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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提出的“向工农开门”方针，主要是高等学校“向工农开

门”。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两项强力措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贯彻实施这

一方针。1955 年后，这一方针一度改变为强调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以业余教育为主。1957 年反右派斗争

后，中国共产党又重新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这一方针对于培养新中国第一代新型工农知识分子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不公平、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等消

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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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licy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Opening the Door to Workers and Peasants”in 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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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ＲC，the CPC advanced the policy of“opening door to workers and peasants”in the
education field，which mainly involved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opening the door to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CPC
mainly adopted two forceful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is policy———establishing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opening wide-
spread instant middle schools for workers and peasants． After 1955，this policy once changed into focusing on cultivating intel-
lectuals among workers and peasants mainly through part － time education． After the Anti － Ｒightist campaign of 1957，the CPC
emphasize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opening door to workers and farmers”again． This policy had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cultivating new China’s first generation of new intellectual workers and peasants． However，there were also some negative fac-
tors，such as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cannot be assured，injustice，distrust to intellectuals，too much dogmatism，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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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提出了

“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向工农开门”，当然首先是指各

级各类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弟开门，为他们入学提供便利。

但如果进行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方针是有侧重点的。

从内涵上说，它主要指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 在实际

贯彻执行的过程中，重点也是放在高等学校“向工农开

门”。中国共 产 党 为 什 么 要 强 调 高 等 学 校 向“工 农 开

门”? 高等学校如何实现“向工农开门”? 高等学校“向

工农开门”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

深入认识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

策。

一、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提出的一

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主要从

这一目标出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教育“向工农开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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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1949 年 12 月 23 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 “由于我们的国家

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

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我们的小学校应该多

多吸收工农的子女，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

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大量地培养工农

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

骨干。”他认为，新中国的教育工作一方面要改革反映旧

政治旧经济、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统治服务的旧教育，

另一方面要建设反映新政治经济的新教育，即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而学校“向工农开门”即

是建设这种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新教

育建设的工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①。

围绕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这次会议重点讨论

和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二是普遍举

办工农速成中学。会议认为，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创办

工农速成中学是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教育的重要内

容，也是解决学校“向工农开门”的重要举措。其中，创

办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完全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点，

它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苏联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

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参加这个大学学习的，不仅有

青年知识分子，还要吸收工农青年和干部。”②而创办工

农速成中学，其任务则是“招收优秀的产业工人和工农

干部，使他们毕业后升入高等学校，培养成为工人阶级自

己的忠实可靠的国家建设骨干和专家”③。从会议所规

定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工农速成中学的性质、任务看，前者

直接承担着招收工农青年、工农干部，把他们培养成为新

型知识分子的任务，后者则是要为工农青年和工农干部

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创造条件，它们所涉及到的都是高等

学校“向工农开门”的问题。这次会议虽然在原则上也

提出了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要“向工农开门”，但并没有提

出具体举措。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教育“向工农

开门”的方针，在其提出伊始侧重点就是高等学校“向工

农开门”。
1950 年 6 月 1 日至 9 日，教育部召开首届全国高等

教育会议。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新中

国的性质和各方面建设的需要，进一步改革旧的高等教

育和建设新的高等教育。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会议明

确提出并一再强调，高等学校要“向工农开门”。周恩来

在会上发表讲话，给高等学校明确提出了“向工农开门”

的要求和任务。他说: “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

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④在会议的开

幕词中，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也提出:“我们的高等学校从

现在起就应该准备和开始为工农开门，以便及时地为我

们的国家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⑤

为了规范和指导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会议确定

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高等学校“向工农开

门”成为了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

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具有三个

基本特点: 第一，高等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 第二，高等

教育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 第三，高等教育要

为工农开门。他提出，要根据这一方针，一方面坚决地同

时是有步骤地和谨慎地改革旧的高等学校，包括教育内

容、教育方法，以及各种教育制度和组织，另一方面尽一

切可能建设新型的高等学校⑥。从钱俊瑞的讲话内容可

以看出，无论改革旧的高等教育，还是建设新的高等教

育，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都是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方

向。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当然并

不是否定其他各级各类学校“向工农开门”，而是显示了

中国共产党对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重视程度。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着重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

门”?

这首先是因为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高等

学校是最主要的环节。如果没有这一环节，培养工农出

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就只能是一句空话。高等学校与其他

层次的学校相比较而言，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

作为学习的基础。这对于工农干部和群众来说，往往成

为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这种门槛是教育规律的客观要

求，并不会因为政权性质的改变而消失。因此，所谓“向

工农开门”的问题，其实更主要地存在于高等学校。就

其他层次的学校而言，特别是就小学而言，自从新中国成

立后，它们的大门对工农群众就是敞开的，并不存在如高

等学校那样的文化程度方面的门槛。即使如中学，虽然

对文化程度有一定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是相当一部分工

农干部和群众能够达到的。

其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的旧教育的改革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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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建设中，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是最为核心的内

容，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之所以如

此，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在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高级

专门人才和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着

最为重要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改革

和建设相对于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而言，任务更为艰巨，需

要克服的困难和障碍也更多。即以学生成份而论，在旧

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中，都存在着工农成份学生相对较

少的情况，但由于经济条件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情况

在高等学校更为突出。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把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摆在最为突出的位

置，把它视为教育改革和建设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而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又把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视为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内

容、重要途径和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希望

通过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逐步增加高等学校中工农

学生的比重，改变高等学校的办学性质和办学方向，掌握

高等学校的领导权，从而实现高等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

为工农大众服务。从实际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

育的面貌发生改变，初期的显著表现之一即是高等学校

招收工农干部入学。1951 年初，《新建设》杂志举办了

《迎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高潮》新年笔谈，北京大学

著名教授汤用彤在《三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文中，认为

1950 年中国的大学教育除了课程改革外，还发生了“三

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第一件是大学正式招收工农

干部入学”，第二件是大学保送学生入军事干部学校，第

三件是学校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他认为前面两件大事，

是大学面向工农兵，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由于无

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的成功，一个完全新的文化已经开

始”①。

二、高等学校如何实现“向工农开门”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

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既是一项文化教育任务，也是一项

政治任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主要地是一项政治任务。
1953 年第 5 期《人民教育》发表的《做好工农速成中学附

设于高等学校的移转工作》指出:“培养工人出身的技术

专家和领导干部，使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是高等学校极

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采取了两项强力措施来促进这一方针的实现。

第一项强力措施是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

对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刘少奇亲自负

责这所大学的筹备创办，并主持制定建校计划。建校计

划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查和批准后，1950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特

别强调:“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是一件大事，各地党必

须保证该校本科此次招生的完满成功。”刘少奇在《决

定》中加写了一句话，要求《决定》的“各项由各中央局、

分局令各级党委保证实现”②。在办学经费方面，中国人

民大学得到了大力支持。在 1950 年教育部的经费概算

中，中国人民大学占到 20%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对它的重视可见一斑。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把参加革命工作具有一定年

限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作为招生的重点。为了招收产

业工人入学，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专门作出决定，并分配

了各地区各行业招收产业工人的名额④。在入学条件方

面，考虑到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文化程度比较低，而经历

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又都年龄偏大，

因而放宽了对他们的学历和年龄的限制。学历方面，只

要具备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文化水平即可。年龄方面，参

加革命工作满 8 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放宽至 35 岁; 参加革

命工作 3 年以上或具有 3 年以上工龄的工农干部和产业

工人放宽至 32 岁。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的第一期本科学

生共计 1600 余人，其中参加革命工作 8 年以上的工农干

部 270 余人，参加革命工作 3 年以上的工农干部 450 余

人，产业工人 170 余人，此外有原在华北大学及政法大学

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 700 余人。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所

占的比例超过 50%⑤。第一期本科学生于 1950 年 3 月

13 日正式上课⑥。至 10 月 3 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正式

开学典礼时，全校有学生 3000 余人，其中参加革命多年

的工农干部和工人先进分子占到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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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上①。

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坚持了

“向工农开门”，以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为主的方针。“着

重培养工农干部成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骨干”，成为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办学特点②。1954 年 6 月 30 日，高

等教育部办公厅人民来信组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

国人民大学招生问题答读者问》，对招生对象作出如下

答复:“中国人民大学由于招生对象不同，除外交系、俄

文系参加全国统一招生，招收一部分高中毕业学生外，其

余各系各专业在国家统一的培养高级建设人才计划指导

下，均只招收在职干部及产业工人。”③由于主要面向工

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招生，因而学生中的工农干部和产业

工人与知识青年的比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体上

保持在 7: 3 左右。1953 年 10 月 4 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创办 3 周年校庆会，校长吴玉章在会上宣布，当年毕业的

443 名本科学生中，产业工人占 12%，工农干部占 60%，

知识青年占 28%④。

由于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的文化知识基础较差，为

了使他们能够适应高等学校的学习，中国人民大学采取

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为他们补习基础知识; 文化课的教学

按程度编班，对不同程度的学生，在学习进度方面提出不

同的要求; 在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照顾他们

的特点，等等。中国人民大学在贯彻执行高等学校“向

工农开门”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得到了高

等教育部的表扬。1954 年 4 月 21 日，高等教育部副部

长杨秀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致闭幕词，

他说:“关于高等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中央在 1950 年

已作出决定，从高等教育部来讲，这个工作是做得不够

的，但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方面的成绩却是突出的，今后各

校都应学习他们培养工农学生的精神。”⑤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的任务除了贯彻执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培养工农出

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外，还必须在旧高等教育的改造和新

高等教育的建设方面起到示范和样板的作用。1950 年 9

月 23 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

指出:“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

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⑥按照中国

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当然也包括在办学方向上“向工

农开门”。中国人民大学在这一方面为其他高等学校提

供了榜样和范例。为了使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和工

农青年能够跨入高等学校的大门，从 1950 年暑期招生开

始，每年各高等学校招生都对工农干部和工农学生“作

有从宽录取的规定”。1950 年秋季，全国高等学校( 不包

括中国人民大学 ) 录取了产业工人和工农干部各 200

人; 1952 年春季，又招收了万余名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

工农干部，在经过半年补习后，进入高等学校学习⑦。在

进入高等学校以后的学习方面，各高等学校也学习中国

人民大学的经验，针对工农学生的特点进行了一些特殊

照顾。如清华大学“采取了集中编班、免修俄文、数学单

独开班、增加特别辅导等办法”⑧。所谓集中编班，就是

在有些招收工农学生较多的系或专业开设专门的工农

班。如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在 1954—1955 学年共有 3

个工农班，土木系有 1 个工农班⑨。

第二项强力措施是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举办工

农速成中学的目的，主要是为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创

造条件，希望工农干部通过 3 年或 4 年的学习，学完中等

学校的基本课程，“以便毕业后直接升入大学或高等学

校”瑏瑠。当时有人形象地指出: “工农速成中学是工农同

志进入大学或专科学校学习的桥梁。”瑏瑡1950 年 9 月 20

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开幕词中，

更加透彻地阐明了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这种目的。他

说:“这种学校与文化补习学校的差别，主要是在升学。

这是国家有计划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专门

家的一个重要步骤。不办这类学校，不办好这类学校，工

农出身的人就无法在短时期走进高等学校的门。”瑏瑢所

以，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实现

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和发展经历了 3 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是试办工农速成中学。1950 年 4 月 3 日开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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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第一期招收 3 个

班的学生，共计 116 人①。在开学典礼上，教育部部长马

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北京市文教局局长翁独健都

出席并发表讲话②，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创

办工农速成中学的高度重视。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创

办后，北京、天津、察哈尔、平原③、山东、山西、河北、沈

阳、哈尔滨、大连、无锡、开封、西安、兰州等省市相继创办

了工农速成中学。一些部队也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招

收部队中工农出身的干部入校学习。还有一些普通中

学，如安徽省合肥市一中、蚌埠市中学、淮南中学等，设立

了工农速成中学班。至 1950 年 9 月全国第一次工农教

育会议召开时，全国已创办工农速成中学 18 所，共有学

生 2520 人④。

第二个阶段是全面举办工农速成中学。1950 年 9

月 20 日—29 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

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举

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和

《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工农速成中学招收

18 岁以上 35 岁以下、具有一定革命工作年限的优秀工

农干部及工人入学，学习相当于普通中学的基本课程，修

业期限为 3 年。这次会议后，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进入

了全面举办的新阶段。

在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做好这一工作。1951 年 11 月 20

日至 29 日，教育部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办工农速

成中学的经验，进一步推进工农速成中学的工作，召开了

第一次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工作会议。会议确认了“工农

速成中学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升

入高等学校的一种准备学校”，决定工农速成中学的修

业年限暂时仍定为 3 年到 4 年，并讨论了如何改进工农

速成中学的课程、师资、教材等问题⑤。为了引起各级政

府和党的各级组织对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重视，会议强

调指出，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乃是一个政治上的重大任

务”⑥。这次会议促进了工农速成中学的进一步发展。

至 1952 年底，全国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人数由 1950 年

底的 4447 人，增加到 22729 人⑦。

第三个阶段是将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将

其正式定性为高等学校的预备学校。为了加强工农速成

中学的管理和教学力量，使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和人才

培养与高等学校更好地接轨，1952 年 11 月 19 日，教育

部作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决定》，明

确规定:“从 1953 年起，工农速成中学应有计划、有步骤

地附设于各类高等学校，作为高等学校预备学校。学生

毕业后，一般即直接升入本高等学校继续深造。”决定还

指出，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不但可以逐渐改

变高等学校的学生成分，使高等学校确实面向工农开门，

而且可使工农速成中学实行重点分类的教学计划，更容

易与高等教学课程密切衔接，同时在设备及教学方面，亦

可得到高等学校的具体帮助和指导”⑧。因此，工农速成

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是落实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

一项重要举措，是“保证高等学校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保

证工人和工农干部能够继续深造的重要环节”⑨。一方

面，它有利于提高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质量; 另一方面，

它为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提供了进一

步的便利条件。

教育部的上述决定作出之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便

已开始进行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试点。最早创办的北京

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也在 1952 年 8 月移交给中国人民大

学，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此后，

新建的工农速成中学一般都附设于高等学校，原有的工

农速成中学中，大部分学校的隶属关系由地方教育部门

变更为高等学校。如吉林省工农速成中学与辽东省工农

速成中学先是实行合并，然后正式附设于东北人民大学。

大连工农速成中学也附设于大连工学院。

经过几年的发展，至 1955 年，全国共有工农速成中

学 87 所，在校学生 5． 1 万多人。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

生，绝大多数升入了高等学校。1953 年毕业的 1680 人，

升入高等学校者有 1622 人; 1954 年毕业的 4187 人，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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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者 3297 人①。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学生，除有

少部分是经过考试升入高等学校外，大部分都是免试直

接升入高等学校。因此，对于高等学校实现“向工农开

门”，工农速成中学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

在物质方面给工农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提供支持。如

在人民助学金的申请方面，高等学校的工农学生受到了

比非工农学生更多的照顾。

由于实施了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新中国

成立以后，工农学生在高等学校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长。
1951—1952 学年，全国高等学校工农学生只占在校学生

总数的 19． 08% ; 1953—1954 学年中，则占到了 21． 9% ;

1954—1955 学年占到了 28． 9% ; 到 1956—1957 学年，工

农学生已经达到了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 34． 1%②。

三、1955 年后一度强调培养工农知识分子

以业余教育为主

总 的 来 看，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的 前 五 年 ( 1950—1954

年)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

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在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一些不

容忽视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首先，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工农成份的学生，由于文

化基础差，往往在学习上感到困难，难以达到培养目标的

要求，影响了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更严重的是，这些学

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一定资历的工农干部，高等学校

对他们的管理存在困难。例如，上海机械学院在其创办

初期，招收了一批工农成份的学生，在一次全校数学期中

考试中，这些学生有近一半人不及格，结果他们派出代表

到学校教务处进行“说理斗争，迫使校方宣布这次考试

作废”。对于学校设立的班主任制度，他们“不吃那一

套，结果班主任制度等于虚设”③。上海机械学院工农学

生的这些表现，在“文革”时期曾被作为敢于冲击所谓资

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正面事迹加以表扬宣传，但实际上反

映出了工农学生进入高校学习后存在的某些问题。

其次，工农速成中学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果存在比

较严重的问题。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年龄

较大，存在家庭负担。一些需要养育小孩的女同学或者

不能坚持正常的学习，或者只能带着小孩和保姆一起上

学。如湖北工农速成中学学生 300 多人，住校的小孩和

保姆人数，竟占学生总数三分之一④。这就使这些女同

学难以集中精力学习。此外，工农速成中学强调速成，要

求学生在 3 年时间里学完中学 6 年的课程，这大大加重

了学生的负担。再加上部分工农速成中学的师资得不到

保证，一些教师不注意因材施教，教学内容过多，使得学

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和睡眠，从而影

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学生中患头痛病、神经衰弱、妇女

病和肠胃病的人很多。不少学生中途退学、休学、留级。

据 1953 年对 20 所工农速成中学的统计，1950 年入学的

学生中，能够正常毕业的仅占到 52%⑤。

第三，大量的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和工农速成中

学长期脱产学习，不仅对他们所在单位的工作和生产造

成了影响和冲击，而且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主要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进入 1955 年后，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对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这种

调整主要是，由过去强调通过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培

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转变为强调通过对工农干

部的业余教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
1955 年 2 月 2 日—3 月 7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和

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工农速成中学教育会

议和全国职工业余文化教育会议。会议虽然提出要继续

积极稳步地发展工农速成中学，但同时确定今后培养工

农知识分子要以业余教育为主要形式，即大量设立机关

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职工业余中学，并适当举办夜大学

和函授学校⑥。工农速成中学在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问

题显然引起了会议的关注，工农速成中学提高教育质量

的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

这次会议标志着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发

生了重要改变。通过让优秀的工农干部先进入工农速成

中学学习，然后再进入高等学校深造，以将他们培养成新

型工农知识分子的模式，实际上一度被放弃了。取而代

之的是强调以业余教育的方式培养工农知识分子。

表现在实际工作中，首先是高等学校对招收和培养

工农学生的重视程度大为下降。反右派斗争后，南京一

些高等学校在检讨培养工农学生的工作时，“认为 1955

年前由于领导重视，培养工农学生的工作做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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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以后，由于逐渐放松领导，开始出现了对工农学

生帮助不够的现象。”①部分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学生的人

数也急剧下降。上海机械学院创办后在 1952 年招收的

工农学生有 2181 人，1955 年只招了 173 人②。

其次，工 农 速 成 中 学 停 止 招 生。1955 年 5 月 19

日—6 月 10 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会议虽然一

方面仍提出“高等学校应大力吸收工农青年干部和工农

子女入学”，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的

文化教育必须“坚决贯彻业余学习为主的方针”。会议

讨论了工农速成中学办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现有的

工农速成中学，过去虽作了很大努力，但这种使产业工人

中的骨干和工农干部，大量长期离职学习和短期速成的

办法在各方面有难于克服的困难，因此从今年起应即停

止招生。”③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

于 7 月 9 日联合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

知》，指出:“实践证明，对工农干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

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

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同

时，要求大批优秀工人骨干和干部长期脱产学习，目前也

是办不到的。”因此，今后“对广大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

的学习，应贯彻业余学习为主的方针，不再采取举办工农

速成中学的办法”。通知宣布: “工农速成中学自 1955

年秋季起停止招生。”④应该说，这一通知认识到了工农

速成中学办学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从实际情况出发

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从 1955 年到 1957 年上半年，以业余教育为主培养

工农知识分子的方针，大约实施了两年多的时间。

四、反右派斗争后重新强调高等学校“向工

农开门”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

点。这一事件对此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重

要影响。在文化方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知

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看法，重新给他们带上了“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的帽子。由于这一改变，毛泽东在强调对知

识分子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多次提出要造就无产阶级

的知识分子队伍。1957 年 10 月 9 日，他在中共扩大的

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

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

这十年内( 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 ，建立无产

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他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

省、地、县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⑤。10

月 13 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3 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

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

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⑥

根据毛泽东“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

伍”的指示，从 1957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重新强调

必须贯彻执行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12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进一步贯彻高等学校“向工农开

门”的方针》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 “从工人农民中

直接培养知识干部是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队伍的主要环节。”如何从工人、农民中直接培养知识干

部呢? 文章提出必须采取多种方式，例如发展业余教育、

举办各种训练班、补习班等等，但强调招收工农及其子弟

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文章说: “在

正规的高等学校中更广泛地吸收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

女入校学习，培养他们成为国家建设干部”，“无疑地是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途径”⑦。这就改变了 1955 年提出的

以业余教育为主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这种政策的调整很快在实际工作中得到

贯彻执行。首先是“为着在高等教育事业方面更好的贯

彻阶级路线，大力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国务院领导

中央各有关部门( 主要是高等教育部) ，对如何采取具体

措施增加高等学校中工农成份的学生，进行了研究，并准

备制订较为长远的规划，使工农干部和工人、农民以及他

们的子弟升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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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整风运动末期的整改阶段，全国各高等学校

都把如何更好地贯彻阶级路线、坚决向工农开门，作为重

点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许多高等学校都提出要采取各

种措施，加强对工农学生的培养。例如，北京大学召开会

议专门讨论培养工农学生的问题; 山东工学院专门研究

了如何加强工农学生的教学和辅导，并且抽调教师加强

工农班习题课的教学工作①。陕西省的各高等学校在整

改中提出要扩大工农学生来源，加强对工农学生的辅导

等，有些学校还提高和扩大了工农学生助学金的标准和

享受面，减少了非工农成份学生的助学金②。上海高等

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等学校“结合整改检查批判了对工

农学生学习上的困难袖手旁观、单纯指责以至鄙视等错

误思想”，提出要加强对在校工农学生的培养，包括让学

习困难的工农学生免修或缓修部分次要课程; 在部分课

程如外文上为他们单独开班，放慢进度; 指定班级学习指

导教师对他们个别辅导; 对学习困难很大的工农学生减

免其社会工作; 放宽对工农学生因功课成绩差而退学、留
级的标准和临时补助标准; 指派有经验的教授和讲师特

别为工农学生辅导数学和化学等等。同时，它们还提出

要扩大工农学生来源、逐步提高学生中的工农成份比

重③。

第三，在 1957 年和 1958 年高等学校的招生中，加大

了录取工农成份学生的力度。据报道，在 1957 年的高等

学校招生中，山东省的山东大学等 7 所高校，由于“坚决

贯彻了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对工农成份的学生，给予

优先录取的条件和方便”，因而在招收的新生中，工农成

份的学生占到了 48%④。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招收的

新生中，工农学生的比重大幅度增长，占到了新生总数的

44%⑤。

在 1958 年的高等学校招生中，教育部作出规定，提

出“要认真贯彻阶级路线，要保证新生的质量”。对于报

考的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以及参

加革命工作满 10 年的在职干部、转业军人、复员军人，在

政治、健康条件合乎标准，学科考试成绩达到一定标准

( 入学后能够跟班上课) 的情况下，采取在录取一般考生

以前优先录取的办法。对于工人、农民、工农速成中学毕

业生、工农干部等，还可以采取免试保送入学的办法⑥。

在这一年，有相当一部分工农成份的学生通过免试保送

入学的方法升入了高等学校就读。例如在江西省，有

280 名工农家庭出身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 224 名工农速

成中学毕业生，免试升入了全国 33 所高等学校⑦。

第四，为了给工农成份的学生升入高等学校创造条

件，部分高等学校开设了工农预备班。如浙江师范学院

在 1958 年 4 月开设了工农预备班，招收文、理科学生各

100 名，预备班学员经过半年或一年补习后，正式升入该

院学习⑧。此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华南

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和刚开办的暨南大学曾作出计划，准

备在该年的下学期开办工农预科，共招收学生约 800 名，

招生对象为工农家庭出身、从事工业或农业劳动 3 年以

上，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学习两年后经考

试合格，即可直接进入学校本科学习⑨。

此外，当时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工农

速成中学恢复招生。1958 年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

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提出“受广大工农群众欢迎的

工农速成中学应继续办起来，或者兴办类似‘速中’性质

的学校，大力培养工农干部”瑏瑠。这种呼声在当时是有代

表性的，一些高等学校甚至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后来没

有成为现实。

反右派斗争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强调高等学校“向工

农开门”，把通过高等学校培养工农学生作为造就无产

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在对中国知识分子队

伍没有正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共

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种“左”倾情绪和思想。但

政治标准并不能取代或者弥补文化标准。由于大量的工

农学生是免试或降低了文化标准而被招进高等学校的，

因此如何保证这部分学生的培养质量，始终是高等学校

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进入 1960 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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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左”倾政策进行调整和纠正，文化教育方面强

调要建立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

在此背景下，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某些政策虽仍在

执行，但已不再作重点强调了。

五、如何评价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在 195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高等学校“向工农开

门”的方针得到了贯彻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工

农子弟和工农干部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旧中

国教育不公平的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变。在这些有机会

接受高等教育的工农子弟和工农干部中，有一部分人的

文化程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工农

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

要的骨干作用。因此，这一方针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

用的。

但是，这一方针是有问题的。其中的部分问题，本文

第三部分已进行了论述。此外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它本身包含有不公平的因素。这种不公平的

因素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为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

和各地的工农速成中学，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本文

前已述及，在 1950 年教育部的经费概算中，中国人民大

学一所大学就占到了 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

济比较困难，教育经费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过于重视和强

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层次的工

农教育。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同

时，作为一种与工农速成中学配套的措施，曾经准备在全

国各地普遍地举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收参加革

命工作 3 年以上的工农干部，脱产学习两年小学的基本

课程，毕业后或回原来单位工作，或升入工农速成中学继

续深造。但后来各地除办了一部分业余性质的干部文化

补习学校外，这种脱产学习的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并

没有普遍地举办。其原因，与经费的缺乏应该是有关系

的。另一个方面是，所谓高等学校“向 工 农 开 门”，在

1955 年之前，主要是向参加革命工作有一定年限的工农

干部开门，而并不是平等地向所有工农子弟开门。工农

速成中学作为实现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桥梁，它创

办的宗旨即是以培养工农干部为主。关于为什么要以培

养工农干部为主，教育部曾作出过这样的解释: “第一、

这些参加革命多年的工农干部，经过了一定的革命实际

斗争锻炼( 如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考验) ，比一般的工

农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比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

们是工农中最优秀的分子。第二、限于国家财力与缺乏

经验，目前政府不能很快地大量举办工农速成中学; 因此

只能首先选拔他们入学。”①这样的解释当然是有道理

的，但它也说明了工农速成中学并不是面向所有工农及

其子弟的。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的学生也是以工农

干部为主。笔者指出这些不公平的因素，并不是主张绝

对的公平，而是希望澄清过去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即认

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施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实

现了教育的公正和公平。事实上，实现教育的公正和公

平，既需要有主观的良好愿望，也需要创造客观的物质条

件。在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实现教育公平只能是

一句空话。

第二，它包含有对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队伍的

不信任因素。反右派斗争后重新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

开门”，强调通过高等学校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

子队伍”，明显是以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队伍不信任为前

提的。其实，这一方针最初的提出，即有在当时的知识分

子队伍之外另起炉灶的含义。1953 年 10 月 4 日，中国

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胡锡奎在《人民日报》发表

《培养产业工人和革命干部为高级建设人才的方法和道

路》一文，在论述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以培养工农干

部为中心时，引用了斯大林的如下一段话:“我们并不是

需要随便一种工业指挥人材和工程技术人材。我们所需

要的是能了解我国工人阶级底政策，能领会这个政策，并

决意诚恳把它实现起来的那种人材。而这是什么意思

呢? 这就是说，我国已经走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此时工

人阶级应当造就它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界，即能维护它

这个统治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的生产技术知识界。”②斯

大林的这段话，即是要求在苏联的旧知识分子队伍之外，

培养和造就一支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国共产

党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也是以此为指导思想

的。在 1957 年的整风运动中，高等学校中曾有教师批评

“向工农开门”是“宗派主义”③。这种后来被作为右派

言论而遭到批判的观点，其实并非空穴来风。

第三，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学习的产物，带有

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强调高

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 ( 下转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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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投考工农速成中学，为何要受参加革命年限的

限制?》，《人民日报》1950 年 7 月 21 日，第 4 版。
胡锡奎:《培养产业工人和革命干部为高级建设

人才的方法和道路》，《人民日报》1953 年 10 月 4 日，第 3
版。这段话是 1931 年 6 月 23 日斯大林在苏联经济工作

人员会议发表题为《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演

说时所讲。在 1979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选

集》下卷中，这段话与胡锡奎文章中的引文在文字表述

上不完全一样。
郭林:《不许动摇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人民

教育》1957 年第 9 期，第 12 页。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病”。

经过综合治理阶段的城市规划，工业城市的空间结

构基本实现了重塑: 市内街道和建筑卫生良好、布局合

理，土地按功能得到合理分区; 市郊和卫星城市经过良好

规划，容纳了各阶层市民以及部分工业。而随着城市空

间结构的改变，工业城市近代早期存在的种种“城市病”

逐渐得到医治，城市面貌和市民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得到

显著改善。

综合而言，在近代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城市所特

有的空间结构导致了“城市病”的产生，而自由放任大背

景下市政当局的无为而治成为“城市病”蔓延的重要原

因。进入 19 世纪中叶后，以治理“城市病”为主要目标

的城市规划运动开始兴起，并历经了公共卫生阶段、住房

规划阶段、综合规划阶段。截至 1939 年二战爆发前，通

过调整和重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病”已得到缓解，工

业城市的物质环境大为改善，由此推动着城市化进程进

入到一个全新阶段。英国在城市化方面的经验教训，给

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英国劳资

冲 突 化 解 机 制 的 形 成 研 究 ( 1760—1914 ) ”
( 13BSS029) 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英国工业化时期集体谈判制度的形成研究”
( 12YJA77002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梁 远( 1980 － ) ，女，吉林省吉

林市人，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翻译学院讲师，历史

学博士; 刘金源( 1972 － ) ，男，安徽望江人，南

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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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40 页) 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指导思想上受

到了斯大林的影响。在具体的措施方面，更是基本上照

搬苏联的做法。从 1921 年—1936 年，苏联曾经在各大

城市开办工人学校，这是一种工农干部升入大学的预备

学校，招收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青年( 年龄从 16 岁

至 35 岁) ，在 3 年内修完相当于 6 年的中学课程，及格

毕业后直接送进大学继续学习①。我国的工农速成中

学即是模仿这种工人学校建立起来的。但苏联在培养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与中国的国

情并不适合，至少可以说不完全适合。例如，旧知识分

子对于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政权的态度，在中苏两国

是很不一样的。在苏联，旧知识分子对于人民政权的态

度基本是抵触和不合作，革命胜利后，很多知识分子流

亡国外; 而在中国，旧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人

民政权是拥护和支持的，革命胜利后，很多知识分子放

弃在国外优越的待遇和生活工作条件回到祖国怀抱，投

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不考虑中苏两国旧知识分子的这

种区别，教条主义地搬用斯大林的理论，把建设新中国

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不

仅对于旧知识分子不公平，而且不利于新中国的建设。

再例如，苏联工人学校的学生文化基础与我国工农速成

中学的学生文化基础也有很大区别。由于苏联在革命

胜利前，文化教育比我国发达，国民的文化程度也普遍

高于我国，因此苏联工人学校的学生，在入学前都受过 4

年的正规教育，这样他们在入学后以 3 年时间修完相当

于 6 年的中学课程，困难程度相对就要少一些; 而我国

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由于是以工农干部为主，很多人

没有受到过正规教育，他们的文化基础是不能与苏联工

人学校的学生相提并论的。在这种情况下照搬苏联的

做法，要求我国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也要在 3 年时间内

修完 6 年的中学课程，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教条主义

地搬用苏联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各个领域都存在

的现象。指出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中所含有

的教条 主 义 色 彩，应 该 有 助 于 全 面 认 识 和 评 价 这 一

方针。

作者简介: 彭厚文 ( 1965 － ) ，男，湖南新

化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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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凤:《苏联教育专家谈苏联工农教育》，《人民日

报》1950 年 1 月 16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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