龙河路校

区的大礼堂也承载着众多老安大人的回

忆。当年学校没有正规食堂，大礼堂承担

了多项功能——既是食堂，又是大礼堂，周

末时又变身舞厅……

安徽大学正式落户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早期航拍图

合肥联合大学外景

说到中国科大，就会提到合肥的另一所高校——1980年创办的合肥联合大

学。这不仅是因为合肥联大是由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杨承宗教授亲自创办的，更

因为合肥联大创办之初，实行了“适当收费、不包分配、按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后勤

服务社会化”的办学模式，

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的“小岗村”，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所自费

走读大学。

据档案记载，1980年8

月 23日，合肥联合大学正

式成立，全部的家当是从中

国科大借来的一间20平方

米的房间，几张办公桌，包

括首任校长杨承宗教授在

内的6名兼职人员。而学

校之所以取名“联合大学”，也主要因为学校是由中国科大、合工大、安大联合创办的。

学校实行了一系列的高等教育改革：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时

任合肥市委书记的郑锐兼任董事长，这是对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的一种创新。没有校园校舍，所有教学都是“联办”，插在中国科大、合工大、安

大等的教学空档中完成。没有固定的师资队伍，所有的教师都是从合肥地区的高校

中择优聘用，并邀请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学者，如任之恭、钱致榕、龚升、杨纪珂等来校

讲学，体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思想。

改革中诞生的合肥联大，一直走着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专业设置按照社会需

求，始终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1999年，合肥师范学校先期并入合

肥联合大学。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合肥联合大学、合肥教育学院合并组建合肥学院。

40多年来，从合肥联大到合肥学院，学校在改革中诞生，在开放中成长，走过了一段不平凡

的发展历程。2023年11月30日，教育部发函，同意合肥学院更名为合肥大学。2024年1

月8日，合肥大学揭牌活动在合肥大学南艳湖校区举行。 参考资料：合肥文史

合肥高等教育的“崛起密码”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自1949年合肥解放至今的七十多年中，合肥的高等

教育有了质的发展，特别是自1999年合肥成为中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后，高

等教育发展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目前，合肥已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

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各类高等院校共50多所。仅仅从数量来看，合肥的高等

院校或许不算很多，但能和北京、上海、深圳一起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可见

合肥的科研实力。 据《安徽画报》孙婷/文 马启兵/图片整理

安徽医学院落户合肥后不久，1955年

4月，经国务院批准，坐落于淮南的淮南煤

矿工业专科学校改建为合肥矿业学院，并

在 1956 年 4 月开始迁往合肥。1958 年 9

月，迁至合肥新校址的合肥矿业学院更名

扩建为合肥工业大学。10月7日，合肥工

业大学正式成立。

合肥工业大学从成立开始，对外学术

交流活动就比较频繁。这成为当时高校的

一个显著特点。据档案记载，1955年4月，

合工大的前身合肥矿业学院刚刚建校后，

就有苏联专家达维道夫、纳索诺夫、郭尔

迪柯和基霍维道夫来学校参观。1956年，

苏联专家纳索诺夫、邱普隆诺夫应邀来学

校讲学。1957年1月，苏联专家达维道夫

再次来校讲学。一个月后，学校派出五位

教师参加煤炭工业部组织的赴苏联考察

团。考察团在苏联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学

习交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走出国门

的学习考察团之一。这年的10月和11月，

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周年、十月革

命胜利40周年，当时的合肥矿业学院与有

交流往来的莫斯科矿业学院还互相去信，

互致祝愿。

合肥工业大学的成立

合肥联大为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