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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１９４９年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处于刚成立的起步阶段，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

干部力量，其基础都非常薄弱。苏联通过提供武器装备、派遣军事专家赴华工作以及接收军事留学生进入苏军院校

学习三种方式对中国空军实施技术援助。苏 联 对 中 国 空 军 的 技 术 援 助 是 真 诚 的 国 际 无 产 主 义 形 式 的 援 助，但 同 时

也是有偿的和有限度的。整体而言，苏联技术援助使中国空军在较短的期限内实现了现代化的改造任务，对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中国空军的发展和正规化建设具有奠基性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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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远方，这里指苏联。

②刘亚楼是新中国空军第一任司令，曾经在苏联学习过地面指挥；王弼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航空机械；吕黎平曾经在新疆学习过飞行，后来

担任空军第四航空学校的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虽

然拥有一支数 量 庞 大 的 军 队，但９０％由 步 兵 组 成，
专业类别的部队与兵团极其缺乏，空军和海军处于

刚成立的阶段，其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和干部力量都

非常薄弱。针对这一状况，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将

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

一个强大的海军。然而，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仅有一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一 个 混 杂

的航空旅和一个空降兵旅，以及从国民党和日本手

中接收过来的少量飞机，这些飞机大部分不符合现

代化的战争需求，受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也严重不

够。由于此时国民党经常空袭新中国的南部城市，
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台湾。要完成这一任

务，就必须在短期之内尽快拥有一批现代化的空军

武器装备和培训出一批高水平的飞行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以苏联

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的对峙。中国政府作出了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和加入

社会主义阵营的选择。对于苏联来说，与中国的结

盟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规模的巩固和扩大，也

意味着其远 东 地 区 增 加 了 一 个 强 大 的 军 事 战 略 基

地。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中苏结成同

盟。在中苏同盟的国际关系背景下，苏联对中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了大规模援助，中国空军的建设

也得到了苏联全面的技术援助。

１　苏联对中国空军实施技术

援助的方式

　　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技术援助是通过提供武器装

备、派遣军事专家援华以及接受空军留学生进入苏

军院校学习三种方式展开的。

１）提供武器装备

早在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

提出建立空军问题时，就考虑到请求获取苏联的援

助。他在信中 写 到：可 以 选 派 三 四 百 人 去 远 方① 学

习六个月到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１００架左右。〔１〕３５

刘少奇在１９４９年７月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在莫斯

科向斯大林请求苏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建设

提 供 援 助，这 一 请 求 得 到 斯 大 林 原 则 上 的 同 意。

１９４９年８月初，刘亚楼、王弼、吕黎平组成中国空军

代表团赴苏商谈苏联对中国空军提供技术援助的具

体事宜。②１９４９年８月９日，中国空军代表团与苏联

武装力量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进行会谈。中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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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首先向苏方介绍了组建空军的具体计划，并且

提出 希 望 苏 联 在 一 年 之 内 援 助 组 建 一 支 由３００－
３５０架飞机组成的空军战斗部队。经过三轮会谈之

后，双方最后正式达成如下协议，由中国空军司令刘

亚楼和苏联空军元帅维尔希宁签字：苏联帮助中国

创办２所轰炸机航校和４所歼击机航校；卖给中国

各种类型的飞机４３４架，派出专家８７８名来华协助

工作。〔１〕５８

根据这一协议，１９４９年底第一批从苏联订购的

飞机和器材抵达满洲里，由中方接运人员运往６所

苏联援助新成立的航空学校。实际上，“到１９４９年

底，中国从苏联进口各型飞机１８５架”。〔１〕３５　１９５０年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请求提

供６２８架 飞 机，同 年１０月 由 于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的 急

需，毛泽 东 又 致 电 斯 大 林 提 出 增 购 飞 机２４７０架。

１９５０年中国实际从苏联进口各种类型的飞机共５９０
架。〔２〕１６１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和周恩来都

曾多次致函致电苏方提出订购飞机。
苏方对于中国空军武器装备的订购一直采取积

极态度，协议签订之后不久，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

于为中国提 供 军 事 技 术 的 五 项 协 议。１９４９年９月

１９日的苏联部长会议已预先决定向中国提供飞 机

和油料等。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０年的苏联部长会议计划

为中国提供包括飞机、德国生产的机枪以及弹药和

降落伞等武器装备。特别值得强调指出的是，１９５１
年当苏联刚 刚 开 始 将 喷 气 技 术 用 于 战 斗 机 零 件 中

时，就为中国提供了上百架这样的“米格－１５”战斗

机。〔３〕２６

西方历史文献认为：１９５１年７月中国空军共有

１０５０架飞机，到１９５５年 末 已 经 超 过２０００架，其 中

包括了当时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米

格－１５”和“米 格－１７”战 斗 机，以 及 喷 气 式 轰 炸 机

“伊 尔－２８”，而 这 些 飞 机 几 乎 都 是 从 苏 联 订 购

的。〔４〕３３中方历史文献则表明：“到１９５５年底，中国共

进口和 接 收 各 型 苏 式 飞 机 约５０００架，装 备 空 军

４４００余架，海军航空兵５００余架”。〔２〕１６１依据笔者多

方收 集 的 档 案 文 献，经 过 整 理 和 统 计 后 表 明，从

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５年空军从苏联订购的飞机已经达到

５１０７架，如 果 加 上１９４９年 的１８５架 和１９５０年 的

５９０架，那么中 国 从 苏 联 订 购 飞 机 的 总 数 至 少 已 经

达到５８８２架之多。
苏 联 对 中 国 空 军 武 器 装 备 的 提 供 主 要 集 中 在

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上 半 期，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下 半 期 较

少。由于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中国空

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武器装备配备的现代化。

２）派遣军事专家帮助培训飞行员

苏联对中国空军提供技术援助的第二种方式是

派遣苏联军事专家来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最早

派遣的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是根据空军司令刘

亚楼１９４９年８月赴苏谈判援建空军的协议派出的。
根据协议，苏联援助中国空军建立六所航空学校，其
中歼击机航校４所，轰炸机航校２所。每所歼击机

航校 配 备 专 家１００名，每 所 轰 炸 机 航 校 配 备 专 家

１２０名，另外配 备 部 分 派 驻 空 军 司 令 部 及 组 建 空 降

旅的军事专家，共计８７８名。〔５〕１４６苏联派遣的第一批

空军专 家 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和１１月 陆 续 到 达 中 国，

１９４９年实际到达空军领域的苏联专家共计９７４名。
这批专家全部被分配到参与第一批航空学校的组建

工作。他们不仅负责帮助选定航空学校的校址，筹

建学校组织编制，还帮助制定航空学校统一的教育

训练计划，并且实时实地指导教学与飞行训练工作。
由于他们的积 极 帮 助，１９４９年１２月 第 一 批 六 所 航

空学校同时顺利开学。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０年 苏 联 先 后 派 遣２０２１名 军

事专家在中国空军的各领域工作，其中机关２４３人，
各航空学 校１１８１人，短 期 技 术 援 助５９７人。〔６〕７２根

据苏中双方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７日正式签订的《关于苏

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协定》，派遣援华的苏联专家工

作期限为一年，期满之后，双方可以另通过协议延长

专家的工作期限。〔７〕因此，在中国空军机关与学校工

作的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限至少为一年。参与短期

技术援助的５９７名专家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是随着

苏联供应的设备一道而来，主要负责对设备进行调

试和安装，在调试和安装工作完毕之后即回国。因

此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期限较短，一般为一至两个月

左右。
被派遣到中国空军领域的苏联军事专家大部分

被分配在空军各航空学校和技术学校工作。首批六

所航空学校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模仿苏

联航空学校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空军第三航空学校

校长陈熙回忆道：“当时苏联派来参加我国新建航校

人员，实际上是全套人马，上有校长、政委、校机务工

程师，下 有 飞 行 教 员、机 务 人 员，连 打 字 员 都 带 来

了”。〔５〕１６４

应该指出的是，被派遣到中国空军的苏联军事

专家中，有一些是声望很高的军事首长和著名的飞

行员。例如，普罗特科夫、霍缅科、利哈切夫将军都

是当时苏联著名的飞行员，克拉索夫斯基将军和阔

日杜布上校，则是后来的苏联空军元帅。
在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的帮助下，新中国空军

的第一批飞 行 员 紧 急 毕 业 是 在 朝 鲜 战 争 爆 发 前 的

１９５０年５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航空学校扩大了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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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规模，短期之内又快速培养了一大批飞行员，这批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培养出来的年轻飞行员参加了朝

鲜战争，以及陆、海、空军首次协同作战的解放一江

山岛战役。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苏联不仅帮助中国空军培

训飞行员，朝鲜战争期间还派遣飞行员参与了中方

在朝鲜的军事活动。华东师大沈志华教授依据对俄

罗斯国防部解密档案的考察得出：整个朝鲜战争期

间，苏联空军先后派出１０个航空师和４个高炮师投

入空 战。航 空 师 共 实 施 空 战１８７２次，击 毁 敌 机

１１０６架，自身牺牲飞行员１２０人，损失飞机３３５架；
高炮师击毁敌机１５３架，牺牲６８名苏联军人，损失

高炮６门，探照灯１台。〔８〕４２

３）接收军事留学生进入苏军院校学习

接收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在苏联军事院校

学习是苏联 对 中 国 空 军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的 第 三 种 方

式。中 国 空 军 派 出 的 第 一 批 学 员 赴 苏 学 习 是 在

１９５１年，共计３０人。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９日，周 恩 来 总

理致电斯大林称：已经挑选好具有一定俄文基础和

中等机械知识的３０名学员计划赴苏联空军工程学

院学习。斯大林于同年４月２５日复电表示同意接

收这批学员进入空军工程学院学习。这批学员于当

年被派往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他们是新

中国第一批 赴 苏 联 学 习 的 空 军 学 员。１９５２年８月

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
要求增加３０名空军初级干部去苏联空军工程学院

学习。根 据 彭 德 怀 军 事 参 谋 王 亚 志 先 生 的 回 忆，

１９５２年中国共派出１０９名军事学员赴苏学习，其中

学习空军工程技术知识的正是３０人。〔９〕１０９　２０世 纪

５０年代中国空军派出的学生主要在茹科夫斯基 空

军工程学院和红旗空军学院学习空军指挥与工程技

术知识。根据留苏军事学生的回忆，在茹科夫斯基

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的中国军事学生至少为７７人，在
红 旗 空 军 学 院 学 习 的 军 事 学 生 至 少 为 ４５
人。〔１０〕２４９－２７３非常 遗 憾 的 是 在 对 于 研 究 者 可 以 获 得

的历史文献中，无法查阅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空军派

往苏联学习的留学生总数。
中国军事学员在苏军院校接受了非常正规和严

格的军事训练与教育。他们的学习非常刻苦，成绩

优异。在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的杨卫群回忆道：
“为了突破语言关，同志们每天坚持十二三小时的学

习，几乎没有休过节假日。我们的空军战斗英雄赵

宝桐同志做到了呕心沥血，都累出病了，但还在学。
他晚上站在黑板前背诵课文，默写单词，写了擦，擦

了写，经常学 到 第 二 天 凌 晨 一 两 点 钟。”〔５〕４４２军 事 学

员的刻苦努力换来的是优异的成绩，１９５６年在茹科

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为：总

平均４．５９分，５分的有７０％，４分的有２６．８５％。这

些学员在回国之后大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及

航空航天领域中的高级指挥干部与高级技术人才，
为中国的空军建设与航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例如，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８年 在 红 旗 空 军 学 院 的 陈 海 林

后来成为空 军 副 司 令，１９５４年 至１９５８年 在 红 旗 空

军学院学习 的 杨 卫 群 后 来 担 任 空 军 指 挥 学 院 的 院

长。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毕业的学员很多在归

国后来 到 国 防 部 第 五 研 究 院 从 事 航 天 事 业 工 作。

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８年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

的于龙淮毕业后转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担任

“长二捆”火箭的总指挥工作。

２　苏联对中国空军实施技术

援助的特点

　　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技术援助是在中苏友好同盟

的国际关系背景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战线的内部

环境下展开的，这种援助首先是一种真诚的国际无

产主义形式的援助，但同时也是基于苏联自身战略

利益考量基础上的援助，是有偿的和有限度的。

１）苏联技术援助是国际无产主义的援助

苏联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为基点，对中

国空 军 给 予 积 极 的 技 术 援 助。苏 联 军 事 专 家 于

１９４９年陆续分批大规模来到空军领域，主要任务是

帮助中国建立六所航空学校。他们本着国际共产主

义的精神为 中 国 的 空 军 教 育 建 设 提 供 了 无 私 的 帮

助，从学校地址的选择，组织编制的确立到教学和科

研工作的开展，尤其是飞行训练等各项具体工作，苏
联专家“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严格要求，手把手

地教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训练任务。有的苏联专家

还为中 国 空 军 航 校 的 创 建 事 业，献 出 了 宝 贵 的 生

命”。〔５〕１６４第一批援建航空学校的苏联军事专家回国

后，１９５１年３月６日周恩来 给 菲 利 波 夫①的 电 文 中

如此概括和评价援建空军航校的第一批苏联军事专

家的工作成绩：在苏联专家积极有效的帮助下，在比

较短促的时间内，中国空军已经建立了六个飞行机

械联合航空学校。这六个学校目前正在顺利进行工

作。在这些学校的建设和工作中，应用了整套苏联

军事学校的先进经验。目前已经训练出８３７名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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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６２０名空勤人员，２５００名机械人员。……各航校

已经培养出６５０名能独立工作的教员和５６名飞行

教官。到１９５１年５月还可训练出１４０名飞行教官。
苏联专家在中国空军的组织和建设方面给予了巨大

的帮助。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在空军第九航空学校和

第一航空学校担任助教工作的陈启智深情地回忆与

他一起共事的苏联专家时说：“苏联专家的工作真是

认真负责，而且是诚心诚意的。当时航校由于对飞

行员的需求紧急，所以教学是以实际为向导进行的。
首先讲授基本理论，接着讲结构部分，最后就是上飞

机直接操作。苏联专家每一步都高度认真负责，尽

可能使我们助教很快学会如何讲授专业课，也想出

各种方法使飞行学员尽快掌握操作和使用。有的时

候，我每次上课的时候，专家都全程坐在教室里面跟

听，只要我有没讲清楚的或者学员没听懂的，专家都

会当场或者下课后立马解决这些问题，不允许半点

马虎。”①

由于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以及苏联军事专家诚

心诚意的国际无产主义形式的技术援助，中国空军

在较短的期限内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培训出

一批飞行员，掌握了独立培训飞行员的全套理论与

实践经验。毫无疑问，这大大加快了中国空军建设

的发展步伐。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联的真诚援

助，中国空军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期限内实现现代

化的。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技术援助是真诚的国际无

产主义援助。

２）苏联技术援助是有偿的和有限度的

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技术援助虽然属于国际无产

主义的技术援助范畴，但这种技术援助同时也是基

于苏联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在某种程度上既是有

偿的，也是有限度的。
一方面，“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向中国转移

技术 被 泛 泛 地 表 述 为＇技 术 援 助＇，但 它 是 有 偿

的。”〔１１〕４０２苏联对中国空军提供的飞机等武器装备，
都是以双方 商 定 的 相 应 价 格 和 形 式 进 行 有 偿 支 付

的。比如，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０年 从 苏 联 运 来 的３４０架 飞

机及部 分 相 应 的 配 套 器 材，中 方 为 此 支 付 了 价 值

２２００多万美金 的 费 用。苏 联 对 提 供 给 中 国 的 武 器

装备都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其中包括

对中方所开 出 的 价 格 也 都 是 经 过 苏 方 讨 论 后 确 立

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０年都预先

提议了要为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德国制造

的飞机、机枪，以及价值约３．２亿卢布和６１００万美

元的炸药和降落伞。不仅飞机等武器被算在苏联对

中国的军事提供价值总数中，从苏联边界运送石油

产品到乌鲁木齐市的运输费用也算在里面……实际

上，提 供 给 中 国 的 军 事 装 备 总 价 值 约４．１亿 卢

布。”〔３〕２２另一方面，对于聘请的苏联军事专家，中方

不仅需要支付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报酬（他们的薪金

远高于中国同等级别专家的工资），而且还需要给专

家原 来 所 在 的 苏 方 单 位 提 供 一 笔 补 偿 金。根 据

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７日签订的《关于苏联专 家 在 中 国 工

作的协定》，〔７〕聘请苏联专家中国需要支付的费用包

括三个部分：专家本人在华的工资；专家在中国工作

和生活的补贴费用；为补偿专家原来所在单位付给

苏联政府的补偿金。这份协议的结果是“对于中方

来说，一个在华的苏联专家比类似的本地专家要贵

两倍。”〔３〕４５

至于在对中国空军武器装备的供货问题上，苏

联虽然提供过当时较为先进的飞机，如“米格－１５”
战斗机，但苏联同时也将中国作为淘汰过时产品的

市场。例如，１９５０年 中 国 空 军 接 收 的 苏 联 飞 机 中，
型号最多的是“米格－９”歼击机。“米格－９”歼击机

是苏联第一 代 喷 气 式 歼 击 机，耗 油 量 大，作 战 半 径

小。苏联当时仅生产了５００架“米格－９”歼击机，提
供给中国的就达３６９架。中国接收这批“米格－９”
歼击机之后无法进入朝鲜战场作战，只能用于航空

学校的飞行 训 练。１９５２年 苏 联 向 中 国 空 军 出 售 苏

联空军现役装备“伊尔－２８”喷气式轻型轰炸机时，
同时向中国空军提供了１２０架属于淘汰行列的“图

－４”重型 轰 炸 机。此 外，１９５０年 到１９５１年 从 苏 联

运送到中国的飞机中有１／４的飞机不能飞行，需要

维修。〔３〕２２可 见，对 于 苏 方 而 言，这 种 技 术 援 助 是 在

基于自身资源与战略利益考量的基础上展开的，既

是有偿的也是有限度的。

３）苏联技术援助首先有利于受援国中国

尽管苏联技术援助是基于自身资源与战略利益

的考量，是有偿和有限度的援助，但我们不能就此否

认其援助 的 真 诚 性 及 对 中 国 空 军 的 积 极 影 响。因

为：
首先，从客观上来说，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和支

付多高的报酬，技术转移和技术援助对受援国始终

是有利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和苏联驻华大使

尤金谈话时承认，聘请苏联专家尽管是有偿的，但首

先是对受援国（中国）有利的。
其次，在技术援助过程中，苏联提供给中国空军

的武器装备以及中方支付给苏联专家的补偿金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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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期国际标准是比较低的：“苏联收取的费用大大

低于各种科学技术援助的国际价格水平，中国支付

援华苏联专家的补偿金只是国际标准的１／３－１／４，
而支付培训中方人员的费用则只是国际标准的１／

６。”〔１２〕２２６－２２７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无偿提供了大量技

术资料与图纸，对此中方只需要支付复印费。
再次，尽管苏联曾经提供给中国空军一些过时

的武器装备，但苏方为此采取过补偿措施。比如，苏
联提供给中国３６９架过时的“米格－９”歼击机之后，
中国空军提出了很大的意见。苏方为了补偿中国空

军的损失，后来又无偿提供了３７２架“米格－１５”飞

机，对此苏联只收取运费。

３　苏联对中国空军实施技术

援助的影响

　　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技术援助始于空军六所航空

学校的创建，止于１９６０年７月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

撤退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在这大约十年的时间里，
苏联通过提供武器装备、派遣军事专家、接收军事留

学生等方式支援人民空军的建设。由此，在较短的

期间内，人民空军拥有了一批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
创办了各类航空学校及技术学校，培训出了一批年

轻的飞行员力量。从武器装备来说，空军初建时仅

有各 类 飞 机１５９架，其 中 一 半 以 上 需 要 维 修；到

１９５５年拥有近６０００架 飞 机，其 中 包 括 了 当 时 技 术

水平较为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米格－１７”以及喷气

式轰炸机“伊尔－２８”，这些飞机几乎都是从苏联订

购的。从培训干部力量来说，空军首批六所航空学

校完全是由苏联派来全套人马参与创建的，随后的

专业技术类学校也大多聘请了苏联专家参与援助。
在苏联援助下，空军很快从仅有的东北老航校发展

成为一批包含培训空勤和地勤人员的航空学校，以

及工程、导弹、领航、通信、气象、雷达等在内的专业

技术学校。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人民空军从无到有

发展壮大起来，空军教育也发展为培训包含各级各

类指挥和专业技术干部在内的较为完善和正规的空

军院校教育体系。正如周总理电文中所言，由于苏

联专家积极有效的帮助，空军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１９５６年在空军第一次党代表大

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到１９５１年底，我们已经能

够掌握航校的理论训练和初级飞行训练；中级飞行

训练也能基本上掌握；歼击机航校已开始培养战斗

机教员。”〔５〕４０２

由于苏联积极有效的技术援助，中国空军迅速

培训出一批年轻的飞行员力量，参与了朝鲜战争和

解放一江山岛战役。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空军总

共战斗起 飞２４５７批２６４９１架 次，实 战３６６批４８７２
架次，共击落 敌 机３３０架。〔１〕２００协 同 陆、海 军 解 放 一

江山岛是人民空军第一次参加合成军队登陆作战，
空军密切配合战斗行动，有利支援了陆军部队的登

陆突破和纵深战斗。仅１９５５年１月，空军派出的航

空兵部队就战 斗 出 动７５５架 次，炸 沉 坦 克 登 陆 舰１
艘，击伤护卫驱逐舰３艘，摧毁各种防御工事５４处。

综上所述，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在较短的期限内拥有了一批现代化的武器装

备，培训了一批自己的飞行员力量，并且建立起了一

套较为完善的正规化的空军院校教育体系。因此，
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苏联技术援助对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中国空军的发展和正规化建设具有奠基 性

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本文为作者在俄罗斯科学院科技史所圣彼得

堡分所访学期间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所长科

尔钦斯基教授及所里其他同事的支持，在此深表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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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龚育之同志文稿、书信、题词启事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龚育之文集》已经列入“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该文集将由湖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尽可能完整搜集龚育之同志的作品，特向龚育之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同事、学生诚

征他的文稿、书信、题词（原件、复印件、电子版均可），亦欢迎各位知情者提供线索。为配合文集的付印和出

版，所征作品请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寄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１００号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转韩钢

收，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９１；电子信箱：ｈａｎｇａｎｇ１０１８＠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龚育之文集》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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