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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中国开启了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新历程。这个 历 程 可

分为三个阶段：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初步学习阶段；二，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全面学习阶段；三，苏共 二 十 大

后反思学习阶段。这个时期经历了从 号 召 学 习 苏 联 到 掀 起 全 面 学 习 苏 联 的 高 潮，再 到“以 苏 为 戒”提 出 有 分

析有批判地学习的变化。这种变化轨迹反映出新中国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复杂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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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

文化的范例。”①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来的

重要思想。１９４９年，中 国 革 命 即 将 取 得 胜 利 之 时，
中国共产党延续了“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的思想，
强调新中国文化建设要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

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重视学习苏联文化及文

化建设经验，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

苏联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方针

完全倒向苏 联 等 社 会 主 义 国 家②；另 一 方 面 是 因 为

新中国文化建设刚刚起步，百废待兴，苏联则提供了

最为直接的学习样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中国开启了学习

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新历程。过去，学界从

文学艺术、电 影、教 育 等 领 域 讨 论 过 学 习 苏 联 的 问

题，但从新中国文化建设整体视阈的角度讨论１９４９
年至１９５６年间新中国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

验的研究尚不多。为此，本文拟初步梳理这个时期

新中国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发展历程，
以丰富人们对这段历史复杂性的认识。

一、国民经 济 恢 复 时 期 初 步 学 习 苏 联 文

化及文化建设的经验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５２年底，是国民经

济恢复时期。这个时期，新中国坚持“建设人民文化

的范例”的思想，开启了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

验的初澜。其表现有：
（一）高度重视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

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学习苏联及苏联文

化建设经验。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５日，刘 少 奇 在 中 苏 友

好协会成立大会上表示：“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

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吸收苏联新的文化作为

我们建设新 中 国 的 指 针 是 中 国 人 民 目 前 的 迫 切 任

务。”③１９４９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其间，毛泽东到

苏联多个城市了解苏维埃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的情况④。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中 苏 两 国 签 订《中 苏

两国同盟互助条约》，强调要“发展和巩固中苏之间

的经济与文化关系”⑤。以此为标志，中苏两国关系

进入新的发 展 阶 段。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７日，毛 泽 东 离



苏时发表告别演说，明 确 指 出 “苏 联 经 济 文 化 及 其

他各项 重 要 的 建 设 经 验，将 成 为 新 中 国 建 设 的 榜

样”⑥。
其次，思想文化战线领导人重视学习苏联文化

及文化建设 经 验。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郭 沫 若 在 苏

联文化艺术 科 学 工 作 者 代 表 团 到 京 时 表 示：“我 们

……准备接受你们的友爱的指导，准备接受苏联人

民的一切宝贵经验来从事新中国的建设。”⑦１９５２年

３月１９日，陆定一强调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必须得到

苏联和各 新 民 主 主 义 国 家 的 协 助⑧。１９５２年９月

３０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指出：“文教

卫生事业的内容、制度、组织和方法，正在学习苏联

先进经验并与我国实际逐步结合的基础上胜利地进

行着改革。所有这些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

潮的来临都是极大 的 推 动 力 量。”⑨１９５２年 底，文 化

部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中苏友好月”期间联合举

办苏联影片展览。郭沫若在开幕式上说：“以苏联人

民的斗争经验、生产建设经验、苏联人民的光辉英雄

榜样，教育我们，指导我们，使我们信心百倍地把我

们的国家建 设 得 像 苏 联 那 样 富 强、美 丽 和 光 明。”⑩

为“苏联影片展览”，周恩来题 词 “学 习 苏 联 电 影 事

业的经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陆定一题词“苏联的

今天，就是中国的将来”瑏瑡。
（二）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其分会，推动学

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

由于历史及其他原因，新中国成立之时部分国

内民众与知识分子对苏联还存在着“疑苏”与“反苏”
情绪瑏瑢，为此，新 中 国 决 定 成 立 中 苏 友 好 协 会，推 进

中苏友好工 作。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５日，中 苏 友 好 协 会

总会成立。其宗旨是“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

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

作，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成

就，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斗争

中的紧密 团 结”瑏瑣。中 苏 友 好 协 会 的 一 项 重 要 职 责

就是增加中苏文化交流和合作，推动中国学习苏联

先进经验。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以后，各地成立了分会。

中苏友好协 会 及 其 分 支 机 构 深 入 到 机 关、工 厂、企

业、学校等组织中，入会人员包括工农群众、解放军

指战员、机 关 干 部、学 生、教 育 工 作 者、民 主 党 派 人

士、宗 教 界 人 士 等，群 众 性 团 体 如 工 会、共 青 团、妇

联、青联、学联、文联、科联、科普、工商联等均为团体

会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其分会通过举办“中苏

友好月”、纪念会、座谈会、报告会、展览会、派出代表

团访苏等形式推动中苏友好。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

内容虽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还开展文化活动。
后来，新中国文化艺术科学方面的代表团到苏联学

习和访问大都由中苏友好协会来联系和组织。
（三）邀请苏联代表团访问中国，宣传和介绍苏

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

这个时期，我国邀请多个苏联文化艺术科学方

面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向中国介绍

与宣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这其中规模和影

响较大的有２次：
其一是１９４９年９月底至１１月，苏联文化艺术

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中国。

１９４９年９月 底，受 苏 联 对 外 文 化 联 络 协 会 派

遣，以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苏

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一行３４人来华参加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成立

大会。１０月１日 上 午１１时，苏 联 文 化 艺 术 科 学 工

作者代表团自天津转车至北京，宋庆龄、刘少奇、周

恩来、郭沫若、李济深等以及各界代表两千余人到车

站迎接。下午３时，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

团出席开国大典。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苏联文化

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不仅参加中国保卫世界和平

大会以及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还深入南京、
上海、济南、沈阳、哈尔滨等地访问，与各地工人、农

民、战士、青年、学生、学者、专家、教授举行座谈。１１
月２日，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离开哈尔

滨回国。
苏 联 文 化 艺 术 科 学 工 作 者 代 表 团 来 中 国 的 目

的，主要是为推动与加强中苏友好，参加中国保卫世

界和平大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但在开

展活动过程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苏联文化及文化建

设经 验。现 将 代 表 团 所 开 展 活 动 情 况 简 要 介 绍

如下：

１０月８日，法捷耶夫瑏瑤在全国文联大会上作《论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演讲。

１０月９日，法捷耶夫在北京大学介绍苏联文化

建设，强调苏联文化具有五大特点，分别是人民性、
多民族性、继承和延续旧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中

一 切 最 优 良 的 前 进 的 东 西、富 有 爱 国 主 义 以 及

党性瑏瑥。

１０月１０日，西蒙诺夫瑏瑦在北京剧协座谈会上谈

苏联戏剧并 回 答 了 有 关 问 题。同 日，德 奥 米 多 夫瑏瑧

在北京出版、图书馆、书店工作者集会上演讲苏联书

籍出版发行 的 情 况。同 日，费 诺 格 诺 夫瑏瑨 在 北 京 全

·５２·



国美协和北京艺专座谈会上介绍了苏联美术教育的

概况。同日，斯托列托夫瑏瑩 在北京中法大学作《生物

科学中的论战》的演讲。

１０月１７日，格拉西莫夫瑐瑠 在上海影剧界讲演会

上作《论苏联电影》的演讲以及回答苏联电影创作中

的几个问题。同 日，巴 利 诺 娃瑐瑡 在 上 海 音 乐 界 座 谈

会上作《关 于 苏 联 音 乐》的 讲 座。同 日，阿 格 拉 则瑐瑢

在上海科学技术界演讲会上作《苏联的科学研究工

作》的报告。同日，斯托列托夫在上海生物科学界演

讲会上作《苏联的生物科学》的报告。

１０月１８日，费 诺 格 诺 夫 在 上 海 美 术 界 座 谈 会

上作《苏联造型艺术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斗争》
讲座。

１０月１９日，法捷耶夫在上海鲁迅逝世１３周年

纪念日发表《论鲁迅》一文。同日，西蒙诺夫在上海

鲁迅逝世１３周年纪念会上作《鲁迅是苏联伟大的永

远忠实的朋友》的演讲。

１０月２３日，西 蒙 诺 夫 在 天 津 文 学 青 年 大 会 上

作《苏联作家和作家协会的任务》的演讲。

１０月２６日，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政 务 院 文 化 教 育 委

员会招待苏联代表团座谈会。座谈会内容主要是谈

苏联文教组织及其工作情况。
其二是１９５２年１１月至１２月，苏联文化工作者

代表团、苏联艺术工作团、苏军红旗歌舞团、苏联电

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中国。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８日，为 庆 祝 苏 联 十 月 革 命 胜 利

３５周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发出《关于举行“中苏友

好月”的通知》，决定从１１月７日到１２月６日在全

国举行“中苏友好月”活动，并邀请苏联对外文化协

会派遣代表团和文工团前来参加瑐瑣。１０月１０日，中
共中央就“中苏友好月”向各地发出指示，要求对这

次活动做出细致安排。这次活动的内容是介绍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宣传中苏友好对于中国建

设的重要意 义瑐瑤。这 次 活 动 的 目 的 是“进 一 步 地 努

力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与文学艺术工

作的杰出成果”，迎接我国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

文化建设瑐瑥。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日，以 吉 洪 诺 夫 为 首 的 苏 联 艺

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一行２９０人

抵达北京瑐瑦。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宋庆龄、吴玉章、
李济深、郭沫若等以及首都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和

首都各界 人 民 共４　５００人 前 往 车 站 欢 迎瑐瑧。郭 沫 若

在欢迎会上说：“在中国人民恢复和改造了自己的国

民经济、就要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今天，特别需

要学习苏联，特别需要更进一步加强中苏人民的友

谊。”瑐瑨１１月６日，苏联电影艺术工 作 者 代 表 团 到 达

北京。１１月６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宋庆龄、高岗、
周恩来、陈云、郭沫若等会见了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

团团长吉洪诺夫以及苏联艺术工作团、苏军红旗歌

舞团、苏联 电 影 艺 术 工 作 者 代 表 团 的 团 长 等瑐瑩。随

后，苏联四个文化团体深入到全国各地进行访问与

交流。
在“中苏友好月”期间，以吉洪诺夫为首的苏联

文化工 作 者 代 表 团，先 后 访 问 北 京、武 汉、长 沙、广

州、杭州、上海、南京、兰州、西安、成都、重庆等地，向
各地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介绍苏联文化、艺术、科
学工作的经验和成就，作有关中苏友好、戏剧艺术、
音乐创作、历史科学和农业科学方面的专题报告，举
办了各种座谈会解答了我国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

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并表示愿意把所有的工作经

验贡献给中国人民的文化和科学建设瑑瑠。其他三个

代表团也都有各种精彩的文化活动。据统计，苏联

艺术工作团和苏联红旗歌舞团在我国访问了２０个

城市，大小型演出共１４０余次，观众达９０万人；演出

的广播和转播大会共２２次，有组织的听众达２　５００
万人；参 加 的 演 讲 会 和 座 谈 会 共１５８次，听 众 约

１７．７万人；此外 通 过 联 欢、游 园 大 会、欢 迎、欢 送 等

其他方式和这四个代表团的苏联友人见面的各界人

士有２００万人 以 上瑑瑡。在“中 苏 友 好 月”期 间，全 国

６７个 城 市 同 时 举 办 了“苏 联 影 片 展 览”，观 众 达

４　０００多万人瑑瑢。
这次“中苏友好月”活动，恰好是我国即将开始

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关键时刻。通过广泛宣传与介绍

苏联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能够动员

我国各方面 力 量 来 进 行 大 规 模 经 济 建 设 和 文 化 建

设。为此，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四个团体的负

责人及部分团员并观看部分演出；知名文化界人士

纷纷撰文强调要向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学习，如梅兰

芳的《向苏联伟大的艺术家学习》（《人民日报》，１９５２
年１１月１５日）、洪深的《学习苏联优秀的艺术》（《人
民日报》，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５日）等。

同１９４９年那次相比，这次苏联文化代表团的人

数和规模上都要大很多。毋庸讳言，虽然二者在时

间上相差三年，但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影响是

相同的。１９４９年 苏 联 文 化 艺 术 科 学 工 作 者 代 表 团

访问中国，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包括文化

建设在内各方面的工作还刚刚开始，这个时候苏联

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带来了苏联先进的经验，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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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同行进行了交流与分享。当时有人指出，苏联文

化“代表着人类文化所已达到的最高峰，照耀着世界

各民族文 化 发 展 的 总 方 向”瑑瑣。苏 联 文 化 艺 术 科 学

工作者代表团的现身说法，对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

启示力量是无穷的。１９５２年底，我国国民经济完成

了恢复和发展的任务，即将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时

期。这个时候，中国大规模地举办“中苏友好月”，一
是为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３５周年，二是为了中

国自身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通过苏联经济建设

和文化建设成就的展示，让大多数人感到“苏联的今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所取得的成就，也正是

我们未来要实现的目标。尽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

们的明天”不完全针对文化建设，但毫无疑问适用于

文化建设。在这种向苏联学习文化及文化建设的现

实需要 下，新 中 国 在 文 学 艺 术、新 闻 出 版、音 乐、教

育、科技等领域掀起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

的初澜。
对于中国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的经验，苏

共中央以及苏联的文教机构给予了方便与配合。如

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１日，联共（布）中央决议 批 准 苏 联 科

学院接受中国科学 工 作 者 来 实 习瑑瑤。１９５１年１０月

２日，联共（布）中 央 决 议 同 意 苏 联 作 家 协 会 邀 请 中

国作家代表团访苏瑑瑥。如此等等。
这个时期，我国文化建设对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

的经验确实有所借鉴。如１９５２年２月，中宣部要求

改组文艺团体时，提出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要把文

协改组成与苏联“作家协会”同性质的组织瑑瑦。我国

在文化事业发展上也着重介绍和参考苏联文化建设

的经验。如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编印的《文教参考资

料》丛刊，其中有大量介绍苏联文教政策和文化建设

经验的材料；文化部办公厅编印的《文化资料》中也有

不少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材料。在对苏

联文化及其成就的宣传上，我国媒体几乎都进行了正

面报道，如《世界知识》发表的王庆《突飞猛进中的苏

联文化教育》（１９５１年第１０期）、朱育莲《苏联文化教

育事业的辉煌成就》（１９５２年第４８期）等。同时，我国

还派出一些文化科学方面代表团到苏联进行文化交

流与学习，如１９５１年４月中国学者代表团访问苏联、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等。

二、有计划 经 济 建 设 时 期 全 面 学 习 苏 联

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

自１９５３年起，我国进入有计划 经 济 建 设 时 期。

１９５６年初，我 国 宣 布 进 入 社 会 主 义 国 家。这 个 时

期，我国文化建设围绕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目标和任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

文化及文化建设的高潮。
（一）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

建设经验确 实 弥 补 了 我 国 文 化 建 设 经 验 不 足 的 问

题。但是，随着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我国文化

建设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

１９５３年２月４日至７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

议在北京召 开。７日，毛 泽 东 在 闭 幕 会 上 指 出：“我

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

不够，因此要 学 习 苏 联 的 先 进 经 验。”瑑瑧 针 对 国 内 部

分人中间对于学习苏联的抵触情绪，他从分析古代

以及近代中国两次学习外国的经验出发强调中华民

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指

出当前学习 苏 联 的 规 模 和 效 用 已 远 远 超 过 以 往 两

次，要求学习苏联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

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
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

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
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

的国家。”瑑瑨 毛 泽 东 号 召 在 全 国 掀 起 学 习 苏 联 的 高

潮，其范围和内容要广泛得多。２月１０日，《人民日

报》发表社论，强调要坚决贯彻毛泽东的号召，“在全

国各地，在各种建设事业中，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

潮”，并指出“这是保证我国大规模建设工作能够顺

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之一”瑑瑩。２月１４日，为 纪 念《中

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三周年，《人民日报》发表

社论，再次强调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全国范围

内迅速展开有系统地学习苏联的运动”，掀起学习苏

联的高潮瑒瑠。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全面援助中国，派

遣大量专家来华，帮助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设。以毛泽东提出全面学习苏联的号召为标

志，我国文化建设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

高潮。
（二）派遣代表团赴苏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与 前 一 时 期 派 遣 代 表 团 到 苏 联 学 习 和 交 流 相

比，这个时期中国派往苏联的代表团明显增多。这

些代表团几乎囊括我国文化建设的全部方面，现将

其中重要者列举如下。

１．１９５３年２月至５月，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

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国科学院院长会议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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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其中有“组织

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学习苏联科学工作的先进

经验，并商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科学工作合作的

具体办法”瑒瑡。１９５２年底，由中国科学院提出并经政

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该团由中国

科学院院内外１９个学科的科学家２６人组成。代表

团访苏的任务包括：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

导科学工作瑒瑢，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院如何

在旧有基础上壮大的经验；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

其发展趋势，并就中苏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瑒瑣。

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４日，中 国 科 学 院 访 苏 代 表 团 离

京前往苏联，３月５日到达莫斯科。在苏联期间，苏

联科学院主 席 团 为 代 表 团 组 织 了 七 个 全 面 性 的 报

告，内容包括苏联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苏联科学院

的组织机构及干部培养、苏联的科学计划工作、苏联

科学家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方法论、苏联科学

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任务等。代表团成员还

参观了苏联科学院在莫斯科、基辅等地的研究所，访
问了１１所大学以及许多工厂、矿山、集体农庄、博物

馆和展览会。５月２４日，代 表 团 回 国，并 在 长 春 逗

留三个星期对访问苏联、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工作进

行了各学科分科总结和总的访苏工作总结。在总结

期间，代表团首先举行了四天座谈会交流心得，由各

个不同专业的代表发表对于这次访苏在本门学科内

的体验和收获。会后，各门学科进行了分科总结，然
后讨论总的访苏工作的总结瑒瑤。６月１７日，代 表 团

回京。回京后，代表团先后向中国科学院、政务院文

化教育委员会、政务院以及中共中央汇报了访苏情

况，并以１９个学科组织、１６个专科报告会和３个总

报告会，来传达访苏收获。据统计，当时参加专科报

告会的有首都科学技术工作者８　０００人，参加总报告

会的有中央 各 机 关 干 部 和 首 都 文 教 干 部 数 千 人瑒瑥。

１９５４年，中国科学院秘书处将代表团访苏报告以及

总报告汇集成《学习苏联先进科学———中国科学院

访苏代表团报告汇刊》出版。
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的最主要目的是在充分

了解苏联科学院组织和领导科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我国的科学工作。代表团团长钱

三强分析认为，苏联科学及苏联科学院发展的主要

经验有：中心环节是培养干部，要有目的、有计划地、
有重点地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各科学机构之间的明

确分工与互相配合汇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培养健

康的学术风气。他指出：“苏联科学的先进经验，对

于改进我国科学工作，一般地说是全部适用的。”“认

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就会使我们少走弯路，稳步

前进。”瑒瑦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长 郭 沫 若 表 示：“学 习 苏

联———这是坦陈在我们面前的大道，而且是最平直、
最捷近、最宽 阔 的 坦 坦 大 道。”瑒瑧 通 过 对 苏 联 科 学 先

进经验的学习与宣传，科学家们表示“坚决走苏联科

学发展的道路，来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但同时也

强调学习苏联先进科学，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当前

的工作，要创造性地学习瑒瑨。
在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８

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２０４次政务会议，会上郭沫

若和钱三强分别作《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

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和《关于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

告》。两个报 告 在 同 一 日 向 政 务 院 汇 报，这 不 是 巧

合。郭沫若 的 报 告 不 仅 强 调 学 习 苏 联 经 验 的 重 要

性，还提出加强科学计划工作以及加强学术领导成

立学部等改进措施。应该说，郭沫若所提出的改进

措施同中国科学院访问团到苏联访问关联密切。周

恩来在听取报告后表示“两个报告都很好”，并针对

学习苏联的问题表示要“好好计划一下”瑒瑩。１９５４年

３月８日，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以及全国科学 工

作做出重要指示，肯定了中国科学院学习苏联经验

的做法。

２．１９５４年底到１９５５年３月，新华社代表团访

问苏联塔斯社

１９５４年８月，为了具体地学习苏联塔斯社先进

工作经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向塔斯社社长巴尔古

诺夫提出派遣总社、分社领导干部前往塔斯社进行

两至三个 月 的 访 问瑓瑠。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１日 至１９５５
年３月２日，新 华 社 代 表 团 对 塔 斯 社 进 行 了 访 问。
归国后，代表团将收集到的材料编印成《塔斯社工作

经验》（上、下册）一书。代表团对苏联塔斯社进行了

全面考察与访问，包括塔斯社的任务、作用和领导，
塔斯社新闻部和苏联的新闻报道，塔斯社国际新闻

部和国际新闻的报道，塔斯社的对外报道工作，塔斯

社新闻局的工作，塔斯社摄影部和新闻摄影报道，塔
斯社干部、行政管理、电务、党组织和工会工作，以及

塔斯社列宁格勒分社、乌克兰分社的情况。

３．１９５５年１０月至１２月，中国中小学教师代表

团访问苏联

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邀

请，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７日 至１２月１６日，中 国 中 小 学

教师代表团访问苏联瑓瑡。代表团由教育部副部长陈

曾固任团长，一行共２８人瑓瑢。代表团访苏的目的是

学习苏联普通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的教育、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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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学组织和学校管理的先进经验。代表团在苏

联访问期间，对苏联中小学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

全面了解，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还到各地参观交流。
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我国派往苏联学习文化

及文化建 设 经 验 的 代 表 团 非 常 多。除 以 上 所 列 之

外，还有：１９５４年１月至３月，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

团访问苏联。１９５４年７月至９月，中国广播工作者

代表团访问苏联。１９５５年９月，中国高等教育考察

团访问苏联。１９５６年７月，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

问苏联。等等。
（三）向苏联文化教育专家学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

大量顾 问 和 专 家 到 中 国 帮 助 开 展 经 济 建 设。１９５２
年９月２１日，周恩来致信莫洛托夫提到当时在华工

作苏联专 家 有２５２人瑓瑣。有 计 划 经 济 建 设 时 期，我

国对苏联专家的需求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这个时

期，中国迎 来 了 苏 联 专 家 大 规 模 来 华 工 作 的 高 潮。

为此，国务院 提 出 要 统 一 专 家 的 管 理 工 作，于１９５３
年８月 成 立 了 国 务 院 专 家 工 作 组。１９５３年９月９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

项规定》，强调“正确地学习与运用苏联先进经验，是
胜利完成我国各项建设任务的一个重要因素”瑓瑤，并

从思想、工作、组织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从制度层

面进一步保障我国向苏联全面学习的开展。
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专家主要集中在经济

（尤其是重工业）领域不同的是，有计划经济建设时

期苏联来华的顾问和专家遍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

领域。很明显的是，文教领域的顾问和专家数量远

远超过了前 一 个 时 期。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３日，周 恩 来

提出１９５３年暑期后文教系统拟增聘专家１４７名，换
聘３名，延聘１１３名，辞聘３１名，实际增加１１６名的

报告请中央批准瑓瑥。据《竺可桢 日 记》记 载，１９５３年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所属各部门拟聘请苏联专家

人数，如下表所示：

表１　１９５３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所属各部门拟聘请苏联专家人数瑓瑦

人数 文化部 卫生部 科学院 出版总署 广播电台 体育 教育部 总计

增聘 ３１　 ３１　 ８　 １　 ２　 ５　 １９８　 ２７９

现有 ０　 ５　 ０　 ５　 ０　 ０　 １３０　 １４０

　　这个时期，担任过文教部门顾问的，如国务院文

教总顾问马里采夫、高等教育部首席顾问列别捷夫、

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科达夫等人都参与过文教方面

的具体工作。从上表可以看出，苏联文教专家更多

地集中在教育部门。据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底的统计，全

国有３５所高校聘请苏联专家１８３人。此外，还有７
所中等专业学校聘有苏联专家１５人瑓瑧。到１９５６年

底，我国 科 学 和 文 化 领 域 的 苏 联 顾 问 和 专 家 已 达

４００多人瑓瑨。这些来华的苏联顾问 和 专 家 参 与 新 中

国文化建设并提出意见建议，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举办苏联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日 至１２月２６日，苏 联 经 济 及

文化建设展览会在北京苏联展览馆举办。１０月２５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参观展览会后，题词表示：“苏联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的光荣成就大大地鼓舞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

热情，并且使 中 国 人 民 得 到 学 习 的 最 好 榜 样。”瑓瑩 黄

贤俊、曾昭抡、刘开渠、彦函、吴劳观看展览会后分别

撰文《苏联展览会中的出版物和职业教育馆》《从苏

联展览会看苏联的高等教育》《灿烂的画廊》《苏联版

画创作的光 辉 成 就》《谈 苏 联 展 览 馆 的 建 筑 艺 术》

等瑔瑠。接待苏联 来 华 展 览 办 公 室 宣 传 处 编 印 了《苏

联文化建设的成就》《苏联的文学和艺术》《苏联经济

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介绍》《五年来中苏友好合作

的巩固和发展（参考材料）》等材料。

这次展览会全面展示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

就，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

重大启示作用。对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中
国人民从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展览会中受到了生动

的社会主义 教 育瑔瑡。后 来，中 苏 友 好 协 会 总 会 还 编

辑出版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纪念文

集》（时代出版社，１９５５）。

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苏联文化方面的代表团

到中国来交流和介绍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比前

一个时期也大为增多，几乎文教事业的各个领域都

有。如１９５４年９月３０日，应中苏友好协会邀请参

加国庆观礼的苏联文化代表团来华。代表团除参加

国庆观礼外，还访问了北京、沈阳、鞍山、抚顺、广州、

南京、上海等地，并在这些城市作学术性报告５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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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参加各种专题座谈会４０多次，参观科学研究和

文化教育机关，同学术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通过

座谈会、报告会等活动，代表团向我国文化界广泛介

绍苏联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成就。访问结束后，
代表团 所 作 的 报 告 汇 编 成《苏 联 文 化 代 表 团 讲 演

集》，分１１册 出 版。这 方 面 例 子 很 多，不 再 一 一

列举。

三、苏共二 十 大 后 反 思 学 习 苏 联 文 化 及

文化建设经验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掀起高潮，
中国共产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学习苏联先进经

验依然充满 较 高 期 待。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４日，周 恩 来

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

最新成果，并要求尽 可 能 赶 上 苏 联 水 平瑔瑢。１９５６年

２月１６日，毛泽东针对学习苏联问题还指出：“要分

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
……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

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瑔瑣 但是，苏共二十大的召

开，尤其是２月２４日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及其后中

国的应对，成为新中国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

验的一大转折。

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２日，中 共 中 央 召 开 政 治 局 会 议

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秘密报

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
这就是破除了迷信。”瑔瑤３月２３日，中 共 中 央 书 记 处

再次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毛泽东强调：“不要再

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

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

会主义的道路。”瑔瑥４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中国的哲学、
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有不少的研究

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

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

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

拜的影响”，要解决的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

对待，对斯大林著作中有益的东西要当作重要的历

史遗产接受过来瑔瑦。４月２５日，毛 泽 东 在 中 央 政 治

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讲话中，他以

苏联设电影部、文化局（后又改为文化部）而中国设

文化部、电影局为例批评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

分析，“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

极端”瑔瑧。他强 调，学 习 外 国 的 方 针 是 一 切 民 族、一

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
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这种学习必须

是有分析有判断地学，不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
机械搬 用。对 于 外 国 的 短 处、缺 点 当 然 不 要 学瑔瑨。
毛泽东的讲话已经强调不要盲目搬用苏联经验，矫

正了过去片面强调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意识到要“以

苏为鉴”，强调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苏联，而且从

思想政策层面做出调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道路。
首先，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百花

齐放，百家争 鸣”的 方 针。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８日，毛 泽

东正式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

的百家争鸣，我 看 应 该 成 为 我 们 的 方 针。”瑔瑩５月２６
日，陆定一系统阐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９月，“双百”方针进入八大党的报告。
其次，中国共产党强调“向苏联学习”是正确的，

但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如陆定一说：“向苏联

学习，这是正确的口号。我们已经学了一些，今后还

有许多应当学习。”“但是，在学习苏联的时候，我们

的学习方法必须不是教条主义的机械搬运，而是要

结合我 国 的 实 际 情 况。这 一 点 必 须 引 起 注 意。否

则，也会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瑖瑠 后来，苏联对中

国提出的“以苏为鉴”也有所认识。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２
日，苏联驻中国临时代表Ｂ．哈利乔木向苏共中央报

告中说：“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国和政府领导人的讲

话中出现一种倾向：号召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

成果。作为这一立场的依据，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

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国，反对中国工作人员忽视

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形势的特点。”瑖瑡

１９５６年７月５日，中国与苏联在相互尊重国家

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及平等互利的原则下签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合作

协定》。协 定 指 出，中 苏 双 方 同 意 在 科 学、技 术、教

育、文学、艺术、保健、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

事业方面要加强合作，并就双方合作的事项作出具

体的规定瑖瑢。这份协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

苏联签订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突出双方文化交

流与合作的平等地位。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后

近七年时间里，中苏双方签订过很多协定（主要集中

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迟迟没有签订文化协定，这不

仅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有关，还与中国

共产党开始反思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存在

的问题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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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间新中国学习苏联文

化及文化建设经验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得出如下

认识：
这个时期，新中国高度重视学习苏联文化及文

化建设经验，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

现实需要来推动学习，其目的还在于发展自身的文

化教育科学事业。总体来说，新中国学习苏联文化

及文化建设经验，大体经历了如下过程：从号召学习

苏联到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再到“以苏为戒”

提出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这种变化轨迹反映出新

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复杂

历程。不容否认，新中国在学习过程中确实存在教

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问题。１９５６年，新中国对于学

习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有过短暂反思，但反思

并不彻底，后来甚至在某些方面继续放大了苏联文

化及文化 建 设 经 验 的 不 足。这 已 不 是 本 文 论 述 重

点，只待今后再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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