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知识者得风气之先，“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

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常常起着先锋和

桥梁的作用。①从 1930年代开始，大量知识分子或

者从大革命中退下阵来，或者从迅速解体的社会和

传统家庭中分化游离出来。此后，随着时代前进，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日益增多，解决知识分子在中

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和道路问题，愈发显得突出

和迫切。②

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有着密切的

关系。抗战时期，毛泽东即要求全党必须认识“革命

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

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

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内，学界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探讨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宏观演变历程。④近年

来，部分学者对中共在吸收和运用知识分子干部中

面临的复杂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若干可以进一

步深化的议题，但相关讨论主要围绕抗战时期展

开。⑤具体到解放战争时期，部分研究虽注意到中共

对知识分子的担心以及后者对中共的疑虑，但关注

的主题仍是围绕政策本身而言，强调这一时期中共

政策相对抗战时期延续和调整的一面。⑥本文以

1947年中共实施战略反攻后开辟的中原解放区为中

心，从在地实践层面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知识分

子的策略和运用作一具体而微的考察。⑦

一、新区开辟之初中共与知识分子的距离

尽管中共承认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常起着先

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也认为知识分子在未与群众的

革命斗争打成一片，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

群众相结合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

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⑧。国共内战爆发后，随着

形势紧张，中共在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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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日趋谨慎，这一情形不仅存在于老解放区前期

的土改工作中，也延续到战略反攻后开辟的新解

放区。

中原新区是中共转入战略反攻和外线作战后最

早建立、比较成规模的新解放区。1947年初，中共中

央根据形势发展，令刘伯承、邓小平准备率领晋冀鲁

豫野战军主力于5月开始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

战。⑨8月初，刘邓大军在取得鲁西南大捷后开始执

行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稍后，陈赓、谢富治兵团和

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亦分别向豫陕鄂、豫皖苏地区

挺进，形成三军经略中原的态势。至1948年5月，中

原解放区基本成形，大体以河南为中心，形成皖西、

鄂豫、江汉、桐柏、豫皖苏、豫西、陕南7个战略区，囊

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东至津浦路，西迄川陕边的

广袤区域。⑩

中原新区开辟伊始，邓小平即强调今后的任务

是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为此，必

须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然而，进入新区之

初，因为过左的急性土改政策，“把一批可能联合或

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

起武装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

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在这一背景下，

中原新区对知识分子基本上是采取怀疑、排斥的“关

门主义”态度。这既与新区的客观环境等结构性因

素有关，也受急性土改中“左”的思潮的直接影响。

中原地区有一定的教育基础，知识青年为数不

少。据国民党方面的统计，1946年下半年仅开封市

教育系统即有学校66所，学生29363人，教职员1700
人。在豫西地区，据中共1948年的调查，有中等以

上学校200所，中等以上学生5万人以上。高小学生

数目更多，仅一分区的洛阳、渑池等地即有学校 168
所，学生36240人。然而，在“左”的倾向影响下，中

原新区农村工作开展之初，一般干部往往不敢要知

识青年。在大革命时期与抗战时期，大胆吸收运用

知识分子参加农民运动作为中共与地方民众联系的

桥梁，原本已成为中共农运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土

改之后这个经验被一般干部忘记了”。当时，中原

新区因为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思想上采取“左”

的关大门，即使个别吸收后也常常麻痹，无原则地信

任随便分配工作。在部分地区，在经历初期急性土

改时期吸收干部不严谨引起一些问题后，又矫枉过

正。至1948年6月，豫西区委书记张玺在与地方干

部的谈话中，仍注意到领导干部讨厌当地知识分子

干部，认为其只会说大话，“不如老干部好用”。

当然，中原各地也并非铁板一块，部分地区在开

辟过程中即较为注重吸收知识青年。据随第三纵队

南下的某干部记述，在该部开辟皖西解放区的过程

中，“许多知识青年纷纷参加革命队伍，他们跟着共

产党，而且越来越坚决。潜山县人民政府的王区长

初来县政府做科员，随后派到水吼岭搞征粮，很快就

适应了艰苦生活，学会做群众工作。黄柏区一个知

识青年在国民党乡公所干过，他感到自己干的都是

残害人民的昧心事，便投向革命，当了爱国民主政府

的财粮科员。有个被乡长卖了壮丁后押送入伍的知

识青年，逃出国民党军后就投身革命了。潜山县参

加革命的70多个知识分子除了学生外，还有不少是

小学教员和中学教员”。

而在知识分子方面，中共挺进中原之初，一般学

校师生等知识分子对中共亦抱有较大的疑虑和误

解，部分跟着国民党政权逃散、隐蔽，甚至与中共为

敌；部分则因害怕形势变化，“怕斗争，而在观望、东

躲西藏”。多数知识青年对解放区是“不了解，不敢

去”。在陕南，地方干部在工作中发现“很多知识分

子之所以不敢到(中共)地干班学习，就是怕我们驻不

长。他们说：‘再看一看！’地干班的学员遇见过去的

旧朋友，不敢招呼他们，怕受红色‘危险’”。当然，

也有极端相反的个例。在江汉区，知识分子在中共

初期“左”的时候“非常怕，为了免祸，于是纷纷要求

参加工作”。此外，部分知识分子虽然对国民党方

面不满，但对中共因了解少，加之国民党方面的造谣

和宣传——污蔑中共“杀知识分子，强迫知识分子当

兵”，对中共多少也存在顾虑和不满。1948年中原

军政大学成立之初，受国民党方面谣言攻势的影响，

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踊跃入学，该校由鲁山县迁入临

··55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11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汝县数月后，当地入学的学生仅有2人。

中共进入中原地区后，国民党方面确实在有计

划地与中共争夺知识分子。当时，国民党在开封、郑

州等处设有青年辅导处，专门收容家在解放区的“流

亡”学生。在中原地区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华社

中原总分社社长陈克寒观察了解到：“河南、安徽、湖

北学校和知识分子很多，每县都有二、三中学，汝南

有十一个中学，洛阳听说有二十多个学校，学生不少

中农家庭出身。”国民党方面近来在开封、郑州设新

学校，以免费供膳宿、被服，号召知识青年。在河南

新乡国立十中，尽管三青团在学生中威信极低，但学

生中70%都是三青团，高中生尤多。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发展，一般知识青年

对中共的态度甚好，“在平沪的地富子弟，写信回家

说蒋匪快倒，劝其父兄勿为蒋党作事。在家的知识

青年，都愿接近我们，尤以较大城市者为佳。在农

村，当我打击统治派大地主时，一般不反对我们，有

的秘密提供我许多材料，有的在蒋军来时向我通风

报信。争取知识青年不仅可培养一批干部，且可打

通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当时，许多地方知识青年都

要求到中共方面所办的学校上学，但在国共争夺未

定和中共工作犯过错误的地方，知识青年便存观望

态度。豫西争取知识分子有若干成绩，且已起了些

作用，但有些地方故意提出过高过左的做法，吓唬知

识青年，达到拒收目的，怕新知识分子麻烦，无决心

吸收和改造他们。

总体而言，中共进入新区初期，因急性土改政策

和新区客观环境的制约，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不够，错

过不少吸收知识分子的机会。特别是由于强调贫

雇路线及政策偏差，将可以争取的大批知识分子排

斥在外。在国民党造谣宣传“共产党不要念书人”的

背景下，知识分子少数附敌，大部逃亡或化装潜藏。

如豫皖苏区的新蔡今是中学校长任之明，“原系同情

我党，由于我在政策上有偏差，致使任至今未归，那

里知识青年因此对我们亦有隔阂”。至1948年秋，

因中共自身对于主动地争取与团结知识青年工作的

忽视与政策上的偏差失误，以及国民党方面宣传的

影响，中原地区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仍对中共抱持怀

疑、观望态度。如何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并通过训

练使之能为地方革命和建设工作服务，自然成为要

在中原地区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中共亟待解决的

要务之一。

二、政策转变与新区对知识分子的争取

1947年底，中共开始针对解放战争开始后土改

中的“左”倾偏向等问题进行检讨，并提出纠正偏向

的方针。次年1月，任弼时在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

中明确表示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日益发展的革命

运动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适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

人是可能争取的”，如果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做好引

导，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

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

的”，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应帮助其进步，吸引其参加

反帝争民主的斗争。由此，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评估

和政策重新被提上讨论议程。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关于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具

体政策的草案中提出，如果在每一个局部和具体问

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注意争取包括学生、教员和

一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就要

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

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

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

或者保持中立的”。因此，毛泽东坚持对知识分子采

取慎重态度，避免采取冒险政策，同时强调要分别情

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稍后，毛泽东进一步指

示在新区的土改中，“应当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

是赞成土地改革的本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

分子，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5月，中共中央明

确指出，近来有些地方排斥知识分子是不对的，“吸

收地主资产阶级出身而愿为民主政府服务的知识分

子参加工作，是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政策”。在

纠正土改和地方工作“左”倾偏向的过程中，中共对

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策略也悄然发生变化。

对于中共新辟的解放区而言，对知识分子的团

结和使用也是客观形势的迫切要求。1948年春，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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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解放区外线作战中面临的困难，毛泽东要求新

区主要靠自力更生和政策正确加以克服，表示新区

工作的总方针是“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国民党反

动派”。中共挺进中原后，干部短缺是中原新区创

建过程中自始即面临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尽力从华

北等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南下的同时，表示中原地区

有大批知识分子，应该尽量招收，“他们是本地人，只

要他们愿意参加革命并经过短期训练，再在实际工

作中去锻炼，比外来干部会有很多方便之处。这应

该是你们当前干部的广大来源”，必须十分注意争

取、吸收和教育知识分子，否则，中原下层工作干部

将很难解决。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和使用，在相当程

度上是新区干部短缺和工作开展的现实所要求。

事实上，从1947年底开始，中原部分地方已陆续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吸收和争取知识分

子。1947年12月，豫皖苏区着手创办豫皖苏建国学

院，目的主要是吸收知识青年和训练培养干部。在

江汉区，1948年初任弼时的报告发表后，该区即据此

要求各级党委注意争取知识分子到革命队伍里来，

以适应形势之需。为纠正此前土改中的偏差，扩大

干部队伍，该区决定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大量吸收知

识分子，创建江汉公学。在桐柏区，区党委亦认为

知识分子虽大部是地主富农出身，但一般是要求民

主愿意进步的，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大部分

是可以争取改造的。“他们有知识，只要能为人民服

务，对根据地各种建设上是需要的”，应当有条件地

放手吸收赞成土地改革、愿意接受教育为人民服务

的革命知识分子，教育改造培养成为人民服务、参加

根据地各种建设的干部。

1948年3月，为更好地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中原

局决定尽量吸收、培养本地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参

加土改，吸收地富出身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经过训

练参加外区外县一般工作。其后，中原局第二书记

陈毅在传达中共中央精神时，表示对学生知识分子

不能采取冒险政策，强调学生知识分子“不应与地主

富农混合看，他是革命动力之一”。稍后，进入中原

地区的华东野战军明确提出在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下，对知识分子应该大胆大量吸收进来，“他们虽然

大都是地主，富农，中、小资本家家庭出身，他们却是

脑力劳动者，对蒋介石统治不满，愿意进步，要求民

主，虽然他们还有很多缺点，却是可能改造的，因此

我们不是拒绝，而是欢迎和争取知识分子直接参加

革命工作”。

6月初，中原局在对新区的工作和政策进行系统

调整时，再次强调新区存在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力

量，“在地富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没有开明

士绅和左翼分子”，“各地必须注意从斗争中，选拔大

批的正派劳动的积极分子和贫苦(包括中农出身的)
知识分子，经过训练，提升为区、村干部。党应经常

检查这一工作的执行程度。对于地富出身的青年知

识分子，亦应大部吸收或送华北学习，或送本地军政

学校予以改造，或经过教育后分到外县工作”。与

此同时，中共中宣部鉴于中原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共

多抱同情态度，很多要求来解放区求学或参加革命

工作，但中原地区中等以上的教育工作还很弱，一时

还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指示中原局除尽可能开办军

政学校外，采取组织宣传队、剧团、随军工作队，以及

财政、税收、司法等各种短期训练班，大量吸收决心

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 7月初，中共中央根据中原

地区知识分子情况的报告，明确肯定“争取和改造知

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至此，中共结合中原

等新区的实际，重新明确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

和使用政策。

同年夏，开封等城市解放后，一批大中学校师生

陆续奔赴中原解放区。在对其的动员讲话中，陈毅

详述了解放区与国统区学习教育的差异，指出解放

区是“教育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有机会、有目的地

培养各种人才，训练后就可工作，工作中又可学习”。

与此同时，陈毅针对社会上指称中共埋没个性的声音

进行澄清，进一步打消知识分子的顾虑。至1948年
9月，中原各地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初具规模。在豫皖

苏区，建国学院吸收的知识分子学生达600余人。

与此同时，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亦提上议程。

为大批吸收青年学生并将其培养为干部，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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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决定以豫陕鄂军政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原军政大

学。与此同时，中原大学亦组织成立。中大和军政

大学创建后颇受欢迎，分别招收了 400名和 1100名

学生。9月底，中原局发出大量争取、团结、改造并

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指出中原地区曾在大中学校

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及教职员、公务人员数以千万计，

“其中大多数已看清国民党的寿命快要完结……对

于日益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则寄予同情和希望”，是

新区培养各项建设人才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解决目

前及今后各种建设中干部短缺的重要途径，也是建

立广泛统一战线、稳定社会秩序、联系当地群众的重

要力量。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

种方式进行宣传，说明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针，指

出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消除其顾虑，使其“了解我

们，靠近我们”。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对知识分子

的态度和策略更趋实际和成熟。

1948年秋开始，中原新区局面日趋向好，青年知

识分子赴解放区学习或工作的意愿增强，加之中共

力量进入新区后，因战争及旧有教育行政机构溃散

导致的经费无着、失业失学等影响，亦使知识分子迫

切寻找出路，为中共吸收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

条件。至 10月初，中原各区共创办中学 10所，建立

军政、干校各一，吸收学生达3000余人。此后，随着

郑州等大城市解放，中原形势大变，知识分子大规模

主动向中共靠拢。11月上旬，中原局在给中共中央

的汇报中谈道：“过去尚存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近
一周来则大批来我学校住。如宝丰训练班两三天就

来了三百余，不被录取的要求留下旁听；豫西干校几

个月只收百余人，近一周即来二百余，宜北一县就吸

收了五百个知识分子参加秋征工作，这是去年我军

南下之后一个新的高潮。”

此后，中原各解放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

放手争取知识分子。豫西区计划在一年内吸收培养

脱离生产新干部2万人，其中知识分子约占2/3。豫

西一地委的区干校则拟召500名学生，要求各县有计

划地动员高小以上文化的知识青年到分区干校学

习，以便大量培养部队干部。桐柏区也决定采用文

工团及干训班等组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在各种

工作中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作为干部准备

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开辟较晚的陕南，区党委为准

备开辟20个县所需的干部，决定办干部训练班，除抽

调在职干部300人外，另行动员知识分子1200人。

新区放手广泛吸收知识分子的努力很快即初见成

效。在豫西，民众“变天”的顾虑进一步解除，知识分

子开始停止观望、犹豫，大批涌进解放区就学就业，

“一切公费学校均将人满，短训班报名者超出收容

量”。即使在尚未解放的新乡市，中共地下党在一

个月内也动员了10余名知识分子到华北大学，30多
名知识分子到训练班学习。

当然，作为一个讲求实际却又理论先行的政党，

中共发出的相关指示通常会强调量和质的平衡。尤

其是经过对知识分子的放手吸纳后，中原地区适时

总结此前的经验和问题，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又渐趋

严格。1949年 4月，陕南四地委针对干训班学生来

源复杂的情况，决定严格审查，用考试方式，将历史

复杂、成分不好、学习不好的6人予以除名。此后，

该地委对知识分子的吸收进一步严格：一方面大胆

吸收，一方面要适当选择，决不重复来者不误的错

误。在招生宣传上也发生明显调整，“过去一般写上

根据本人志愿及工作需要分配工作，有不愿工作者

听便。在今天的形势下修改了这一条，改为学习期

满，视学习成绩之优劣，分配适当工作，一切按干部

待遇”。

三、新区知识分子的改造与使用

1948年 3月，时任豫皖苏行署秘书长的杨一辰

在对建国学院知识分子的讲话中直言，未经改造的

知识分子一般存在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个人英雄主

义、轻视劳动、冷热病等弱点，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

“看不起群众，包办代替，恩赐思想”等问题。新乡

的中共地下党员王锡璋亦认为青年知识分子有如下

缺点：希望超过实际，美丽的幻想，好高骛远；缺乏锻

炼，遇到困难容易灰心。杨、王二人的评述在相当

程度上代表了中共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观感和认

识，知识分子的特性与中共的组织、理念之间自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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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距离。在中共看来，知识分子“多半是地主、富

农、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长期地受资

产阶级教育的熏染，他们的大多数虽然倾向于革命

或有倾向革命的可能，但一般都存在轻视工农、脱离

群众的观点”。因此，要使其能够“为人民服务”，“与

工农结合”，从事各种工作，就须进行必要的宣传解

释与思想改造工作，以使其在政治上认识革命的形

势、前途和中共的主张，确定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立

场，在思想上抛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习惯，养成

实事求是、虚心学习的作风。中共大量吸收知识分

子的背后必然伴随着对其的进一步改造。

整体而言，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

造主要通过短期训练班来实现。当时，中共在新区

所办的各类学校和专署公校，实际上是干部短训班

性质。1948年7月，针对中原地区知识分子的情况，

中共中央指示新区要大规模开办抗大式的训练班，

逐批对知识青年施以短期政治教育，争取使大多数

知识分子受训后因材施用，派往各种工作岗位，再在

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

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所谓逐步加以必要与

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

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

度，其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的反动的分

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逃了的也要争取回

来”。由此，各地陆续通过各类军政学校或训练班，

吸收改造知识分子，如豫皖苏区的建国学院、鄂豫区

的鄂豫公学、江汉区的江汉公学、陕南区的陕南公学

等。尽管知识分子入学受训的动机参差复杂：有的

对旧统治不满，愿求真理；有的为寻找职业；有的为

升学；有的为学习宽大政策；有的投机，借此维护家

庭；有的仍在观望。但中共相信只要其“敢于来靠近

我们，就是一个进步，便于我之改造”。

短训班对知识分子的训练与改造主要包括思

想、政治和专业技能等方面。这从豫皖苏建国学院

的要求中可窥见大略：一、从本质上来改造，就是从

非无产阶级思想彻底改造成无产阶级思想，放弃个

人主义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意志的

顽强必须达到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地步，对任何残

酷的斗争不动摇，对任何艰苦的生活不抱怨；思想方

法必须是唯物论的，是与群众结合的，能深入实践去

认识问题。二、改造的方法，对革命有初步认识后坚

决到下层和实际工作中去锻炼，通过深入并学习工

农兵，改造思想，提高认识。三、因材施教，进行革命

斗争要有专门知识，但不能单纯训练技术，政治是基

本的，技术应服从政治，要为政治服务。

作为一个注重意识形态的政党，中共对知识分

子的改造首重政治的学习，以实现思想的转变。

1948年 9月，中原局明确规定知识分子训练班一般

应先学习政治，后学习业务，时间一般至少需要3至
4个月。政治学习以时事问题、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

中共基本政策为主。不唯如此，中共也尽可能为知

识分子的学习和改造提供宽松的环境，规定“在这种

非党的学校与训练班中，禁止采取三查、整风、审干

等办法，而应采用座谈会、研讨会、辩论会、壁报等群

众活动的方式，展开思想争论，解决思想问题”；在学

习中要提倡民主自由的作风，使其毫无顾虑地说出

心中要说的话，“这种思想上的民主与自由，是为着

便于青年经过充分的自觉，从争论和研讨中认识真

理”。据此，豫西在学生知识分子训练班的学习方

法与内容上，提出要根据其切身经验与思想存在的

问题为出发点，以座谈谈心的方式推动讨论反省，使

其否定过去的错误思想，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多数

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样的短期培训，逐步转变为革

命干部。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经过学习改造后，思想较容

易展开，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般地都初步翻了

一个根……已认识到蒋介石国民党的罪恶，已同意

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

霸封建势力，而且表明愿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

以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1949年 2月，时

任陕南四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陈野苹在与一名干校

毕业的学生干部谈话时即发现，受训后该学生思想

已比较明确，尚能明辨是非，而且愿意外出工作。

中共方面虽然有计划地对知识分子进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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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但思想的改造到底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要他

们的思想认识翻一个根儿，不是一、两次就可以解决

的”。而且，对于中共的改造，知识分子亦非被动的

接受体。1949年 4月，陕南区四地委干训班的学生

学习政策时提出“为什么只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

像，而不挂孙中山的像？为什么又要呼毛主席万

岁？”等“怪”问题。地委领导干部陈野苹听后禁不住

生气，认为这些知识分子“确是可怜而不可爱，个别

的还属于嫌疑份(分)子”，“这些问题中有的完全是国

民党的立场，有的连民族立场也没有，有的则属于糊

涂”。尽管如此，陈野苹相信“好多问题，讲了革命的

基本问题以后，自然可以解决一些”，“这也不怪，自

他出生以后，一直就受着法西斯的教育，反动思想已

根深蒂固，今天要他来翻一个根，确非一朝一夕所能

办到”。陈野苹的态度既体现了中共对改造知识分

子富有耐心和信心的一面，也反映了中共对知识分

子的一般性观感。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吸收与改造，本质上是要动

员和组织其参与到各项革命工作之中。起初，中共

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一般都经

过初步学习和考察后方予以任用。1948年初，任弼

时在谈及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时即强调不要一下用在

紧要的岗位上，经过长期考验过的知识分子方可用

于重要岗位上。毛泽东亦要求新区在知识分子的

使用中要注意防止其把持权力，一般不宜让其在本

区本乡办事。1948年春，桐柏区在着手吸收知识分

子时即强调要提高警惕，应在训练考察之后再分配

工作，而且开始时不应分配重要工作，仅可分配一般

性的工作。

事实上，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后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中原各地不敢用知识分子的观念虽逐渐转变，

但一般只用于会计、财经等技术或事务工作，“不敢

用他们去做群众工作”。直至1948年秋，随着吸收

改造的知识分子数量增加以及形势日趋向好，中原

地区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才逐渐放开。中原局要求

“在此革命高潮时不仅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种

技术或事务工作，且应大胆吸收家庭较贫苦、政治纯

洁、较能接近群众者参加农民运动，作为建立与开展

农民运动的桥梁”。在此形势下，短训班学生毕业

时也改变只愿做教员的现象而大批参加革命工作，

成为地方干部的重要来源。1948年11月，豫西区委

决定从现有在职和学习及今后新吸收的知识分子

中，先解决一般的、次要的、下层的干部，并有计划地

从中选择部分贫苦、政治纯洁、正派积极、与群众有

联系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先放在下层实际工作中及

群众运动中去锻炼考验，逐步培养为各级主要干

部。据豫西 11月份的统计，23个县训练知识分子

达 9857 名，参加工作者 3997 名，参加各种干校者

1828名。至 1949年初，豫西五地委四个重点县在

数月的群运工作后，也在郏县、宝丰和临汝等县分别

提拔了约300名知识分子干部。

随着地方知识分子的吸收与使用，知识分子干

部在中共地方干部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1949年春，陕南房县第二次解放，该县大木区区政府

成立初的5名干部中，除最初的正副区长2人系南下

干部外，后续补充的3人均为短训班毕业的本地知识

分子。郑州解放初期，因老干部很少，亦大量吸收

使用知识分子等新人员。1949年11月，学生及知识

分子干部的比例达到34.7%。中原地区对知识分子

的信任和使用对地方工作的发展极具意义。中原局

第三书记邓子恢在对新区工作的总结中谈道，农村

工作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大胆挑选与训练当地知

识青年做农运工作。宝丰、临汝从训练班中调大批

知识青年下乡做秋征工作，结果不仅秋征工作做得

好，也大大提高了这些青年的革命积极性，并给他们

以锻炼及考验机会……在目前革命高潮时期，大胆

训练与使用知识分子配合老干部做农运工作，是推

动农运普遍开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地方干

部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意识到在新区工作中，当农民

还没有发动起来时，使用本地贫苦知识分子作为骨

干，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部分工农干部对知识分

子的观感亦发生改变，“过去认为知识份(分)子无用，

现在觉得认识错误了”。

此外，大量改造和使用知识分子，也使中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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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和融合知识分子愈发自信。邓子恢明确地表

示在使用知识分子时，“因为他们的阶级意识与社

会关系，也可能使农运初期渗入部分地富分子，这

是不可免的，也不可怕。只要我们有老干部掌握领

导，有意识地防止与克服这种现象，有意识地争取

雇贫农领导权，在农运发展过程中必能逐渐改变这

种现象”。

须承认的是，因新区工作扩展之需，吸收的知识

分子有时亦不经训练而直接使用。1949年 9月，陈

野苹途经鄂西北均县时发现该地税务所工作人员仍

是国民党时代的旧作风，开导一番后获悉都是新参

加工作的学生，“有的才两个月，所长也不过半年，都

没有受过训”。此外，即使经过受训的知识分子，使

用起来也并非如臂使指，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些特性

和问题也不时彰显。1949年 5月初，陕南四地委在

分配使用一批地方新干部时就颇为头疼，其中“一个

姓王的学生，自高自大，看不起工农份(分)子”，提出

一定要在房县工作，而且要在城区工作，否则就背起

包袱回家。最终，为照顾知识分子的意愿及地区关

系，该批干部的分配形成房县知识分子多、竹山县工

农分子多的格局。诚然，知识分子对中共权力体系

的接受也是一个波浪式的前进过程，中共在坚持自

身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尊重和满足了知识分子的个

性和要求。

余论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对其特点和阶级

属性的定位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确立的基础。中共

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遵循着阶级斗争的理念和革命的视角。在中共看

来，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随着

1948年初中共着手对地方工作中存在的“唯成分论”

和排斥知识分子问题进行纠正，如何划分知识分子

的成分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5月下旬，中

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知识分子不应该看

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

分定，其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

的方法决定”。“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

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

当著作家、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

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

护”。至此，中共正式将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与其

个人成分区别开来，为克服地方工作中存在的唯成

分论和吸纳知识分子清除了思想上的障碍。

然而，在实践中唯成分论因素仍具有举足轻重

的影响。中共对于地富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知识

分子的态度和策略自始即有所侧重。1948年初，任

弼时在指出“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

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同时，就强调更要

注意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使翻身的工人、农民

得到知识，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或其子弟培养成知

识分子。“如果只能利用旧的，而不着重去注意培养

工农知识分子，那就会要犯错误”。具体到中原新

区，在谨慎吸收使用地富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在有

意识地着重培养工农知识分子。桐柏区在着手吸

收知识分子时即强调要提高警惕，“防止特务活动

及地富成分的知识分子把持权力，破坏土改”。皖

西区党委在培训干部中虽要求对新吸收的知识分

子不能单纯地强调成分好坏，应从政治态度及思想

进步与否去看，但亦强调对进步贫苦知识分子要特

别注意培养。

此后，豫西区明确指出培养干部要有明确的阶

级路线，在大量吸收与改造知识分子中，尤其要注意

贫苦知识分子的培养与提拔。1949年初，豫西二地

委在培养提拔干部工作中要求对提拔的知识分子，

要统计有多少为农民家庭出身，多少为地富家庭出

身，应多吸收贫苦知识分子学习和工作。凡愿参加

群运工作的知识分子，应按地委规定的出身贫苦、思

想纯洁、工作积极、联系群众四个条件去挑选。豫

西郏县更是总结提出培养干部应以贫苦青壮农民

(少数中农)及贫苦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作为一个

强调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注意培养提拔工农干部

是中共明确自身阶级属性的必然之举。

此外，不同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言行表现上的

差异，也促使中共干部的“成分论”观念不时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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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 1949年春陕南四地委干部陈野苹与同事的交

谈中可见一斑：“两河区几个贫苦知识分子工作很

热情……一个未受过训的比受过训的还好，在群众

面前讲话，还像一回事。在其它各区的贫苦知识分

子，也是如此。地富出身的就大不相同。我们不是

唯成份(分)论，但，是重成份(分)论，这些人在新开辟

区确是我们的宝贝。”可见，只要革命未完结，“唯成

分论”的影响即难以完全根除。

政策与策略即划界限与讲分寸问题，它决定了

“打”与“不打”，“打”还是“拉”，以及“打”“拉”的程

度。解放战争时期，中原新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大

体上经历从“打”到“拉”的调整过程，亦即从排斥、隔

阂到争取、融合的过程。在战略反攻后开辟的新区，

中共及时调整、纠正土改和地方工作中对知识分子

的排斥问题，确定了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和使用政策，

不仅有利于扩大统一战线，建立并巩固解放区，也在

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新区发展过程中的干部短缺问

题。尽管如此，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和使用也面

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一方面，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共对

知识分子的大量吸收和使用不免会引起工农的误

解。在郑州的接管中，贫民埋怨中共进城后“忘记了

他们，宣传中没有一句提到贫民”，“对知识分子与公

教人员关心多，对工人、贫民关心少”。在陕南，一

名干部在整党会议上公开抱怨“自己没有文化程度，

吃不开了，还是那些地主出身的中学生、大学生吃得

开，恨自己家里穷，小时候读不起书”。此外，知识

分子等一批本地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后，新老干部由

于出身与生活习性、知识与能力、政治修养等差异，

亦难免发生隔膜和矛盾，干部的团结问题亦进一步

凸显。1949年 7月，张玺在鄢陵走访时即发现少数

老干部与新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已产生隔阂。

另一方面，中共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

作用始终有一种“缘于阶级分析的担忧”，这种担忧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始终存在。尽管中共承认，与

工农相比，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更容易开展，“老实

正派的农民开始觉悟，要经过一个艰苦的启发过

程”。然而，知识分子虽然容易觉悟，但立场不稳，

斗争不坚决。因此，中共对于知识分子干部，一

方面是大胆使用，一方面又极为小心谨慎，“因为

他们只受了两个礼拜的训练，思想立场完全不是

我们的……不能让他们去单独接近群众”。1949年
秋，河南省委鉴于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中有的阶

级立场不稳，分不清敌我界限，“且有个别投机破坏

分子混入”，决定为土改为群运必须整党整干，重新

学习，以克服思想上、作风上与组织上的不纯现

象。对中共而言，对知识分子的吸纳和使用仍是一

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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