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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教育与大学管理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化遗产继承的
方法、原则及教育实践

俞　子　恩

［摘　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 统 文 化 教 育 事 业 的 发 展。加 强 传 统 文 化 教 育，对 于 引 导 学

生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化遗产继承的方法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传统的文化知识并加以改造，继承不是为了保存而

是为了要建设共产主义的生活。据此形成 “批判继承”和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等原则。新中国成

立初期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原则与实践为思考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遗产继承；方法；原则；教育实践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博士和青年扶持项目）（２０２１Ｃ８２）；延边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

金项目 （２０２１ＸＳＫＢＳ２２）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３１１ （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３３－０７　　
［作者简介］俞子恩，延边大学师范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延吉１３３００２）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事业，相继出台

了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重

要政策文件，传统文化教育一时成为教育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哪些传统文化值得传承、传承

的目的及意义等问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首要明确的问题。《纲要》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① 《意见》指 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基本

原则是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重点任务是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深刻阐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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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① 新中国成立初 期，② 我国文化遗产继承的思想方法、原则及教育

实践对于深入领会当前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与价值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继承文化遗产的思想方法

（一）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传统的文化知识并加以改造

对于 “要不要接受历史、文化遗产”以及 “如何接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十分明确，认

为其自身就产生于人类的全部知识。列宁在 “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中就曾指出，“不掌握人类积累

起来的知识是难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于人类的全部知识”。③ “无产阶级文化绝不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是由所谓 ‘无产阶级文化专家’杜撰出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

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创造出来的知识之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结果。”④ 可见，马克思主义承认其思想源

泉是人类过往的一切历史文化遗产，是在总结传统的文化知识之基础上得以产生的，肯定了继承传统

文化的重要性。在 《论无产阶级文化》中，列宁甚至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待文化遗产采取的虚无主

义态度，明确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之所以能获得历史性意义，正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

产阶级的成果。⑤ 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文化自身存在的基础是构筑在传统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之上

的，认可传统文化作为其思想源泉的意义，摒弃历史虚无主义，认为掌握传统文化知识是无产阶级的

必然使命。
然而，继承传统必须加以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继承传统的基本方法。列宁在 “青年

团的任务”的演说中就曾提出，“只有在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之基础上，通过对

这些文化的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⑥ “马克思就将过去的政治经济学加以改造，指出了人类

社会的必然归宿，指明了经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最终通向无产阶级文化的途径。”⑦ 列宁还曾

在 《论无产阶级文化》中指出，“接纳和改造此前一切思想和文化中有意义的成果。只有基于此，才

能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⑧ 在列宁对 马 克 思 的 评 价 中， “改 造”重 于 “继 承”的 意 义 也 尤 为 明

显。列宁评价马克思说：“凡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态度来审查过，任何事物也没有忽

略过去。人类思想的全部成果，他也都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重新探讨、批判、检验过。正是在这些工

作的基础上，他才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的狭隘和偏见所限制和束缚的人没能得出的结论。”⑨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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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子恩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化遗产继承的方法、原则及教育实践

不仅明确阐明了无产阶级继承文化遗产的使命和任务，而且鲜明地指出了以继承文化遗产服务革命的

根本目的。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是历史上所有优秀且有价值的东西都必须根据无产阶级

革命的需要加以批判性地改造和吸收，必须根据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对人类全部文化遗产作检验、分

析、批判和总结。循此逻辑，在继承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实现革命目的是首先要考虑的，继承文化遗

产必须服从且满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
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中国化的文化遗产继承方法。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在党的六

届六中全会上就 “学习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和总结我们的历史遗产是学

习的任务之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
今天的中国产生和发展于历史的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看，我们不能忘记

和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必须加以总结和继承。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

重要的帮助的”。① 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
决不能割断历史。尊重历史是要给其科学的地位，既不是颂古非今，也不是对封建毒素的赞扬。要引

导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② 毛泽东既看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认为新中国

的发展离不开对历史中国的传承，但同时强调对待文化遗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批判，重视

文化遗产不等于颂古非今，在继承过程中要重视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而不是眷恋过去。总体而言，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重视继承传统，但并非原封不动地还原和保存传统，一味地眷恋过

去，而是通过改造创造新文化，革新旧文化，最终在推陈出新中满足革命发展的需要，实现革命目

标，寄望它在新的历史任务中发挥新的作用。
（二）继承文化遗产的目的并非保存，而是建设共产主义生活

继承遗产不是为了保存，③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列宁在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

文中曾明确提出：“学生们作为遗产保存者要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保存遗产并不是像

档案保管员保存故纸堆那样，保存遗产不等于还局限于遗产。”④ 在列宁看来，对待遗产要有创造性，
要进行科学批判，所谓 “创造性”和 “科学批判”，就是对遗产的研究须以当前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

造为根本遵循，不可局限于遗产本身。在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中，列宁对继承传统有如此阐

述：“必须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建设不能没有这些文

化遗产”。⑤ 列宁在论及文学遗产继承工作时也表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要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

经验去丰富人类以往最卓越的革命思想，这项工作要经常使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相互作用。⑥ 列

宁认为，继承文学遗产的工作就是为了在 “过去的经验”和 “现在的经验”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结，
以丰富无产阶级最卓越的革命思想。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遗产继承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

义革命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服务。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不仅要做文艺上遗产的保存者，还

要做开拓者和建设者。⑦ 仅作 “遗产保存者”是不够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作 “文化遗产新价值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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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者和建设者”才是继承者应有的价值信念。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遗产继承的 “批判继承”与 “古为今用”原则

（一）“批判继承”原则

怎样对待文化遗产？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原则是，“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民

主性的精华”。① 据此，我国学术界对何谓 “精华”，何谓 “糟粕”进行了自觉的区分，形成的基本共

识是，凡属含有封建性、买办性、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毒素的东西，不论其艺术技巧如何，都应

被视为糟粕；凡属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高度的人民性、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鲜明的时代精神或

比较进步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的东西，都应被认可为精华。然而，精华与糟粕往往杂然并陈，如何

处理，马克思主义认为应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该批的批，该贬的贬。何谓 “精华”，
大体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反映阶级性、唯物主义思想、爱国主义、卓越成就的文化遗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阶级分析是研究和继承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其中的 “人民性”又是评判文化

遗产价值的重要标准。毛泽东曾说，继承文化遗产 “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

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② 当时，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对 《诗经》、《楚辞》、杜甫

诗、白居易诗、关汉卿的戏剧、《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几乎一致以 “人民性”
进行分析并加以肯定。可以说，“人民性”成为当时评判古典文学 “永恒不变的最高标准”，也是衡量

一切遗产的共同标准。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董志安就曾指出，判断传统文化 “精华”的基本原则之

一就是以 “阶级性”判定古典文学作品的价值。那些真实暴露和批判古代社会腐朽黑暗，揭露并控诉

剥削阶级的丑行和罪恶的作品，展示了过去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其价值并非抒发思古情怀，而是增加

人们憎恶旧社会，加深珍惜、热爱社会主义生活，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和斗争的情感。③ 历史学

家黄元起也认为，分析文化遗产就要发扬被剥削群众被压抑的民主性或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它是广

大人民的自然要求与传统愿望，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出发点。④

列宁在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指出，哲学思想史中存在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唯

物主义和科学的路线，一条是唯心主义和宗教的路线。⑤ 对于这两条路线，我国学术界自觉形成了将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 “唯物论”视为 “精华”、“唯心论”视为 “糟粕”的共识。嵇文甫就曾明确表达，
唯物论哲学属于 “精华”、唯心论哲学属于 “糟粕”的观点。⑥ １９５６年，杨永志发表在 《哲学 研 究》
上的论文也指出，要积极支持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坚决同唯心主义斗争。⑦ 山东大

学历史系形成的共识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从根本上彻底批判古代思想家的唯心理论和形而上学观

点，因为它们总是歪曲客观实际。⑧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有着明确且清

晰的价值标准。所谓传统文化中的 “精华”一定是符合且彰显 “人民性”的，是要批判封建社会腐朽

黑暗、揭露剥削阶级罪恶、反映斗争精神的，是要体现唯物主义思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展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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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上海：新华书店，１９４９年，第３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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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３６０页。

嵇文甫：《怎样对待文化遗产》，《新史学通讯》１９５４年第６期，第１－２页。

杨永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批判地接受祖国文化遗产》，《哲学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１期，第５２－７０页。

葛懋春：《关于文化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文史哲》１９６３年第３期，第８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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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伟大成就的。这一 “精华”与 “糟粕”的判别标准对我国学术界与教育实践领域具有深远影响。
（二）“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原则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继承文化遗产的另一条原则是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原则，它的产生源

自对 “厚古薄今，复古主义”现象的批判。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０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将

“厚今薄古”的观点引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并引发了一场史学革命。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副主任的潘梓年检讨，承认过去的历史研究犯了 “厚古薄今”的错误，并表态以后的研究应 “厚今薄

古”，只有用现代的眼光研究古代才不会犯错误。① 同为副主任的刘导生也表示，各门学科研究的关

键在于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观点做研究，古为今用联系实际才能正确认识历史。② 随

后，历史学家范文澜在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文章，指出 “厚今薄古”

属于中国历史传统，而 “厚古薄今”则属于资产阶级学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特别肯定了这篇

文章引用事实证明 “厚今薄古”的史学传统，特别指示这篇文章所阐述的道理之重要性必须引起历史

研究者的注意。③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原则影响了当时各学科领域的研究与教

学实践，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确立、内容的选择、教学的实施均产生了直接且深刻

的影响。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领域对文化遗产继承的实践

（一）对教材中 “厚古薄今”问题的批评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等中央领导指示，古典文学作品在文学教材中所占比重

不宜太多。④ 对此，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和文学教材编写的负责人张毕来做出检

讨：“过多地讲授古典文学作品有一种不良后果，就是学生当中慢慢地养成一种对于祖国文学的 ‘颂

古非今’态度，认为古代的好，现代的差”。⑤ 在批评语文教材 “厚古薄今”的背后隐含的是对古典

文学作品选择的警惕，批评 “厚古薄今”的实际意义是提醒教材编写者们要牢牢把握古典文学教学

“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原则，⑥ 教材中的古典文学作品应该 “古为今用”。

除教材编写外，教师们反思更多的是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摒弃 “厚古薄今”现象，对此形成了三点

共识：首先，不应将古典文学教学浪费在烦琐的考证上。教师们普遍认为，虽然古典文学教学需要必

要的考证工作，以更好地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的思想发展等，但考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

应占用大量时间搜集琐碎的史料，钻牛角尖。在古典文学教学中思考如何进行思想教育，联系学生的

思想实际，联系今天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以及怎样为今天的政治斗争服务等问题才是关键，缺乏对

这些问题的深入钻研和考虑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其次，分析古典文学作品应紧抓阶级观点和历史观

点。当时古典文学教学总是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中，既要肯定某些作品的历史意义，又要用阶级观点限

定其历史地位。最后，杜绝宣扬古典文学作品中的颓废思想，借古非今。这一问题主要针对那些在祖

国轰轰烈烈搞社会主义建设中泼冷水的教师，这些教师们将古典文学作品中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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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放大，到处散播消极情绪，需加以批判。
（二）确定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目的的古典文学教学

在教育领域，古典文学教学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路径，古典文学教材以及教材中的古典文学内

容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古典文学教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实为

古典文学教学的真实目的。以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场古典文学教学大纲编写运动为例即可证

明这一点。１９５８年，教育领域开展了一场所谓的 “教育革命”运动，北京师范大学被誉为 “教育改

革中的一面红旗”。之所以成为典型，是因为在教学改革中，中文系党总支、教师、学生共同编写了

新的教学大纲。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生分别编写了两个版本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 “学生版”

大纲被认为认真贯彻了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方针，以及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古代文学遗产的指

示，对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提出了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这一版大纲明确规定，“中

国古典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服务，培养学生成为有共产主

义觉悟、有文化的、又红又专的普通劳动者”。① “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首先是批判地接受祖国一切

优秀的文学遗产，使它成为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的品质。憎恨剥

削制度及其残余，热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反对把古典文学当作古董来鉴赏，这是地主资产阶

级的勾当。其次，正确阐述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规律，即在阶级社会里，两种文学斗争的规律。古典

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关系。剥削制度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培养学生阶级斗争观点和鉴别鲜花毒草

的能力。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作斗争。更好地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最后，学习祖国

优秀的文艺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祖国语言的运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等等。”②

“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要从当前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紧密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反对教学和

科学研究中的 脱 离 实 际、脱 离 政 治 的 单 纯 学 术 观 点，批 判 资 产 阶 级 的 考 证 方 法。”③ 学 生 们 对 这 份

“学生版”大纲的评价是，尽管还不够丰满，但它是一面红旗，这份大纲是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

命的批判的旗帜。“学生版”大纲对晏殊、柳永、李清照、秦观、周邦彦等词人给以明确的彻底的否

定。对比 “学生版”大纲，教师们编撰的大纲则把晏殊等人与陆游、辛弃疾平举并列。对此，学生展

开了对教师所编大纲的猛烈批判。

除此之外，许多教师都自觉以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开展古典文学教学工作。傅思均提出，为使古

典文学教学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教学要做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比如，讲授古代进步作家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的作品，就可以使学生认

识到旧时代政治的黑暗，拿它和现在的社会对比，使学生更加体会到生活在新社会的幸福，从而更加

热爱新社会，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④ 韩书田也指出，中学中的古典文学揭示了人民与统治

阶级之间的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许多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如学习 《红楼

梦》中的爱情，要理解他们同什么力量发生了矛盾，憎恨阻碍和破坏他们幸福的力量，从大观园的命

运中体悟封建社会末期封建阶级的腐朽和日趋崩溃。⑤ 苍翠认为，古典文学教学要扩大学生对于社会

生活的认识，但当前教科书中古典文学的选文并不好。比如，高中第三册课本中王实甫 《西厢记》的

《长亭送别》只是情哥情妹、情意绵绵的爱情生活；李商隐的 《夜雨寄北》非要让孩子们认识老夫老

妻的生活；《木瓜》中男女间相互馈赠情谊，这些作品都不是思想性很强的作品。而他所认为的思想

性强的作品，则是像 《诗经》中的 《七月》，表现农民被剥削、被压迫、终年劳苦、不得温饱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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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描写，是逼真且深刻的。只有让学生了解过去的社会生活，才能更加热爱今天的生活。阶级社

会里，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斗争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即使是教学那些爱情故事，也要表现出我们的

祖先在黑暗社会里，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在新社会里，我们自由幸福的

爱情生活有保障了，让学生回顾祖先为爱情进行的斗争，能激发他们更加热爱新社会的感情。① 北京

师范大学这一场大纲编写运动可以说是当时古典文学教学的一种缩影，回看当时一线教师撰写的有关

古典文学教学的文章即可发现，以传统文化课程和教学服务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服务工农大众，已成为当时教师群体的基本共识，以政治挂帅为引领，以思想政治为课程目标，
保证教学的思想政治性的传统文化教学实践已基本形成，传统文化的思政教学逻辑基本明确。

四、结语

为什么要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段传统文化传承及教育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其中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② 是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传统文化教育事业也不能例外。传统文化进课程教材虽是一项复杂工作，但其

指导思想应是明确的，即传统文化是涵养、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文化根基。新中国

成立初期，在语文学科进行的古典文学教学为当前传统文化教育在教材内容选择、课程目标设定等方

面提供了重要参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了一

系列重要论述，提出并回答了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传统文化

教育同样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其中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传统文化培育青少年学生理想人格和价值观体系的根本

目的。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青年们必须继承和掌握传统文化知识，而且在继承中必须根据无产阶级

革命的需要加以改造，为实现共产主义服务。

［责任编校：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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