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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及其评价
王 美 玉

摘 要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依据知识分子思想、心态基本状况对其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政策，

初衷是使知识分子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但在随后几次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运动中却走向了“左”
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不总结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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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身

兼学术与政治双重角色，这决定了历代政权的知识

分子政策必将影响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文试

通过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状况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的回顾反思，以厘清建国初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

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时代效果。

一、建国之初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据不完全统计，如果按受过

中等教育的学历推算，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 400
余万，如果按大专文化程度划分，约有 20 ～ 30 万，

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仅为 10 万人，占 4. 5 亿人口的

比例极低。其构成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来自根据

地、解放区以及革命军队中的知识分子。这部分知

识分子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被称为革命知识分

子。他们人数不多，建国后大多成为各级党政机关

的领导干部; 二是解放前夕毕业和在校的青年学

生，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但他

们怀有一颗爱国之心，革命热情高，可塑性强; 三

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留下来的大量宣传、教

育机构，各类学校、厂矿企业和各种文化艺术团体

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由于或多或少地受过

革命思想影响，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能较快地适应并

融入了新时代，有些则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

国主义情感，也有一些对执政党和新政府在政治上

还存在着一些疑虑。也因此，在社会变革面前，其

心态是不同的。
一类是完全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

革命。他们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体会到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军队的高效廉洁作风。如: 郭沫若在新中国

成立的当天发表了 《新华颂》: “人民专政，民主

集中。 /光 明 磊 落，领 袖 雍 容。 /江 河 洋 海 流 新

颂， /昆仑长耸最高峰。 /多种族，如弟兄， /千秋

万岁颂东风。”①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上海解放的

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 “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

污，赏罚不明，卒致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

民如大旱之望云霓。”②由上海赴北平参加第一次全

国文代会的著名剧作家顾仲彝，仅经过上海解放后

一个多月的观察，就得出结论: “中共各级干部

们，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热情诚恳，吃苦耐劳，

谦虚坦白，坚定乐观。他们穿不大合身的军装，长

头发，满腮胡子，大的用草绳缚住的破布鞋，起先

给我一种很奇怪而不舒服的感觉，但看惯了，反倒

使我油然起敬，肃然羡慕。”③

一类是抱着 “不问政治”的超然姿态，以平

静的心态迎接政权的更替，他们中大多是学有专长

的技术人员或自然科学家。如: 著名哲学家、时为

清华大学教授的冯友兰，在他看来 “无论什么党

派掌 权，只 要 它 能 把 中 国 治 理 好，我 都 拥 护”。
“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

是有用的。”④直到 1953 年 12 月，著名史学家陈寅

恪在收到邀请他去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

所所长时，竟然还提出: “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

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并表示: “我从来

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

系。”⑤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一些学者心目中，学术

与政治是绝然分开的。
一类是从惶恐、怀疑、茫然、观望到逐步认

同、接受和信任的心态。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要等一

等，看一看。冯友兰在 “文革”中进行自我检讨

时说到自己在建国之初对共产党的态度存在观望和

犹豫: “我认为我是中国人，人民政府是中国政

府，我当然服从，但我不是共产党员，党与我没有

直接联系。”因此他在解放以后的几个月中， “一

直没有公开表态，说我拥护共产党，毛主席。”⑥但

当中国的面貌迅速改变时，这些人便对党和政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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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由衷的赞叹; “一年之中，真所谓百废俱兴，一

切应该做的工作，政府都在尽量去做，一切不合理

的现象都在努力革除。”⑦

还有一类是冲破阻挠，历尽艰险，从海外回国

的学者和学生。1950 年 2 月，华罗庚在回国途中

发出《致中国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 “朋友们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为了

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 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

当回去; 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 就是

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

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⑧。
科学家钱学森因决心回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而受

到美国政府迫害，周恩来用提前释放美国 15 名战

俘为条件交换钱学森等回国。地质学家李四光、物

理家赵忠尧、汪德昭和著名作家老舍、“两弹”元

勋邓稼先、医学家吴阶平等都是在建国初期回国

的。从 1949 年 8 月至 1953 年 11 月间，从西方国

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有 1536 人⑨。他们不仅

带回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以实际行动表明

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总体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是复杂的，其中

大部分属于自由知识分子阵营，这些人成为新中国

建立之初知识分子的主体，也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

的主要目标人群。

二、“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确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即对知识分子现状进

行了正确分析。周恩来说: “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

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

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

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

同情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态度，反

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⑩ 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当

然，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存在着种种消极思想，所

以，毛泽东强调指出: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

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

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瑏瑡

准确定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是解决其他

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虽然我们党的文件在 30 年代

就有对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级的描述，但总的来

说，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仍定位在 “小资产阶

级”上。1948 年 8 月，陈云在为东北局起草的决

定中指出: “企业内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

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

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瑏瑢1949 年 4 月 25 日，

刘少奇在天津市委召开的国营企业职员大会上指

出: “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

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国家依

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

和技师。”瑏瑣第二天，他在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职员是

工人阶级时，更是把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靠薪金

收入生活的，都叫做雇佣劳动者。瑏瑤1949 年 7 月 23
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也说: “工人和

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地位，有

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不同，没

有阶级的对立。”瑏瑥到 1950 年 8 月，政务院颁布的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

定》更是明确规定: “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

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分决

定。其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的生活来源的

方法决定”。政务院补充决定规定: “凡受雇于国

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

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

源的人，称 为 职 员。职 员 为 工 人 阶 级 中 的 一 部

分”瑏瑦。可见，当时，已经以中央重要文件的形式

确认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工人阶级。
那么，何谓对知识分子的 “团结、教育、改

造”呢? 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概由于如

下原因: 一是对知识分子而言，面对社会变革，需

要有一个由旧社会到新社会的适应过程，由为旧中

国服务向为新中国服务的转变过程; 二是从党采取
“团结、教育、改造”的初衷看，是希望知识分子

从人生观、世界观的高度来一个迅速转变，树立起

无产阶级的立场; 三是当时试图扭转社会上普遍的

看法，即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他们的生活条

件、他们的政治立场，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

数列入小资产阶级范畴; 四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在延

安时期改造知识分子的成功经验，即通过 “团结、
教育、改造”一系列政策，以纠正知识分子的消

极心态。今天看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 “知

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理念没有在党内和全社

会形成普遍共识。
这一切成为中国共产 党 确 立 “团 结、教 育、

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依据。首先，通过

开办各种训练班、革命大学，招收知识分子系统学

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

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其次，号召知识分子投身于

各种社会改革改造运动。第三，从 1951 年秋开始，

中央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一场改

造思想 的 学 习 运 动，即 “知 识 分 子 思 想 改 造 运

动”。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到 1952 年秋基本结束时，

全国高校教职员的 91%，大学生的 80%，中学教

师的 75%参加了学习。这次运动帮助知识分子在

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他们最

—641—

社会主义发展史与国外社会主义



终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奠定了

基础。毛泽东欣喜地把它看作 “我国值得庆贺的

新气象。”瑏瑧但是也存在着要求过高、过急，做法简

单粗暴的问题，从而在部分知识分子心中长期投下
“被改造”的阴影。

三、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运动的深化

如果说 “团结、教育、改造”的思想改造运

动还只是从宏观的角度简单清理了知识分子的阶级

立场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就

是延伸到各自的研究领域，深挖唯心主义思想根源

的连续批判运动了。
早在 1951 年上半年，思想文化领域就电 影

《武训 传》展 开 了 一 场 批 判 运 动。毛 泽 东 认 为:

“对于武训和电影 《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

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

度!”瑏瑨由此掀起了建国后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一次批

判运动。虽然毛泽东初衷是希望通过这场批判和讨

论，学习如何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

物和中国近代历史，但它却在客观上开启了用政治

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恶劣先例。
1954 年 10 月，开始了以清除胡适派思想为核

心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残余、建立马克思主义在各

学术领域指导地位的学术批判。1955 年 2 月，中

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

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

的通知》。当时中央认为 “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

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

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瑏瑩

1955 年对胡风文艺思想乃至 “胡风反党集团”的

批判则将思想改造问题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加以

斗争，受牵连的知识分子达 2100 多名。
思想批判运动有助于知识分子确立学术研究上

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但是这些批判也存

在着明显的消极作用。一是把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

见同建国初期的阶级斗争背景相联系，混淆了学术

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 二是试图通过群众运动对

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结果违背了知识分子的成

长规律，只能适得其反; 三是在运动中存在着不加

分析地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倾向。而文化和学术思

想的价值，往往不是简单地用对与错来衡量的。列

宁说过: “聪明的唯心主义者比愚蠢的唯物主义者

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瑐瑠 ; 四是以世界观为依

据确定阶级属性，这既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

矛盾的界限，也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积极性、创造性

的发挥。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本来 “团结”

是基础，“教育和改造”是手段和方法，目的是发

挥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

实践过程中，由于没有形成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

级一部分”的共识，结果使思想改造运动在一定

程度上背离了党的政策初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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