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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与新中国高校政治理论课程的建立*

耿化敏 吴起民

〔摘要〕自 1949 年至 1957 年，作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举措，同时为了适应马列主义学习热潮，

中共决定以中国人民大学为试点，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理论教育制度。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马列主义

进入新中国的大学，实现了课程体系化、教学组织化和教学活动计划化，并形成了一支政治理论师资

队伍。高校政治理论课不仅是一种系统、正规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更是一项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为

中共确立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权和管理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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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viet Exper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n New China
Geng Huamin ＆ Wu Qimin

Abstract: From 1949 to 1957，as a measure of learning Soviet education experience，and in order to adapt to
Marxism Leninism learning upsurge，the CPC decided to take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s the pilot to compre-
hensively learn from the Soviet Union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political the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oviet
experts，the Marxism Leninism was introduced into universities in new China，the systematic curriculum，organ-
ized teaching and programmed teaching activities was achieved，and the political theory faculty was formed． Polit-
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is not only a kind of systematical and formal Marxism Leninism theory education，but
also an ideological education work，and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PC to set up the leadership and manage-
ment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目前，“1950 年代的中国”研究方兴未艾，

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其中，中国共产党在

苏联专 家 的 帮 助 下，全 面 学 习 苏 联 教 育 制 度，

尤其是结合自身经验，逐步使马列主义理论教

育进入大学制度体系，为确立党对高等院校的

领导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这是认识新中国教

育转型 的 关 键，涉 及 马 列 主 义 教 育 的 课 程 化、
组织化、制度化，以及运作体制等内容。学界

既有研究主要以中苏关系史、中国教育史为视

角，运用俄罗斯解密档案、中国教育部门档案

等文 献 资 料，梳 理 苏 联 专 家 与 中 国 教 育 体 制

“苏联化”的背景、过程、内容和影响，也有以

典型院校为对象的实证研究成果，而从政治理

论教育的角度研究苏联专家与高校马列主义课

程建构的成果尚不多见①。

*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课题“中国共产党思想

史研究 ( 系列) ” ( 15XNLG07 ) 的阶段性成果。
① 代表性成果包括沈志华: 《苏联专家在中国 ( 1948—

1960 ) 》，社会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2015 年; 毛 礼 锐、
沈灌群主编: 《中国教育通史》第 6 卷，山东教育出

版社，1989 年; 胡 建 华: 《现 代 中 国 大 学 制 度 的 原

点: 50 年代 初 期 的 大 学 改 革》，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版

社，2001 年; 赵阳辉: 《苏联援助创办哈尔滨军事工

程学 院 的 历 史 研 究 ( 1952—1956 ) ———兼谈中 苏 军

事工程技术教育的冲突与融合》，硕士学位论文，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2005 年; 王震亚: 《苏联专家在中

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

王丽莉、潜伟: 《1952—1957 年苏联专家与北京钢铁

工业学院的学科建设》，《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

科学版) 》2010 年第 2 期; 颜芳: 《苏联专家对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改革的影响》， 《高校教育管理》2011
年第 3 期; 张 藜: 《苏 联 专 家 在 中 国 科 学 院———对

1950 年代中苏两国科学院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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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吸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发掘利用

基层档案的基础上，致 力 于 以 “20 世 纪 50 年

代马列主义进大学”为主 题 的 系 列 后 续 研 究，

即以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样板———中国人民大

学 ( 简称 “人大”) 作为研究对象，考 察 该 校

苏联专家怎样发挥作用，还原其全面引进苏联

教育经验、建立马列主义课程体系的过程，分

析这一课程体系在引入和调适中产生的结构性

问题和历史影响，由此呈现中国高校马克思主

义政治理论教育的原初面貌和基本构造①。

一、苏联政治理论教育经验的引入

与马列主义专家的派遣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逐步确立了全面学

习苏联的国家建设取向，意识形态教育的 “苏

联化”是中共创办新型大学教育制度时面临的

一项现实而紧迫的课题。还在 1949 年 1 月，毛

泽东同米高扬谈及马列主义教育问题时，已经

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不高的担忧，言

外之意就是中共的理论教育需要向苏联学习②。
7 月至 8 月，刘少奇访问苏联，中苏议定苏联帮

助中国创建一所培养干部的新型大学。在毛泽

东看来，这所大学理应 “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

中的 和 资 产 阶 级 不 同 的 一 套 学 说 和 制 度”③。
9 月，苏联顾问费 辛 科 和 菲 力 波 夫 协 助 中 国 筹

备这所大学，最终确定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

革命 大 学 等 校 为 基 础，创 建 中 国 人 民 大 学④。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决议，规定人

大的教学方针为 “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

与中国情 况 相 结 合”，本 科 开 设 马 列 主 义、新

民主主义 论、中 国 革 命 史 等 政 治 理 论 课 程⑤。
1950 年 10 月 3 日，刘少奇在人大开学典礼上宣

布，社会主义大学不再是以改造思想为目的政

治训练班式的大学，而是采用苏联经验的正规

大学，中国将来的大学都要按照 “中国人民大

学的样子”建设⑥。可见，中 共 设 想 以 人 大 作

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的样板，以便

创造经验，复制推广。
对于中共而言，学习苏联经验的现实紧迫

性首先在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解放区政治理

论教育已经无法适应执政后的 “马列主义学习

热”的新形势。新政权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已

经成为拥有合法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凭借党

组织在全国的建立健全，以及党内宣传部门的

领导推广，形成向全国各领域传播的态势，全

社会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在改造旧大

学、推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中共废除了与旧

政权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讲义、三民主义学说等

课程，要求各大学添设马列主义课程，但政治

理论教育因普遍经验不足、师资匮乏而难以适

应干部理论学习、大学教学改革、知识分子思

想改造 的 巨 大 现 实 需 求。尽 管 1949 年 三 四 月

间，中共北平市委曾经提出由各校校务委员会

《科 学 文 化 评 论》2012 年 第 2 期; 耿 化 敏、董 航:

《1950—1956 年中国人民大学俄文学习运动的历史考

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等等。尤

要指出，美国学者道格拉斯·A． 斯蒂夫勒 ( 中文名

李滨) 的《在中国人民大学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干

部和苏 联 专 家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 1949—1957 ) 》
( 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历史系，2002 年) 、他和杨京霞的《苏联专家在中国

人民 大 学 ( 1950—1957) 》 ( 《冷 战 国 际 史 研 究》
2010 年第 2 期) ，以及吴惠凡、刘向兵的《苏联专家

与中国人 民 大 学 学 科 地 位 的 形 成———1950—1957 年

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与贡献》 ( 《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2013 年第 6 期)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档

案馆藏档案和口述史资料等，推进了有关人大苏联专

家问题的研究。
① 关于此一时期高校马列主义课程体系中的中国革命史

课程的开设情况，参见耿化敏: 《中国人民大学与高

校中 国 革 命 史 课 程 的 创 设 与 停 开 ( 1950—1957 ) 》，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 年第 6 期。
② 参见〔俄〕安·列多夫斯基编著，李玉贞译: 《米高

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 ( 1949 年 1—2 月 ) 》 ( 中 ) ，

《党的文献》1996 年第 1 期。
③ 《毛泽东年谱 ( 1893—1949 ) 》下卷，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3 年，第 540 页。
④ 华北大学成立于 1948 年 8 月，校长吴玉章，副校长

成仿吾、范文澜。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成立于 1949 年

2 月，校长刘澜涛，副校长胡锡奎。中国人民大学创

建初期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员大部分来自陕北公

学、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华大、华

北革大等 老 解 放 区 的 “革 命 大 学”。参 见 人 事 处:

《1950—1951 学年 第 1 学 期 各 教 研 室 教 员 情 况 统 计

表》 ( 1950 年 11 月 15 日)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

档案号 1951 － XZ12 － 23。
⑤ 何东昌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 1949—

1975 ) 》，海南出版社，1998 年，第 3—4 页。
⑥ 校长办公室: 《刘少奇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

大会上 的 讲 话》，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档 案 馆 藏，档 案 号

1950 － XZ11 － XB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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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学生会聘请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大学进行

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的学术讲演，中宣部指

派党内政治理论教育专家———华北大学艾思奇、
何干之两位党员教授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讲授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论，但这种派遣

党员教授作讲演或担负某一课程的办法无疑杯

水车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马列主义教育的

问题①。
更重要的是，中共在新接管高校复制解放

区政治理论教育经验的努力，遇到严重的现实

阻力。解放区的政治理论教学继承的是延安整

风经验，从反对教条主义出发，立足长期战争

和农村环境下根据地甚至敌后办学的现实条件，

形成了短期政治训练班性质的以思想改造为目

的的 政 治 理 论 教 育 方 式②。1949 年 8 月 5 日，

经毛泽东肯定并批转各地仿效学习的华北人民

革命大学马列主义教学经验，就是解放区政治

理论教育经验的放大，它把学校看作 “思想战

场”，理论课程设置少而精，学制灵活，注重以

马列主 义 改 造 学 生 思 想，学 员 参 加 体 力 劳 动，

教学贯彻群众路线③。但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

解放区政治理论教育非正规化、非系统性的弊

端日益显现，新区高校政治课存在突击运动式

教学、内 容 零 碎 不 系 统、组 织 建 设 滞 后 等 问

题④。1950 年，艾思奇有 针 对 性 地 提 出 学 校 政

治理论教育中长期计划和系统学习的重要性问

题，主张取消一些强制性的、群众运动式的教

学办法⑤。1951 年 2 月，中 共 明 确 指 出 党 内 理

论工作 “存在着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

向”，检讨了延安整风运动没有在反教条主义同

等规模上反对经验主义的教训，强调 “在统一

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⑥。这种

认识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打开了闸门。
反观苏联，斯大林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套

以 《联共 ( 布) 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的、以

系统正规为基本特点的政治理论教育模式。十

月革命后的 1919 年 2 月，列宁在 《俄共 ( 布)

纲领草案》中提出，学校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

的工具，不仅要传播共产主义一般原则，还要

对半无产者等阶层施加无产阶级思想、组织和

教育的影响⑦。1921 年 1 月，俄共 ( 布 ) 通过

《关于高校改革决议》，确立高校教育的马克思

主义取向，要 求 培 养 社 会 主 义 新 专 家。是 年，

苏俄成立红色教授学院，为高校培养和输送讲

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等课程的 “红

色师资”。⑧ 此后，苏联高校较普遍地开设了列

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

经济学等课程。1938 年，斯大林在党的宣传员

会议上批评宣传教育工作，认为马克思主义与

列宁主义相互脱节，一些概念和术语低级趣味

化，政治理论与联共 ( 布) 历史相互隔离，讲

授过于繁复，尤其 “缺少中央对各类教科书的

鉴定”，要求意识形态宣传必须以 《联共 ( 布)

党史简明教程》为统一指导，以 “完全恢复作

为布尔 什 维 主 义 财 富 的 那 些 观 点”⑨。是 年 11
月 14 日，联共 ( 布) 中央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作

出决议，对 高 校 政 治 理 论 教 育 作 出 具 体 规 定:

设立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取代以往

分散独立的教研室，由新成立的中央宣传鼓动

部和全苏联高等学校事务管理局选派教研室主

任; 设置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保留政治经济学

和一些学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

程; 以 《联共 ( 布) 党史简明教程》为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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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大 白 主 编: 《北 京 高 等 教 育 文 献 资 料 选 编

( 1949—1976 )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2002 年，

第 7 页; 何干之: 《我 和 周 扬 的 关 系》 ( 1968 年 9
月) 。
参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
( 二) 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238 页。
参见《毛泽东年谱 ( 1893—1949) 》下卷，第 545 页;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的教育情况及其主要的经

验教 训》，天 津 市 档 案 馆 藏，档 案 号 401206800 －
X0065 － Y － 000172 － 011。
参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 《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文献选编 ( 1949—2008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8 年，第 5 页。
参见艾思奇: 《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为庆祝国

庆一周年》，《人民教育》1950 年第 1 卷第 6 期。
中央宣传 部 办 公 厅 编: 《党 的 宣 传 工 作 文 件 选 编

( 1946—1966 )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出 版 社，1994 年，

第 73—74 页。
参见《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 出 版 社，2012 年，

第 744 页。
参见张建华: 《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 ( 1917—
1936 ) 》，北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2012 年，第 167、
168 页。
参见沈志华总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1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611—625 页。



读原著，规范讲授、课堂讨论等方法; 马克思

列宁主义高等学校 ( 原红色教授学院) 附设于

联共 ( 布 ) 中 央 之 下，以 培 养 理 论 干 部 为 目

的①。此后，苏联高校相应作出调整，规范以马

列主义基 础 ( 联 共 党 史 ) 为 轴 心 的 课 程 体 系，

推行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实行由政治理论教

研室和一体化教学环节组成的马列主义教学体

制。这些构成了苏联教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苏联专家指导新中国高校构建马列主义课

程体系的蓝本。
伴随中国人民大学的建立，苏联派遣政治

理论专家成为中苏讨论办学方案时的重要议题。
1949 年 11 月 12 日，苏联顾问费辛科、菲力波

夫制定的办学方案将马列主义理论和俄语教学

放在首 位，计 划 聘 请 苏 联 教 授 和 教 员 185 名。
其中，马列主义理论 44 名、政治经济学 11 名，

约占总数的 29． 7%。② 在经过中国调整的办学

方案中，虽然马列主义专业聘请苏联专家的数

量减幅较大，但仍然在人大保持了相对数量的

优势。
从全国来看，1949 年至 1952 年，共聘请苏

联教育专家 187 人，仅派往人大的就有 47 人，

居全国高校 之 首③。其 中，1950 年 5 月 由 苏 联

高教部选定的 6 名政治理论专家全部被派遣到

人大④。1951 年 1 月 13 日，菲力波夫在中国政

务院专家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苏联教员和教

授在北京的大学里共有 50 人，其中人大 37 人。
这 50 名专家中，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逻

辑学专家 6 名，均在人大工作⑤。自 1950 年至

1957 年，人大先后聘请苏联专家 98 人，其中政

治理论 教 研 室 聘 请 22 人，仅 次 于 俄 语 教 研 室

( 26 人) ，约占专家总数的 22% ，是全国聘请苏

联政 治 理 论 专 家 数 量 最 多、专 业 最 全 的 高 校

( 见表 1) 。从专业分布来看，在 22 名苏联政治

理论专家中，哲学 5 人，政治经济学 7 人，马

列主义基础 10 人。由于专家相对集中，马列主

义 基 础 教 研 室 一 度 出 现 专 家 多 而 工 作 少 的 问

题⑥。
校方在聘请、管理和使用马列主义专家方

面，从起初的缺乏经验到逐渐走上有计划的轨

道。专家聘请 由 学 校 向 教 育 部 ( 高 等 教 育 部 )

申请办理有关手续，专家来华后，政务院专家

招待处以 “专家到职介绍书”的形式通知人大

校方，介绍书包括专家姓名、聘期、工资等信

息⑦。除正常程序聘请外，季米多夫和达拉干诺

夫分别由北京俄文专修学校、马列学院调入人

大。巴甫洛夫接替高尔尼洛夫指导教研室工作，

克列和然明在续聘后继续主持工作，使哲学教

研室的专家力量得到加强。同时，选聘专家注重

学科的多样化，如卡拉达耶夫、斯卡任斯卡娅、
伊奥尼基分别是经济学说史、美学和自然科学

与哲学方面的专家; 巴甫洛夫是苏联德聂伯尔

彼得洛夫斯克大学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副教

授、副博士，教书 16 年; 贝斯特雷赫是苏联乌

拉尔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副博

士，教书 27 年; 卡 拉 达 耶 夫 是 莫 斯 科 大 学 教

授，经济学博士; 等等。在接待管理方面，游

览、回国、避暑等一般事宜由人大转请政务院

专家招待处办理，学校政治理论教研室每逢纪

念节日组织宴请、座谈会等活动，尽可能满足

专家和家属的生活需要。当然，受制于当时的

客观条件，学校在接待和管理苏联专家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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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关于〈联共 ( 布) 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

样进行党的 宣 传———1938 年 11 月 14 日 联 共 ( 布 )

中央决议》，《教学与研究》1954 年第 2 号。
参见〔美〕道格拉斯·A． 斯蒂夫勒著，李惠等译:

《建设社会主义大学———中国干部与苏联专家在中国

人民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 1949—1957 ) 》，内部资料，

2010 年，第 53 页。
参见毛礼 锐、沈 灌 群 主 编: 《中 国 教 育 通 史》第 6
卷，第 103 页。
参见沈 志 华: 《苏 联 专 家 在 中 国 ( 1948—1960 ) 》，

第 92 页; 校长办 公 室: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专 家 名 册》
( 1951 年 2 月 5 日)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

号 1951 － XZ11 － XB － 7。
参见校长办公室: 《菲力波夫同志在政务院专家会议

上的发言》 ( 1951 年 1 月 11 日 ) ，中国人民大学档

案馆藏，档案号 1951 － XZ11 － XB － 22。
例如，莱米卓维奇曾主动要求帮助中国教员，教员

们却因忙于应付教学任务而拒绝他。莱米卓维奇提

出: “如果再无工作，我就回国”。教研室对此按照

“不应有的误会”处理，由翻译徐坚作出检讨。参见

马列主 义 教 研 室: 《关 于 专 家 工 作 的 检 查 报 告》
( 1952 年 11 月 27 日)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

案号 1955 － XZ16 － 23 － 5。
校长办公室: 《彼希金专家到职介绍书》，中国人民

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3 － XZ11 － XB － 34。



表 1: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苏联专家统计表 ( 1950—1957)

姓 名 在校时间 讲授对象及人数

马
列
主
义
教
研
室

阿夫节依 1950． 07—1952． 06 教员 49 人，研究生 43 人，校外理论教员 18 人

高尔尼洛夫 1950． 06—1953． 06 教员 49 人，研究生 43 人，校外理论教员 18 人

彼希金 1952． 11—1953． 06 教员 49 人，研究生 43 人，校外理论教员 18 人，旁听生 7 人

莱米卓维奇 1950． 09—1952． 06 教员 47 人，研究生 43 人，校外理论教员 18 人，旁听生 7 人

尼基金 1950． 09—1952． 06 教员、研究生 30 人至 40 人，旁听生 1 人

奥高扬 1951． 03—1952． 06 教员 49 人，研究生 43 人，校外理论教员 18 人，旁听生 7 人

巴甫洛夫 1954． 01—1956． 07 马列主义研究班三年制研究生 68 人，本室正规研究生 3 人

季米多夫 1954． 09—1955． 07 马列主义研究班、马列主义基础班共 229 人

贝斯特雷赫 1954． 09—1956． 07 教员 56 人，研究生 208 人，本室正规研究生 3 人

岗察洛夫 1956． 06—1957． 06 研究生 70 人，教员人数暂缺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研
室

阿尔马卓夫 1950． 06—1953． 05 教员及校外来进修的教员约 40 人，研究生两个年级 70 人

耶里莫诺维奇 1950． 07—1951． 06 校内其他各系研究生及夜大学

然 明 1951． 03—1954． 07 教员、进修教员 40 人左右，研究生 130 人

焦莫什金 1951． 10—1953． 06 校内其他各系研究生及夜大学

诺沃肖洛夫 1952． 10—1953． 07 夜大学

斯巴诺夫斯基 1955． 08—1957． 06 研究生 80 余人，正规研究生 5 人

卡拉达耶夫 1955． 12—1956． 06 教员、进修教员约 10 人，研究生 10 余人

哲
学
教
研
室

克 列 1952 春—1955． 06 教师 10 余人，研究生 30 余人，马列主义研究班约 100 人

巴尔道林 1954． 10—1956． 07 研究生 19 人，哲学研究班 68 人

斯卡任斯卡娅 1955—1956 研究生和校外有关学校约 200 人

达拉干诺夫 1956． 09—1957． 06 哲学史教研室教师

伊奥尼基 1956． 08—1957． 06 本系研究生约六七十人

资料来源: 校长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 1950—1957 年的苏联专家工作情况及登记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

馆藏，档案号 1960 － XZ11 － XB － 24。

不可能是毫无问题的①。在使用方面，校方将专

家工作重心放在教学指导上，规定 “专家建议

必须在一周内，由领导上考虑使其具体化，并

使之贯彻执行”，确实无法付诸实施则必须向专

家作出解释，并建立专家工作制度②。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经过四年多的探索，

到 1954 年 4 月人大教学经验讨论会召开时，中

国人民大学正式被树立为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

验的典型，高 教 部 号 召 各 高 校 以 “唐 僧 取 经”
的精神学习人大经验，而人大办学的首要特点

正是 “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在

教学计划中参照苏联经验予政治理论课以重要

的位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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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阿夫节依在招待所丢过一只手表，虽然抓到
罪犯但未找回失物; 然明的房间很冷，迟迟未得到
解决; 招待所鼠患严重，专家不得不养猫，但未解
决此患; 苏联 专 家 对 住 处 汽 车 少 也 有 意 见。此 外，

一些专家常常去王府井等处购物，如耶里莫诺维奇不
许警卫跟随，认为警卫是监视他们的。参见行政事务
部: 《专家招待工作报告》 ( 1951 年 6 月 23 日) ，中
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1 － XZ11 － XB － 8。
校长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系、教研室专家工作制

度暂行规定 ( 草案)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

案号 1954 － XZ11 － XB － 21。
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印: 《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
第 2 辑，内部资料，1955 年，第 89、91 页。



二、对苏联政治理论教育经验的全面学习

从 1949 年到 1953 年，在全面 学 习 苏 联 的

过程中出现了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现象，“向

苏联专家学习就是了”，“苏联专家怎么说就怎

么做”①。而一些结合中国实际的独立思考或做

法往往被作为轻视苏联经验的 “经验主义”受

到批判。人大为保持 “苏联科学体系完整性”，

走 “莫 斯 科 大 学 道 路”，强 调 以 苏 联 专 家 为

“工作母机”去制造新的 “机器”②。苏联政治

理论教育 制 度 深 刻 地 影 响 了 学 校 的 课 程 设 置、
教学组织、教 学 流 程、科 学 研 究 等 各 个 方 面，

实现了马 列 主 义 在 高 校 教 育 体 制 中 的 课 程 化、
组织化和计划化。

设置专门的理论课程，实行政治理论教育

的课程化，是效仿苏联教育经验的第一步。一

是推行苏联高校通行的课程体系，按照马克思

主义的三个来源 ( 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和三个组成部

分 ( 马克思主义哲学、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

会主义) ，开设哲学 (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 、政 治 经 济 学、马 列 主 义 基 础 ( 联 共 党

史) 三门课程。后经副校长成仿吾、何干之等

人向苏联专家反映情况，人大增设了一门中国

革命史。二是增加课程比重，实行必修课制度。
在人大，政 治 理 论 课 约 占 全 部 课 程 的 20% 至

25% ，且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科目。到 1953 年 6
月，高等教育部要求增设马列主义基础课之后，

全国高校统一开设了由人大首设的四门政治理

论课程。三是编译苏联讲义、教材。建校初期，

人大约有 100 门课程，几乎全部采用苏联教材，

只有中国革命史、汉语等极少数苏联没有的课

程除外③。翻译讲义、教材因此成为苏联专家承

担的最为繁重的一项工作，其中既有他们自编

的讲义，也有经典原著介绍、苏联新版教材等

( 见表 2) ④。这些讲义、教材通过研究班、报刊

( 如 《教学与研究》 《新建设》) 等途径，在全

国高校广泛传播。
建立专门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实行政治理

论教育的组织化，是学习苏联经验的另一个方

面。苏联高校普遍设立的 “卡菲德拉”，由成仿

吾译作 “教研室”，被人大统一采用。教研室是

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组织，其成员

由担负一种或几种有联系的课程的教员组成⑤。
苏联专家到校后，调整了 1950 年 3 月的政治理

论课方案。高尔尼洛夫等把 “马列主义研究室”
改建为 “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尼基金主持的

哲学组附设于该教研室，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 阿尔马卓夫则改变了原来建设

经济系的方案，建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⑥。1951
年，人大设立的马列主义基础 ( 主任艾思奇) 、
政治经济学 ( 主任宋涛) 、中 国 革 命 史 ( 主 任

何干之) 三个教研室已经初具规模 ( 见表 3 ) ，

从事政治理论课程的专任教员 82 名，教研室主

任均为中共党内的理论专家。1952 年 6 月，在

克列的建议下，哲学组脱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

室，独立为哲学教研室。这些教研室直属学校

教务部，负责组织全校的政治理论课，被赋予

“具有 战 斗 性 的 党 的 团 体”的 地 位，作 用 是

“对于高等学校整个教学工作的决定发生影响，

对异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任何表现作

布尔什维克的不调和的斗争”⑦。从此，相对于

其他大 学，人 大 具 备 了 一 个 十 分 突 出 的 特 点，

即拥有占全校 1 /3 规模的政治理论专业，马列

主义基础、哲 学、政 治 经 济 学、中国革命史四

大理论教研室地位显赫，被誉为“四大名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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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施平: 《六十 春 秋 风 和 雨》，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91 年，第 174 页。
校长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聘用苏联专家工作

情况简单汇报》 ( 1952 年 11 月 9 日 ) ，中国人民大

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3 － XZ11 － XB － 34。
本刊编辑部: 《“全盘苏化”的实质是全盘修正主义

化》，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编: 《斗批改》
第 7 期 ( 1968 年 1 月) ，第 8 页。
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总结》，中

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2 － XZ16 － 05 － 3。
《中国人民大学教研室和教研室主任工作条例》，《人

民大学周报》1951 年 3 月 31 日。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 《求是园

名家自述》第 1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第 102 页。
斯·卡夫坦诺夫: 《全力改进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讲授》，《人民教育》1950 年第 1 卷第 2 期。
刘葆观主编: 《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

回忆录 ( 1950—2000 ) 》上 册，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07 年，第 196 页。



表 2: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编译讲义、教材统计表 ( 1950—1957)

专 家 讲义、教材及其发行情况

高尔尼洛夫、奥高扬、
阿夫节依

《马列主义基础讲义》，60 册 ( 内部)

巴甫洛夫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义 ( 4—13 章) 》，4481 册 ( 内部)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义 ( 导言—7 章) 》，120 册 ( 内部)

季米多夫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义 ( 导言—第六章) 》，4481 册 ( 内部)

贝斯特雷赫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义 ( 第 7—14 章) 》，336 册 ( 内部)

莱米卓维奇 《马列主义基础学习方法指示 ( 供函授生用) 》，17500 册 ( 内部)

岗察洛夫 《科学社会主义史》，1106 册

巴尔道林
《哲学原著介绍》，150 册 ( 内部) ; 《辩证唯物主义问题解答》，150 册 ( 内部) ; 《唯

物主义辩证法论范畴》，450 册 ( 内部) ; 《辩证唯物主义问题解答》，100 册 ( 内部)

尼基金 《逻辑讲稿》

克 列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经典著作介绍七篇》，647 册 ( 内部) ;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

作介绍六篇》，292 册 ( 内部) ; 《自然辩证法介绍》，5034 册 ( 内部)

阿尔马卓夫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讲稿》，100 册 ( 内部)

诺沃肖洛夫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夜大学讲稿》，1222 册 ( 内部) ; 《资本论第 1 卷结构》，

1222 册 ( 内部)

然 明 《经济学说史讲义》，1054 册; 《资本论结构》第 2 卷、第 3 卷，1222 册

斯卡任斯卡娅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经典著作问题解答》

伊奥尼基
《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否定的否定规律》《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门得列夫周期

系的自然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

卡拉达耶夫 《经济学说史讲义 上册》，1467 册

资料来源: 校长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 1950—1957 年的苏联专家工作情况及登记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

馆藏，档案号 1960 － XZ11 － XB － 24。

表 3: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组织概况 ( 1951 年)

教研室 负责人 教研室人数 开设课程

马列主义教研室
艾思奇

尹 达

教员 42 人，行政干部 3 人

研究生 131 人

资料员 5 人，翻译 8 人

马列主义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逻辑学

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宋 涛

教员 18 人，行政干部 2 人

研究生 133 人

资料员 4 人，翻译 5 人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专题作业

政治经济学史

政治经济学史专题作业

中国历史

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

何干之

王大刚

教员 36 人 ( 其中，中国革命史教员

22 人) ，行政干部 1 人

研究生 100 人

资料员 4 人

中国历史

中国革命史

资料来源: 教务部: 《本部直属教研室教学组织表》( 1951 年)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教务处 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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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教研室的组织运作原则是集体主

义。在教学上，它体现为在个人钻研基础上的

集体教学和在集体讨论指导下的个人教学①。在

组织上，它体现为 “一切重大原则问题都经过

充分酝酿，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经领导批准

后，分工负 责，贯 彻 执 行”②。在 工 作 作 风 上，

它体现为尊重教研室主任和教学计划的权威性。
依据苏联的做法，教研室主任主持教研室会议。
教研室会议负责审查工作计划、教学提纲、科

研报告、教师思想汇报、研究生的个人计划等

16 项内容③。遵守教学计划、恪守教学纪律是

苏联专家留给中国教员的印象。例如，奥高扬

上课时因灯泡炸裂，玻璃碎片进入眼睛，但他

仍然坚持完成了教学计划。相反，一些中国教

员则往往有 “朝令夕改，变化太大”和 “工作

拖拉，缺 乏 坚 强 的 纪 律 性”等 问 题④。此 外，

教研室成员在旁听某一位教员讲课或讨论其讲

义时，都要采取批评的办法，如 1951 年 3 月 24
日，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听取教员孙健的课堂讲

授，宋涛 指 出 了 “讲 授 提 纲 写 得 比 较 简 单”
“有些例子不够正确”等缺点，鲁达则认为孙健

的讲授理论性有余、战斗性不足⑤。
由人大建立的政治理论教研室，逐渐推广

成为各大学普遍设立的教学组织。自 1952 年院

系调整至 1957 年，全国高校按照四门课程组建

了政治理论教研室，但具体设置不同。文科院

校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类如中国人民大学、东

北师范大学，分设四个独立的政治理论教研室;

一类如北京大学，设有独立的马列主义基础教

研室、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但政治经济学教研

室、哲学教研室分别附设于经济学系、哲学系;

一类如东北人民大学 ( 1958 年改称吉林大学) ，

哲学教研室和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设在哲学系，

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设在经济学系，中国革命史

归属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理、工、农、
医等非文科院校因为教学力量有限，一般只设

独立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研室，其下设四门

政治理论课的教研组。⑥

统一规范教学流程，实现政治理论教学活

动的计划化，是苏联经验的重要特征。苏联高

校马列主义教学活动有着一条具有严密计划性

的流程，即 “备 课—讲 授—课 堂 讨 论—辅 导—

考试 ( 口试) ”。其中，备课采取教研室集体备课

的方式，“教员必须按照集体研究结果讲授”⑦。
在讲授环节，强调教员的权威性，不允许学生

提出理论上的不同意见或与教员争论，如有意

见必须课后书面提出⑧。在考核环节，既有对知

识水平的考察，也有对思想立场的评价，如有

的学生被视为 “思想糊涂”“思想有毛病”“保

守着旧思想”“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

直至被评定为 “不宜培养的学生”⑨。在讲授内

容上，苏联经验至上，如副校长成仿吾向苏联

专家提 出，马 列 主 义 基 础 不 能 只 讲 联 共 党 史，

还应介 绍 马 克 思、恩 格 斯 的 革 命 理 论 和 实 践，

第一和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果受到

批评瑏瑠。中共 “五老”之一的徐 特 立 曾 经 撰 文

批评苏联 《政治经济教科书》，刘少奇认为，该

文应经中共中央审查批准，并且征得联共中央和

原书作者同意后才能发表。刘少奇担心，若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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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齐一: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的工作》，《人民教

育》1951 年第 3 卷第 3 期。
校长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的总结报

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4 － XZ11 －
XB － 33。
参见《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教 研 室 和 教 研 室 主 任 工 作 条

例》，《人民大学周报》1951 年 3 月 31 日。
参见马列主义教研室: 《马列主义教研室关于专家的

材料》 ( 1952 年 10 月 25 日)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藏，档案号 1952 － XZ16 － 23 － 3 ; 政治经济学教研

室: 《苏联教研室的组织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档案

馆藏，档案号 1952 － XZ16 － 05 － 4。
参见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教研室对孙健同志教学工

作的决定》，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1 －
XZ16 － 05 － 2。
据 2009 年至 2012 年笔者对北大赵宝煦，人大刘炼、
杨云若，东北师大郑德荣，吉林大学曹仲彬等高校

政治理论课老教授的采访记录归类整理。
校长办公室: 《关 于聘 用 苏 联 专 家 若 干 基 本 经 验 总

结》，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3 － XZ11 －
XB － 34。
校长办公室: 《安德里扬诺夫谈讲课》 ( 1950 年 9 月 9
日)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3 － XZ11 －
XB － 5。
人事处: 《关于不宜培养的学生、研究生 的 处 理 原

则、登记材 料 及 请 示 报 告》，中国人民大 学 档 案 馆

藏，档案号“人事处 24A”。
参见张傲卉等编撰: 《成仿吾年谱》，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4 年，第 120 页; 余飘、李洪程: 《成仿

吾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年，第 468 页。



此会引起中共党内，甚至两党关系中的无秩序状

态。①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教员难免自觉不自觉

地更倾向于照本宣科，甚至直接宣讲译文。
以苏联专家为依托，培养一支红色政治理

论教员队伍，是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关键。人

大主要通过 “小先生制”、招收研究生、附设马

列主义夜大学、开办马列主义研究班等方式培

养教员。其中，“小先生制”指先由专家给教员

讲授，再由教员给学生上课的一种过渡性方式。
随着 1952 年后中国教员业务水平的提高，该方

法逐渐停止使用。培养研究生分一年制、两年

制两种，目 的 是 逐 步 实 现 正 规 化 的 师 资 培 养。
马列主义夜大学始于 1950 年 9 月，学员来自本

校和中央机关、北京市机关的在职干部，学制

两年，每周上课两次，共八小时。马列主义研

究班则存在于 1952 年 9 月到 1957 年之间，按

照四门课程分设四个班，为全国高校培养政治

理论师资。
苏联专 家 在 教 员 培 养 上 提 出 了 一 些 要 求:

一是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认为政治理论

教员的党性是靠不断参加社会斗争取得的②。如

高尔尼洛夫要求教员 “分析任何问题，都要从

政治观点、阶级利益出发，同时不能脱离现实

政治生活、人民的斗争、群众的活动”③。党性

原则还被贯彻到教研室负责人和理论教员的选

任上，如唯心主义专家、非党人士不得担任马

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理论教员要注意党团员的

比例，等等④。二是具有科学研究能力，重视开

展有计划的集体性科学研究。在政治理论教研

室，通常由苏联专家拟定主题，再分成若干专

题由教 员 去 研 究。苏 联 专 家 作 为 科 学 指 导 员，

重视研读和阐发马列经典原著尤其是斯大林的

观点⑤。总之，苏联专家赋予马列主义教员的形

象是 “正确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并

向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斗争的理论阵线

上的战士和新的科学理论的创造者”⑥。
在某种意义上，新中国的政治理论课师资

队伍走过 了 一 条 先 由 苏 联 专 家 培 养 人 大 教 员，

再经由人大为全国高校培养政治理论师资的历

史道路。从培养数量来看，人大开办四年后即

有一、二、三年制的政治理论和其他专业研究

生 1158 人毕业，其中有 767 人先后在全国 210

所高校担任马列主义理论和各种专业的主讲教

师以及教研室的正、副主任。到 1956 年，全国

几乎每个高校都有人大培养出来的政治理论教

师⑦。据统计，1950 年至 1957 年，从人大毕业

的政治理论师资共有 2070 人⑧。1964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3 日，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召开，

会上传达说，当时全国共有 8000 多名高校政治

理论教员，人大培养了 6600 名⑨。到 “文化大

革命”前的 1965 年，全国高校形成了一支共有

8509 人的政治理论教员队伍 ( 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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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5 年，第 602 页。
马列主义教研室: 《胡锡奎副校长与苏联专家的谈话

记录》 ( 1953 年 5 月 27 日)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藏，档案号 1954 － XZ16 － 23 － 7。
马列主义教研室: 《高尔尼洛夫同志在 4 月 25 日例

会上的发言记录》，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2 － XZ16 － 23 － 3。
例如，曾任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的赵宝煦教

授回忆道: 北京大学成立马列主义教研室时，由哲

学系主任、康德研究专家郑昕兼任教研室主任。苏

联专家表示，莫斯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

是苏共中央任命的，你们不是中共中央任命的，但

也不能让唯心主义专家做教研室主任。根据苏联专

家的意见，北大让郑昕回哲学系工作，马列主义教

研室从事实上从属于哲学系的位置上脱离出来，直

属于校长，由北大副教务长张仲纯兼任教研室主任。
参见耿 化 敏 电 话 采 访 赵 宝 煦 的 记 录 ( 2009 年 5 月

31 日) 。
在当时的“马列主义经典”术语中，斯大林的观点

是最为核心的。例如，1950 年 12 月 28 日，中国经

济学者王学文与阿尔马佐夫围绕生产力要素问题展

开辩论。阿尔马佐夫认同并论证了斯大林所讲的生

产力是由生产工具和人两个要素构成的观点，王学

文认为除了这两大要素还必须包括劳动对象，没有

劳动对象，生产无法进行。主持人李培之认为王学

文犯了概念混淆的 错 误，斯 大 林 的 观 点 是 正 确 的。
参见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阿尔马佐夫与王学文关于

生产力问题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

号 1951 － XZ16 － 05 － 2。
云光: 《关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工

作中的几点体会》，《教学与研究》1953 年第 4 期。
《为高等 学 校 培 养 政 治 理 论 教 师》， 《人 民 日 报》
1956 年 6 月 9 日。
参见《中国 人 民 大 学 政 治 理 论 教 学 总 结》 ( 1957
年)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党委办公室

58A”。
参见《刘炼工作笔记》 ( 1964 年 8 月 14 日) 。



表 4: 新中国高校政治理论课程教师统计表 ( 1960—1965)

年份

类别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政治理论 ( 总计) 8111 10294 9324 8740 8485 8509

哲 学 1266 2767 2882 2806 2681 2765

政治经济学 1248 2735 2655 2544 2395 2480

政治学 1056 1418 887 860 620 547

中共党史 791 2072 2153 1972 3085 2240

注: 1960 年的数字系 20 个省 ( 区、市) 的资料; 政治学为原马列主义基础专业，1957 年后曾改称科学社会

主义、马列主义政治学，其教员队伍主要由马列主义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政治理

论教师组成; 由于“政治理论课”的外延时常发生变动，表中“总计”一行与四门课程教师之总和并不一致。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 《三十年全国教育统计资料 ( 1949—1978 ) 》，内部资料，1979 年，第

82 页。

三、对苏联政治理论教学经验的调适

从 1949 年到 1951 年，中苏对 于 如 何 具 体

学习、传授苏联教育经验，实际上处于互不摸

底的状态，苏联专家不了解中国情况，中国教

员既不知道苏联经验，也不懂具体业务，结果

造成中国教员依赖、模仿苏联专家的现象。此

时，政治理论教育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主要

表现为在苏联专家的讲义、教材中简单地添加

中国材料。到 1952 年，在肯定苏联经验普遍适

用性的前提下，成仿吾提出各教研室应努力写

出 “中国化的讲义”①，而学校副顾问菲力波夫

也开始强调 “苏联经验不能机械搬运，教条式

的搬用是不好的”②。
从 1953 年起，人大开始调整过去全面学习

甚至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政治理论课程

进入调适阶段。校方对照这年 9 月 《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作出

检查报 告，要 求 结 合 中 国 实 际 提 升 学 习 效 果，

克服 把 苏 联 专 家 当 作 “活 字 典”的 依 赖 性 学

习③。由此，苏联政治理论教学模式在中国教育

实践中产生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首先，政治理论课程比重过大、内容重复，

造成学生学习负担重。校方将马列主义教育视

为 “一切教 育 的 基 础”，实 行 政 治 理 论 必 修 课

制，其课 程 比 重 1954 年 时 约 占 全 部 课 程 的

18% ，最高时约占 25% ④。当时实 行 “向 工 农

开门”的办学方针，如此比重对于那些文化水

平偏低的工农干部出身的学员来说，自然造成

了很大的学习压力。1953 年，中共北京市高等

学校委员会调查发现，北京高校马列主义基础、
政治经济学课程分量较重，出现了学生学习负

担过重的情况⑤。高教部工作组两次来人大的调

查结果亦表明: 文化基础差、政治课和俄文课

比重过大是造成学生学习负担重的主要因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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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校代会: 《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成仿

吾在校代会上的报告》 ( 1952 年 6 月) ，中国人民大

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3 － XZ11 － XB － 36。
校长办公室: 《菲 力 波 夫 同 志 对 学 校 工 作 的 临 别 意

见》 ( 1952 年 6 月 7 日)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

档案号 1953 － XZ11 － XB － 34。
校长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苏联专家工作的检

查报告》 ( 1953 年 10 月 24 日)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

馆藏，档案号 1953 － XZ11 － XB － 8。
参见校长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的总

结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 馆 藏，档案号 1954 －
XZ11 － XB － 33; 《吴校长 9 月 20 日在本校校代会上

的讲话》，《人民大学周报》1951 年 10 月 7 日。
参见陈大 白 主 编: 《北 京 高 等 教 育 文 献 资 料 选 编
( 1949—1976 ) 》，第 162 页。
1954 年 12 月和 1955 年 3 月，高教部先后派出工作

组到中国人民大学调查学生学习负担问题。工作组

选定一部分学生展开全面调查和座谈，发现政治理

论教学存在内容重复、照念讲稿、学生被动适应教

学环节、“笔记搬运”等问题，并向校方提出相应建

议。参见高教部工作组: 《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学

习负担情况的调查报告》 ( 1954 年 12 月 20 日) ，中

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教务处 77B”; 教务

部: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本学期学习负担情况

调查报告》 ( 1955 年 3 月 29 日 ) ，中国人民大学档

案馆藏，档案号“教务处 77B”。



此外，《联共 ( 布) 党史简明教程》作为马列

主义基础课程的规定教材，与政治经济学、哲

学两门课程存在内容上的重复。1955 年人大教

务部的调查显示: 课程重复最为严重的就是马

列主义基础课程，它与政治经济学的重复范围

涉及五章共七个问题，与哲学的重复范围则涉

及五章共五个问题①。
然而，苏联专家恪守教学计划，强调政治

理论教育的系统性和正规化。1954 年 6 月，古

德廖佐夫强调应当保证全部知识的讲授，批评

系主任们 “是学生的最好的保护者”②。巴甫洛

夫认为政治理论课程的某些重复是必然的，也

是有益于学习的，并强调在苏联教学大纲就是

法律，教师不得删减③。随着苏联专家地位的下

降，他们的意见不再具有以往的权威性，中方

开始调整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计划，降低马列主

义基础 ( 联共党史) 的教学时数。
1955 年 10 月 25 日和 11 月 10 日，人大教

务部召集各政治理论教研室及相关教研室召开

座谈会，副校长胡锡奎亲自主持，决定根据政

治理论课程的特点、任务、讲授重点、开课顺

序、听课学生专业性质的不同，密切配合，适

当分工，以解决课 程 重 复 问 题④。1956 年 暑 期

高教部召开的高等学校校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

提出全面调整教学计划的要求后，人大于当年

10 月起削减了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时数，改进了

教学环节⑤。
其次，政治理论教学存在 “教条主义”现

象，“念讲稿”流行一时。起初，教员在全力学

习苏联专家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消化时间而在

课堂上 “搬运”苏联专家的讲义，政治经济学

教研室为此还要求教员不要直接使用冗长复杂

且不合中国语言习惯的译文⑥。但当教员能力提

高后，许多人仍然拘泥于苏联讲义，原因在于

教员只是集体备课结果的转述者，担心发生错

误，不敢联系 实 际⑦。顾 问 古 德 廖 佐 夫 有 感 而

发，认为人大与苏联的大学形式上相同，但在

内容上 从 讲 授 到 课 堂 讨 论，学 生 就 是 记 笔 记、
背笔记⑧。

1956 年 3 月，毛泽东提出反对学习苏联的

教条主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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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为适应中共中央反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

的新形势，人大对政治理论课作出的第一个重

大调整是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改为社会主义运

动史。苏共二十大后，由于苏联批判斯大林的

错误，否 定 了 《联 共 ( 布 ) 党 史 简 明 教 程》，

以联共党史为核心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受到极

大的冲击，学生提出了许多教员根本无法解决

的问题。为此，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组织教员

学习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文件，停印原来的教材

资料，规定对斯大林的任何问题不予解答。在

听取苏共 二 十 大 关 于 个 人 崇 拜 的 内 部 传 达 后，

教研室深感有必要全盘考虑课程的设置，遂于

1956 年 4 月 10 日向人大党组和中宣部提出两套

方案，即继续讲授苏共党史或者改为讲授科学

社会主义瑏瑠。
不久，中宣部指示人大将马列主义基础课

程改为社会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原计划由岗察洛夫指导教师学习苏联党纲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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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教务处: 《关于解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及与有关

专业课之间课程内容重复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大

学档案馆藏，档案号“教务处 55C”。
校长办公室: 《本校苏联顾问古德廖佐夫同志离校归

国前的临别讲话记录》 ( 1954 年 6 月 22 日 ) ，中国

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4 － XZ11 － XB － 17。
马列主义教研室: 《巴 甫 洛 夫 来 中 南 区 讲 课 情 况 报

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5 － XZ16 －
23 － 5。
参见教务部: 《关于解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及与有关

专业课之间课程内容重复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大

学档案馆藏，档案号“教务处 55C”。
参见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办公室: 《人大、师

大、农大、地质、铁道、邮电、农机等院校贯彻院

校长和教 务 长 座 谈 会 的 情 况》 ( 1956 年 10 月 15
日)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001 － 022 － 00208。
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1951 年第 2
学期工作总结》 ( 1951 年 6 月 26 日 ) ，中国人民大

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1 － XZ16 － 05 － 1。
校长办公室: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在教学中如何贯彻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问题》 ( 1954 年 11 月 ) ，中国

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4 － XZ11 － XB － 6。
校长办公室: 《本校苏联顾问古德廖佐夫同志离校归

国前的临别讲话记录》 ( 1954 年 6 月 22 日 ) ，中国

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4 － XZ11 － XB － 17。
《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 》第 2 卷，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3 年，第 550 页。
马列主义教研室: 《马列主义教研室就苏共二十大以

后的教学问题给党组并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国人

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6 － XZ16 － 23 － 3。



撰写副博士论文，这时改为由其协助教研室根

据苏共二十大精神和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

史经验》编写社会主义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概论

的教学大纲、讲义和教材①。教研室对苏联专家

参与新课程建设表示满意，但双方开始出现一

些观点分歧。例如，岗察洛夫阐述苏联赫鲁晓

夫 “和平过渡”等观点，教研室则根据中共中

央的立场，表示不能同意，经过多次交流，双

方仍未取得一致。
贯彻 “双 百”方 针，开 设 唯 心 主 义 课 程，

成为人大 调 整 政 治 理 论 课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步 骤。
1956 年 8 月，高教部召集全国高校马列主义教

师代表开会时，“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容许教师在

讲课时发表与别人不同的见解”②。9 月，中宣

部提出，在人大等校试开介绍和批判资本主义

国家唯心主义学说的课程，帮助学生 “正确地

认识唯心 主 义 的 错 误 和 更 好 地 学 习 唯 物 主 义，

克服教条主义”③。于是，人大邀请北大哲学系

主任郑昕为哲学教员讲授康德哲学。但是，对

于鼓励发表个人见解、介绍资产阶级学说的调

整，政治理论教员在表示欢迎的同时，其实也

怀有重重顾虑: 学生提出反面意见时，是否还

要维持理论解释的唯一性? 自由争论如果不和

加强领导相结合，会不会变成放任自流? 在自

由言论的情况下，同学的思想会不会滑到资产

阶级自由主义的方向上去? “百家争鸣”会不会

造 成 怀 疑 马 列 主 义 的 某 些 论 点 和 苏 联 经 验 的

倾向?④

由于苏联不赞同中国的 “双百”方针，苏

联专家一旦介入政治理论领域的学术争鸣，就

会影响中苏关系。人大发生的 “伊奥尼基事件”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57 年 2 月 19 日，伊奥尼

基发表 《门德列也夫周期系的自然科学意义和

哲学意义》的纪念讲演，人大哲学系自然科学

基础教研室主任林万和提出，门德列也夫 ( 门

捷列夫) 只是自发地发展了唯物主义，并不是

伊奥尼基所论证的 “一位自觉的唯物主义者和

自觉的辩证论者”⑤。苏联驻华大使馆得知此事

后，派文化参赞苏达里可夫到人大传达停止扩

散伊奥尼基讲稿的要求，称伊奥尼基 “不能有

力地论证马列主义”，“堆积很多不是哲学界代

表派别的观点”，讲稿 “面广不深”，表示如果

伊奥尼基还有教学任务，可由北大辩证唯物主

义专家接替他讲课⑥。哲学系主任何思敬对苏联

大使馆的反应大感意外，认为 “专家提的问题

面广是事实，深入解决是长期过程，我不理解

为什么是个错误”，哲学系希望 “伊奥尼基同志

一定要留下，继 续 指 导 和 帮 助 我 们 的 工 作”⑦。
然而，原定聘期两年的伊奥尼基于 1957 年 6 月

被提前召回苏联。
无疑，人大对政治课作出的调整取得了一

些效果。但是，在 1957 年的整风鸣放中，有人

以反教条主义为旗帜，对苏联专家和政治理论

课进行了更为尖锐激烈的批评。从现有文献来

看，有关鸣放言论主要有三类: 一是关于政治

理论课的必修制度，有人认为 “理论课和其他

课一样，其 他 课 能 选 修，理 论 课 就 不 能 选 修?

只要它是 科 学，就 不 怕 没 有 相 信”，有 人 提 出

“思想教育是培养一个循规蹈矩、只有尾巴没有

脑袋的人”⑧; 二 是 关 于 政 治 理 论 课 程 的 设 置，

有人认为 “领导办校偏爱所谓四大理论教研室，

各方面都给予照顾，仿佛它们是长房嫡子”，有

人提出 “四大理论课应合并和精简”，“毛主席

号召是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而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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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列主义教研室: 《关于聘请专家岗察洛夫同志的工

作情况》 ( 1957 年 1 月 26 日 )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

馆藏，档案号 1957 － XZ11 － XB － 16。
《高等学校教师代表七十多人 讨论如何讲授马克思

列宁主义基础课程》， 《人民日报》1956 年 8 月 12
日。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

记 ( 1949—1982 )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81 页。
教务处: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座谈高教部检查理

论教学工作的会议记录》 ( 1956 年 11 月 10 日) ，中

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教务处 121B”。
《纪念门德列也夫逝世 50 周年———校学术委员会举行

科学报告会》，《人民大学周报》1957 年 2 月 23 日。
校长办公室: 《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苏达里可夫来校

访问记录》 ( 1957 年 4 月 13 日 ) ，中国人民大学档

案馆藏，档案号 1957 － XZ11 － XB － 16。
哲学系: 《关于苏联专家伊奥尼基同志工作问题的报

告》 ( 1957 年 5 月 7 日)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藏，

档案号 1957 － XZ11 － XB － 16。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

《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社，

1958 年，第 691 页。



战斗口 号 是 ‘政 治 第 一、学 习 第 二、身 体 第

三’”①; 三是关于学习苏 联 和 苏 联 专 家，有 人

批评人大照搬苏联规章制度，教员成了 “躺在

苏联专家身上的懒汉”②。
从整风鸣放走向反右派斗争后，中共转而

提倡解放区教育经验，以便破除对苏联经验的

迷信。由康生倡导开设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

代了原有的四门政治理论课程，系统正规的苏

联课程体系由此被打破，而人大和苏联专家则

被贴上了高校政治理论课 “教条主义”来源的

标签，直至 1964 年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召

开时，依然未能摘除③。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

人大和苏联专家对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影响极

为深远。

四、结 语

20 世纪 50 年代前中期，中共依托苏联专家

和中国人民大学引入苏联高校马列主义课程体

制，推动马列主义进入高等教育制度体系。这

是 “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

映，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新型教育体制的重

要一环。政治理论课程的系统开设，专门教学

组织的 建 立 健 全，理 论 师 资 队 伍 的 形 成 发 展，

教学科研活动的有序展开，为中共确立对高等

教育的领导权和管理权奠定了国家意识形态教

育的坚实基础。④ 这一过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实施系统性、正规化的理论教育，强调全

面掌握马列主义原典的知识和理论，教育过程

追求制度化、体制化; 二是推行高度严密的计

划教育 路 线，即 遵 守 教 学 计 划 的 法 令 性 地 位，

严格执行教学组织的规定，统一规范全部教学

流程; 三是坚持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即发挥

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肃清封建主义、资产阶

级思 想，体 现 无 产 阶 级 党 性 要 求; 四 是 实 行

“试点—推广”的实验主义策略，即先通过样板

学校创立典型经验，再向全国复制推广。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作为

党和国家选定的样板，全面学习了苏联的教学

制度、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推动了马列主义

教育的课程体系化、教学组织化和教学活动计

划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

播和发展。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片面推崇

苏联经验，忽视老解放区教学经验的简单化趋

向，产生了一些 “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正是

在苏联专家和人大的努力下，新中国高校政治

理论教学体制得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

治经济学、中共党史 ( 中国革命史) 、科学社会

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政治理论相关专

业得以学科化，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政治理论

师资。同时，也应认识到，在马列主义课程被

成功纳入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体系后，如何调适

苏联教育制度与中共自身历史经验的矛盾，适

应现代大学治理和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提高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学术性，是高校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创新发展所面临的长期课题。

( 本文作者 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

党史 系 副 教 授; 吴 起 民，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中 共

党史系 2015 级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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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第 692、809 页。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翟良超: 《批评应切合实际

———对光明日报 9 月 14 日所载〈中国人民大学的教

条主义表现在哪里?〉文章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

档案馆藏，档案号 1956 － DQ11 － DB － 10。
这次会议认为，高校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危险倾向是

“教条主义”，而人 大 和 苏 联 专 家 是 其“来源”，通

过培养学生和编写讲义， “代代相传”，而背原典、
啃书本、记笔记、抄资料、写文章、当专家、迷信

权威、教书不教人等是人大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突

出问题”。参见《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

会议简报有关人民大学问题摘录》 ( 1964 年) 。
与中共相比，国民党执政后，尤其抗战时期，尽管

在大学校园 内 建 立 起 一 套 组 织 形 态， 制 定 并 执 行

“党化教育”政策，但其实际影响力十分有限。参见

〔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

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88—89 页; 杨天

石、傅高义主编: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 2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505—52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