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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对 20世纪中叶严峻国际形
势的反应，也是我国过渡时期理论认知的结果，而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区
别和联系，是必然实现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新中国成立后到 1956年，我国社会文化性质实现了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也有许多教训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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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

变革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全方位转变，是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巨大转型。对此，学术界从经济、政治和社

会的角度研究这一转变已有大量成果问世，但对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转变问题的

研究成果较少。坚持历史主义分析方式，从文化视角对这一重大历史性转变进行学术梳理和学理考量，

以此探讨和考察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意义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历史动因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是由多元因素合力而成的，具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这

一转变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严峻国际形势的客观反应，也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特别是过渡时期

理论认知的思想动因，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区别与联系，是必然实现这一转变

的内在逻辑。
首先，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尤其是 20 世纪中叶严峻的国际形势是中国实现社会转型的外部动因，

客观上加快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近代以来的国际命运使中国在帝国主义和

殖民主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这是爆发中国大革命的最大国际历史背景。20 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人

面前呈现出两种政治图景，即全球“冷战”和地区热战。国共内战的关键抉择发生在“冷战”初期，这对

中国革命的未来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由于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内战，在东北战争形势逐渐明

朗的情势下，随着斯大林派遣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中国共产党选择苏联社会主义

政治方向局势已定。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

国为美国殖民地，中国必须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而 1950 年 2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

着在外交意义上中国融入到了社会主义阵营之中。“一边倒”政策的确定，实际上是明确了中国外交的

未来发展方向，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性质的选择。作为地区性热战，朝鲜战争的爆发将新中国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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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置于严峻的历史性考验之中。这是一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强大的美国之间的殊死战争，这场

战争的直接影响是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民族工业的战略思考，同时更寄希望于

社会主义制度能带来大工业发展和安全保障。毫无疑问，国共内战中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美国对新中

国的包围和封锁、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支持，以及中国经历的战争胜利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使

中国共产党人更加相信和向往社会主义，确定了提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自然被

提到日程上来。
其次，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认知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思想动因。

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的跨越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在继承马

克思和列宁关于辩证批判民粹派“过渡论”思想的基础上，于 1939 年 12 月和 1940 年 1 月，先后发表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联系和区别的

基础上，强调: 中国革命必然经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其中，新

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这

一思想统领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过渡时期思想的认知。它的基本逻辑在于: 当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社会

改造和文化革命获得必要的前提基础后，就开始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渡时期向社会主义社会的

转变。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在确保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掌权后，根据形势变化和国家需要适时

地推进这一社会变迁。自然地，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社会文化性质

的跃迁就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

最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内在区别与联系，是必然实现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

要说明我国文化的这一转变问题，就必须说明这两种文化的区别和联系，这是研究本论题的逻辑前提。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区别，其一，从根本上说在于两种文化所反映的经济和政治的不

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既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当然反映，又要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
毛泽东曾指出，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1］695。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形态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必然为该

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但是，当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确立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必然开始发生转变以适应

崭新的社会。其二，在于对社会主义进行宣传的范围不同。文化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宣传的手段实现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1］704。
但是，就宣传内容来说，还不可能也不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宣传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努力

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

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为“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1］704－705

可见，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条件下，只能对工人阶级宣传社会主义，并且宣传共产主义，因为工人阶级的

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者和信仰者。而对于农民和其他群众，则必须适

当地、有步骤地去宣传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不可能一下子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接受社会主义。可以说，

只有当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提到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上来的时候，才能向他们以及在全社会范

围内宣传社会主义，才能开始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社会实践。其三，在于这两

种文化反对的政治对象有所不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

化”，并不反对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1］698而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

反映，就必须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的思想，也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文

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联系，二者都是无产阶级领导、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这个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

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并且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有了这样的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

中国才有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也才有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才能适时

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才能随之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

二、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路径与线索

我国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直至 1956 年，我国实现

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起了具有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具有共产党

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因素。但在当时，党要完成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因此，文

化不可能立即实现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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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改造) ，文化也开始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强调我国的

文化教育属性属于新民主主义，“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

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2］10－11。其实质是指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是发展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之所以不把“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样的思想明确地写出来，我们可以从周恩

来的一段话中得到理解。他说:《共同纲领》没有写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因为这需要“经过解释、宣传特

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3］368可见，

《共同纲领》既规定了新中国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又包含了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思想。
1951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刘少奇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向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人民”，要肃清帝国主义的思想和封建

主义的思想。可以允许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但是对其中不正确的东西要批评。这样，

“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地位才能确立起来，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胜利，保证马列

主义在中国的胜利。”［4］82－83这次会议前后，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我国都开展

了对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同时也批评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但在当时，

中央并未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宣传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是指出这种思想对新

民主主义事业危害和妨碍的一面，并未批评资本主义剥削的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这种批评有利于向社

会主义文化的逐渐过渡或者转变。

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我国开始提出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任务。

从 1952 年 9 月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我国形势的发展，多次讨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12
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在这

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

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义改造”［5］316。《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以下简称《提纲》) 强调“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6］702。这一任务就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提纲》指出: 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加强全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人

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要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知识分子应当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私营工商业者应

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工、青、妇、合作社、工商联等群众团体“都应当通过自己的组织，用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和总任务来团结和教育全体成员和广大群众”［6］732－733。《提纲》中的这些要求，就是要在全社会范

围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反对违反总路线的思想倾向，宣传社会主义。可以说，这个

《提纲》实际上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任务。
《提纲》由中央宣传部印发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1954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对党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工作提

出了进一步要求。会议指出: 要结合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灌输

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同妨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思想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次会

议后，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批评，在全国进一步开展起来。在这个

过程中，中央还多次要求在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以及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

义思想。这些活动对于推动文化界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唯物主义思想、开展文艺

批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以及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思想的批判、批评，到 1956 年 9 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经济上，“无论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都已经处于绝对统治的

地位”［7］217。我国经济已经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上，工人阶级不断确立了政治领

导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正实现由剥削者向劳动者的转变; 广大农民已经成长为社会主义劳动者; 绝大部

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7］162。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

1954 年 9 月通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立，我国的政治已经是社会主义政治。文

化上，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文化战线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8］54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已经提出，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8］78 这个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明确地提出来。我国的文化，已经是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可以说，到

1956 年 9 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我国社会文化性质已经实现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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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评价

实现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在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使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从新民主主义文

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程，不但是我国文化性质的转变过程，也是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重要成

就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结合经济建设、各项社会改革

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

选集》第一、二、三卷相继出版，《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开始出版，促进了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在教育界，党和政府从培养目标、办学方针、专业设置、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旧有教育进行改革，注重对学生进行政治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1949 年，全国

高校在校学生为 11．7 万人、中等学校为 126．8 万人、小学为2 439．1万人; 1956 年则分别为 40．3 万人、
600．9 万人、6 346．6万人。此外，还大力开展工农业余教育和城镇幼儿教育。在科学界，1949 年全国专

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有 30 多个，而到 1955 年底已经超过 800 个，科技人员已达 40 余万人，相当于 1949
年人数的 8 倍以上。1956 年初，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国务院组织力量制定了《1956—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采取切实措施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艺

术界，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改造旧文艺、发展新文

艺，创作了一大批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电影以及音乐美术作品等新的文艺作品。广播、出版、医疗、卫
生、体育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基本消除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不良现象，树立起了新的社会风尚。所

有这一切基本奠定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基础。
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实现，使新中国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中国成立

后，全党全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思想的批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解决了民主革命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推进了各项社会改革

的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对社会主义的广泛深入宣传、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的胜利进行，推动和巩固了我国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的确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 年) 经济建设的主要指标，到 1956 年已经提前完

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相继召开，初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法制体系，民主和法

治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我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文化建设取得

的成就和服务的发挥分不开，都与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分不开。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也存在着缺点和偏差。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动和文化界的一系列批判中，存在着一些简单、粗糙的做法，往往把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作为“政治

问题”来对待和处理，给一些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压力，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后果。周恩来在 1956 年 1 月

作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论断，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同年 9 月召开

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

这就仍然把旧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存在着这些缺点和偏差，但毕

竟在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这一转变在文化领域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

变革，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制度转型、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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