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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鸿勋与江南大学 

汪春劼 

曾任无锡市委书记的邓鸿勋（1931-2019年 12月 21日），非常关心江南大学的发展，他与故乡这所最高学府关

系极其密切，这里不仅留有他的青春印记，也为他以后从政奠定了坚实基础。 

求学于私立江南大学 

1947年，以荣德生为首的荣氏家族，为报效桑梓，斥巨资在无锡创办了私立江南大学，这是江苏省除中央大学、金陵大学、

东吴大学外的第四所综合性大学。它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三院九系，荣氏用重金聘请了一批名师来此任教，一时间

吸引苏南区域众多学生来报考，其中就有邓鸿勋。 

邓鸿勋是 1949 年 9 月考入私立江南大学工业管理系，时校园在鼋头渚对岸的后湾山（即现在的太湖饭店所在地），依山傍

湖，三面环水，在全国最美校园排行榜中名列前茅。 

进入江南大学之前，18 岁的邓鸿勋已在高中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苏南一带还是国民党统治，党的组织还在地下状

态。 

入学后不久，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10 月 4 日，私立江南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参加无锡市庆祝新中国成立大游

行，船只载着师生经梁溪河再到环城河入城。9日学生又赴城区参加晚上的提灯庆祝游行，校车接送。邓鸿勋不仅积极参加了这

些活动，而且参与了筹备工作。 

也因邓鸿勋表现出极高的组织能力，他进校两个多月后，私立江南大学党组织公开时（江南大学党组织成立于 1948年 3月，

直到 1949 年 12 月才公开），邓鸿勋担任中共江南大学支部书记。当时全校有学生五百六十余人，教职员 93 人。学生党员十来

人。 

直到大学毕业时，邓鸿勋一直任私立江南大学党支部书记，党组织在学校管理中有着较大的话语权，学校负责人沈立人在

校务活动中常说，“教职员中没有党员，学生中却有一个党支部。江南大学是私立大学，必须遵从党的领导。任何重大决策和活

动，他都和校务委员会成员一起，会同党支部、工会、学生会的领导成员反复磋商，以统一步伐，团结凝聚，达到预期的效果。”

（胡钟京：《忆江大校长沈立人先生》，江南大学校友会 1947-1952老校友分会编：《老校友回忆录》，内刊，2017年，第 11页。） 

新中国成立之初，强调民主管理，各大学都成立校务委员会，由教授、讲师助教、学生各方代表共同参加。邓鸿勋作为学

生代表参与学校管理。 

1950 年春，因国民党轰炸杨树浦发电厂，导致上海众多企业不能开工，加之海路封锁等因素，全国经济非常不景气，荣氏

企业也陷入困境，从而使私立江南大学经费出现断崖式下降，学校运转很困难。担任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荣毅仁，虽想

方设法筹集资金，但仍入不敷出。4 月 13 日，第十二次校务会议在上海康平路荣宅举行，朱正元、张泽垚、吴锷、顾维精、诸

祖耿、沈立人、蒋德舆、邓鸿勋参加，主席荣毅仁。22日上午 10时，在学校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参加者有沈立人、顾维精、朱

正元、张泽垚、吴锷、诸祖耿、蒋德舆、邓鸿勋、陆仁寿、许涤旧、罗聚源、薛佩瑾、谢锡南、毕仲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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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支绌的私立江南大学，乱象丛生，5月 8日上午 8时，沈立人副主委偕同毕仲翰、张泽垚、顾维精、诸祖耿、蒋涤旧、

陆仁寿、万迪生、熊振平及学生代表蒋德舆、邓鸿勋前往苏南行署教育处见陶白副处长（相当于现在的副厅长）报告校务。 

苏南行署设在无锡城中，负责管辖现在的镇江、常州、苏州、松江这一片。5月 18日下午 1时半，召开第 15次校委会议。

毕仲翰、张泽垚、诸祖耿、熊振平、蒋德舆、邓鸿勋、朱正元参加，主席朱正元。这次会议决定组织农场清算团，由各单位（教

授会讲助会职员会学生会工友会）代表 1 人及校务委员会代表 2 人共 7 人组织，校委会代表为熊振平、邓鸿勋，熊为召集人，

教授会代表为朱东润。30日下午 1时半，召开第 18次校委会议。出席者有毕仲翰、张泽垚、诸祖耿、熊振平、蒋德舆、邓鸿勋、

朱正元。6月 8日下午 1时半，召开第 19次校委会议，毕仲翰、张泽垚、诸祖耿、蒋德舆、邓鸿勋、朱正元参加，主席沈立人。 

1950年下半年，在 34岁荣毅仁的努力下，学校经费列入申新管理处预算，学校局面得以稳定。1951年 4月 26日，举行校

长、新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及学生会执行委员就职典礼，全校师生员工 600 来人参加。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校长沈立人，委员

有：正副教导长骆美轮和胡钟京，系主任金圣一（数理系）、夏彦儒（机械系）、金宝光（电机系）、朱宝镛（食品工业系）、郭

守纯（植产系）、夏宗辉（工业管理系），总务长陆仁寿，图书馆主任诸祖荫，工会代表张泽垚（兼化工系主任）、毕仲翰、罗聚

源、许冠仁、黄书意、章善宝 6人，学生会代表黄菖年、邓鸿勋共 19人。 

借助于校务委员会这一平台，年轻的邓鸿勋得以与众多教授一起，参与学校的管理，它包括学费的金额、经费的分配、人

事的处理等，这对邓鸿勋既是机会，也是历练。 

1951 年 7 月 1 日上午 8 时，全体师生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大会。大会主席邓鸿勋。工会代表罗

聚源、民主建国会代表沈立人、青年团员王振之先后发言。作为一校之长的沈立人，这次只能唱配角，而 20岁的邓鸿勋作为一

名学生则唱主角。 

当时高校有工业管理系的，只有私立江南大学一家。此专业培养的复合型人才非常受欢迎，学生一般都分配到国家大型企

业或政府经济管理部门。 

1952 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私立江南大学随之消失，师生们根据专业分到南京工学院、扬州农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华东化

工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因国家大建设急需人才，规定电机系、机械系、化工系、工业管理系、食品工业系三年级学生全部提

前一年毕业。这样邓鸿勋在后湾山只度过了三个寒暑。 

8月 14日，各系三年级提前毕业同学和镇江江苏医学院同学 172人集中在私立江南大学开始 11天的统配学习。19日上午，

“全体同学开了决心大会，学生家长萧宗汉先生特地赶来向同学们祝贺提前毕业。同学们纷纷走上台宣读决心，并举手宣誓，

最后全体同学在庄严的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面前宣誓：坚决无条件服从统一分配，并上书毛主席和写信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决

心为祖国建设事业努力奋斗。”统配学习期间，每个同学都要参加民主评议，填写小组意见，小组意见普遍是讲缺点多讲优点少。 

私立江南大学学生档案里还保留着邓鸿勋的毕业登记表，在工作志愿一栏中，邓鸿勋填写着：“无条件服从统一分配”，小

组意见写道：“思想要求进步，能够虚心接受批评，工作比较积极负责，在各项运动中能站稳立场，系统政治学习不够，业务学

习不够，认真与群众之联系和帮助较少，虽能坚持原则，但仍缺乏斗争性，生活俭朴，作风正派，待人接物和气。”（《毕业生登

记表》，苏州大学藏私立江南大学资料，江南大学档案馆，长 37。） 

1952年 9月，21岁的邓鸿勋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与多数毕业同学一起奔赴重工业中心东北，他被分配到辽宁鞍山钢铁

公司。 

助推江南大学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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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作为经济发达城市的无锡，意识到自身高等教育的不足。1984年，53岁的邓鸿勋回到无锡，

担任市委书记，主政一方。7 月 23 日，刚上任不久，他就与市长吴冬华、副市长吴钊、夏秀英等来到梁溪路 100 号，指导学校

工作。27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无锡职业大学改名为无锡大学。次年 6 月 5 日，市委书记邓鸿勋、副市长夏秀英再次来校检

查工作。 

为使无锡大学发展得更好，也为延续消失的私立江南大学命脉，邓鸿勋多方努力，推动无锡大学更名为江南大学。1985 年

9月 6日举行学校更名揭牌仪式，同时举行聘任典礼。参加仪式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无锡市党政领导邓鸿勋、

吴冬华、任贵发、马健、韩本初、胡仰德、雷焕文、夏秀英等。市长吴冬华代表无锡市人民政府聘请荣毅仁副委员长担任江南

大学名誉董事长，聘请薛暮桥担任名誉校长。无锡大学更名为江南大学，不仅赓续私立江南大学的学脉，且可以借力荣氏家族

的资源谋学校更好的发展。 

1986 年 6 月 11 日，市委书记邓鸿勋来校指导工作。21 日，荣毅仁副委员长及荣氏亲属一行 200 余人，由中共江苏省委副

书记孙颔、无锡市委书记邓鸿勋、市长吴冬华、副市长李祖法、夏秀英等陪同来校参观访问。荣毅仁捐赠学校建设资金 200 万

元，建造公益图书馆；奖学基金 100万元，设立“公益奖学金”。12月 3日，邓鸿勋书记又来到梁溪路 100号，帮助学校解决困

难。 

为使江南大学办学层次上升一个台阶，1987年 9月 14日，市政府在梁溪饭店召开将江南大学由职业大学改办为综合性本科

大学可行性论证会，邀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林克、华东化工学院党委书记蒋凌棫、无锡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钱慈明、无锡轻工

业学院副院长朱宝镛教授等出席论证会。市委书记邓鸿勋、市长吴冬华、副市长夏秀英及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论证会。

蒋凌棫、钱慈明早在私立江南大学求学时便与邓鸿勋相识，他们当时都是学生骨干，朱宝镛教授也与邓鸿勋在私立江大校务委

员会共事过。后湾山那段共同的记忆使他们为江南大学的发展尽心尽力。 

当时江南大学还是一所地方性大学，经费来源于地方。1988年 1月 20日，无锡市政府在梁溪路 100号召开集资建校情况汇

报会，市委书记邓鸿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钊、副主任杨同德、黄宁一，市政协副主席朱龙和及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

了会议。12月 23日，荣毅仁副委员长偕夫人杨鉴清、女儿荣智和，在无锡市委书记邓鸿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钊、副主任杨

同德的陪同下，来到江南大学探望师生并参观公益图书馆。 

从 1984 到 1989 年，邓鸿勋在无锡执政 5 年，虽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他极为关注江南大学发展，频繁地来校，视察工

作，出谋划策，解决困难。 

杰出校友的杰出贡献 

离开无锡后，邓鸿勋关心江南大学的热情没有变，1989 年 11 月 27 日，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的邓鸿勋为学报创刊五周年题

词：“祝贺江南大学学报创刊五周年”。1997年 10月 26日，江南大学建校 50周年庆典分别在梁溪路 100号与太湖饭店（私立江

南大学校园）隆重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鸿勋以及新老校友代表和部分师生出席。庆祝大会上，年过花甲的邓鸿

勋也登台发表祝辞。庆祝大会后，在公益图书馆前草坪举行江南大学 50周年纪念雕塑揭幕仪式，邓鸿勋为纪念雕塑揭幕。随之

成立江南大学校友会，产生了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聘请邓鸿勋、李融荣等为名誉理事。校庆期间，邓鸿勋还为学生作了一场

报告。 

2001年，无锡轻工大学、江南学院（1996年由江南大学更名）、无锡教育学院三校合并，重组为新的江南大学，“三校合并

前期，邓书记的积极推动，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校合并后，接到学校的请示，他欣然兼任新江南大学首届董事会的名誉董

事长。”2007年，举办“纪念荣德生创办江南大学六十周年”活动，邓鸿勋专程从北京赶来，并与荣智健先生畅谈关于支持新江

南大学发展的想法。“2008 年校庆期间，他被校友们公推为杰出校友代表（五杰之一），一开始很谦虚地推辞，后听说是经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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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公开推荐、遴选，学校党委常委会已正式通过了，便欣然接受。”（王武：《杰出的校友敬重的长辈——怀念邓鸿勋老书记》，《江

南大学报》2019年 12月 31日。） 

如今新江大已驶入快车道，对无锡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邓鸿勋为江南大学所做的工作，有文字记录的还不多，

他本人很低调地谈及：“至于上世纪创办不久的无锡大学数度易名：一改江南大学，再改江南学院，最终数校合并定名江南大学，

并列入国家‘211工程’，我均尽我所能参与其事，终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郑晓奇主编：《鸿猷新篇：新时期无锡市委书记市

长访谈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 34页。） 

2019 年 12 月 25日上午 8时，邓鸿勋遗体告别仪式在无锡殡仪馆举行，江南大学送来了花圈表达悼念之情，以感谢这位杰

出校友为学校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