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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科高等教育的 “工作母机”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探索与贡献

吴惠凡

［摘要］　中国人民大学在命名组建之初，坚持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在专业设置、师资培养、教材 编

写、制度建设以及办学理念等方面，始终顺应国家建设 的 需 要，在 实 践 中 探 索 出 一 系 列 符 合 中 国 国 情 的 教

学科研机制，成为全国 其 他 文 科 高 等 院 校 学 习 的 模 板，担 当 了 新 中 国 文 科 高 等 教 育 “工 作 母 机”的 角 色，
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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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全国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各行

各业急需各种机械设备。在时代使命感的驱动下，生产建

设一线的工作及科研人员以满腔热忱投入到 “工作母机”
的研制当中。而 “工作母机”这一概念也逐渐从工业领域

延伸到国家建设的其他领域，如教育领域。中国人民大学

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就曾在总结学校工作时将苏联专家比作

“工作母机”，他指出：“为了合理而有效地发挥专家力量，
我们一开始就不是把他们当成普通的教授给学生讲课，而

是把他们当成 ‘工作的母机’给教员、研究生讲课。”［１］而

“工作母机”这一说法，也常常被用于形容学校在学科建

设中所扮演的角色。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３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刘

少奇指出，中国人民 大 学 “是 我 们 中 国 第 一 个 办 起 来 的

新式的大学，在中国 历 史 上 以 前 所 没 有 过 的 大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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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其 他 的 大 学”［２］（Ｐ１０２）。因

此，中国人民大学早 在 命 名 组 建 之 初，就 责 无 旁 贷 地 扮

演了新中国文科 高 等 教 育 “工 作 母 机”的 角 色。学 校 创

建之后，坚 持 以 教 学、科 研 为 中 心，在 专 业 设 置、师 资

培养、教材编写、制度建 设 以 及 办 学 理 念 等 方 面，顺 应

国家建设的需要，在实 践 中 探 索 出 一 系 列 适 应 中 国 国 情

的教学科研机制，成为 全 国 其 他 文 科 高 等 院 校 学 习 的 模

板，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著贡献。

一、“学科母机”———专业设置及学科建设对

新中国文科高等教育产生示范作用　　　

新中国建 立 伊 始，百 废 待 兴，百 业 待 举。从 当 时 的

高等教育资源情况 看， “旧 式 教 育 下 的 学 校 所 占 比 例 很

大，国民 党 控 制 下 的 很 多 高 校 带 有 明 显 的 党 化 教 育 痕

迹”［３］（Ｐ１０）。据统计，“１９４９年，全国有大专学校２０５所，

其中私立 学 校８１所。”［４］（Ｐ１７）在 这 些 学 校 中，“仅 教 会 大

学就有２１所，其中 接 受 美 国 津 贴 的 就 占１７所”［５］（Ｐ２５６）。

这样一种高等教 育 机 构 组 成 情 况，在 意 识 形 态、专 业 设

置、人才培养等方面 不 能 适 应 国 家 建 设 的 迫 切 需 要。对

此，１９５０年全国高等教育工 作 会 议 明 确 提 出 了 “高 等 教

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
在这一指示下，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率 先 建 立 起 社 会 主 义

高等财经、政法教育体制，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
建校初期，根据政务院 的 决 定，学 校 设 置 了 经 济 系、经

济计划系、财 政 信 用 借 贷 系、贸 易 系、合 作 社 系、工 厂

管理系、法 律 系 和 外 交 系，其 中 有６个 属 于 经 济 领 域，
后又增设国民经 济 计 划、农 业 经 济 等 专 业。此 外 还 开 设

专修班，包括经济计划、财政信用借贷、贸易、合作社、

工厂管理、统计、外交、教 育、法 律 等。［６］（Ｐ９５）随 后，学

校又开设了中共党 史 和 马 列 主 义 理 论 方 面 的 专 业，并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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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开办了与以上专业相应的研究生教育。
可以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的这些专业，都是为培养

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急需人才而设置的，并且许多都为

全国首设。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设立

了法律、贸易、工业经济、档案、党史等１５个本科系或专

业，同时还首次设置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贸易经济、
民法、刑法等３５个研究生专业［７］。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会

计系的前身———１９５０年建校时设立的财政系下属的会计专

业，虽然规模不大，却成为当时高等学校的样板专业，并

在新中国会计工作和 会 计 教 育 的 建 设 中 发 挥 了 极 其 重 要

的作用［８］（Ｐ５２３－５２６）。１９５６年，由 何 干 之 教 授、胡 华 教 授

等老一辈学者奠基并创立了中共党史系［９］。另外，中国人

民大学首创了档案学系，并使其散布到全国，发展成为全

国性的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中国人民大学也走在全国高

校的前列，如著名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缪朗山教授开设的

西方文艺理论史课，就为当时全国高校首设［１０］（Ｐ６７－６８）。
此外，中国人民大 学 在 专 业 和 课 程 设 置 中 也 十 分 重

视意识形态教育，例如，将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基 础、政 治

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及 辩 证 唯 物 论 与 历 史 唯 物 论 四 门 政

治理论必修课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核心［１１］，这也成为全

国高等院校思想政 治 必 修 课 的 范 例，对 我 国 高 等 院 校 的

意识形态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各个系科之下，中国人民大学参照苏联

模式建立了４１个教研室。作为学校的基本教学组织单位，
教研室的功能主要包括：组织教研室工作人员的教学工作

并保证教学质量、制订讲授大纲、编写教材、组织科学研

究工作，以 及 与 企 业 和 政 府 机 关 的 协 作、培 养 研 究 生

等［１２］。财政、统计、贸 易 经 济、工 业 经 济、国 民 经 济 计

划、工业企业组织 与 计 划、刑 法、民 法［１３］等 教 研 室，都

是与实际联系较为紧密、社会需求十分迫切的专业领域。
这些教研室的组建，一方面能够为国家相关领域的建设和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其他院校的

相关学科承担起师资培养、成果交流的 作 用。在１９５４年

召开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时任高等教

育部副部长的杨秀峰明确指出：“教研 室 应 当 作 为 开 展 教

学工作的基本单位”［１４］（Ｐ４６）。随后，教研室这一形式逐渐

为我国其他高等院校广泛借鉴，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进行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师资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教学组织机

构。可以说，教研室的出现，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

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促进了我国高等院校的文科专业建

设和科系发 展。而 在 苏 联 专 家 指 导 下 建 立 起 来 的 这 些 系

科，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整个中

国高等院校文科学科建设的最初模型，其中许多专业和系

科现在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优势专业和系科。
在帮助其他院校进行院系组建和学科建设方面，中国

人民大学也是不遗余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作为新中国

第一个正规的法学高等教育机构，在创办初期就曾为北京

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北京政法学院等第一批政

法院校培养师资，提供教材和教案；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教研室也以培养师资、派人支援等方式，为其他高校设立

相关教学研究机 构 提 供 支 持。另 据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的 统

计，在 全 国 高 校 近３０个 哲 学 系 中，有２６个 系 的 系 主 任

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他们基本上都是２０世

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１５］。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当之无愧

地被称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 “学科母机”。

二、“师资母机”———为全国其他高校培养

和输送了一大批文科教学及研究骨干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文科高等教育 “工作母机”的另外

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师资培养。建校初期，中国人民大学承担

了 “为全国高等院校培训社会科学领域教师、研究者的任

务”［１６］（Ｐ１６１）。１９５４年，高等教育部进行了一次院系调整，将

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培养财经、政法及俄

文干部和高等学校师资”， “改造和提高高等学校现有的财

经、政 法 师 资”，以 及 “培 养 马 列 主 义 师 资 及 研 究

生”。［１７］（Ｐ１２６）此次调整后，全国各地建立的财经学院和政法

学院在业务上需要 “接受人民大学的指导”，任职的教员也

要 “接受人民大学的重新培训”。［１８］（Ｐ１１４）直到１９５９年，中国

人民大学的基本任务依然包括培养高校的政治理论、经济理

论师资和科研人才以及其他建设干部。
以统计学系 为 例，从 建 校 初 期 到 被 迫 停 办，中 国 人

民大学先后 “为政府 统 计 系 统 和 经 济 管 理 部 门 培 养 了 大

批的专业人才，并承担 了 向 全 国 各 综 合 大 学 和 财 经 院 校

输送统计师资的任 务”［１９］（Ｐ５５６）。在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课 的

师资培养方面，中国 人 民 大 学 更 可 谓 是 独 挑 大 梁。学 校

开办四年，即有一、二、三 年 制 的 政 治 理 论 和 其 他 专 业

研究生共计１　１５８人毕业，其中有７６７人先后在全国２１０
所高校担任马列主义 理 论 和 各 相 关 专 业 的 主 讲 教 师 以 及

教研室的正、副 主 任［２０］。到１９５６年，全 国 几 乎 每 所 高

校都有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政治理论教师［２１］。
当年，全国许多高校的教师曾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课，

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如哲学界的贺麟、张岱年，法学界的

吴恩隆、龚祥瑞等。组织教师集中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课也

是许多大学及其 院 系 的 一 种 做 法，如 北 京 大 学 哲 学 系 在

当时就经常 组 织 教 师 到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听 苏 联 专 家 讲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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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的苏 联 专 家 涵 盖 财 经 专 业 的 各 个 方 面，在

全国独此一家，因此，全 国 其 他 院 校 如 现 在 的 中 南 财 经

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以 及 上 海 的 一 些 学 校，都 曾 派 人

来学习。［２２］（Ｐ１６９）资料显示，中医大学、河南大学、东北人

民大学、商业专门学校等，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就曾

派大批干部来学习，并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改造自己

的学校［２３］（Ｐ１６４）。可以说，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在校

生培训、教师旁听及教师进修等方式，中国人民大学为全国

其他高等院校的师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
对此，吴玉章校长曾经指出，“在全国高等学校改造

的工作中，中国人民大学曾经给了有益的帮助”，首先就

是 “帮助解决高等学校的教师”，“三年来从本校毕业的研

究生有九百人，其中校外的五百四十八名，他们被分配到

全国四十二个高等学校工作，在教学上一般地都受到学生

的欢迎以及领导的重视”；同时学校还 “抽调了教员和其

他教学干部 到 其 他 高 等 学 校 工 作，直 接 帮 助 建 立 教 学 组

织，进行教学工作”；此 外，学 校 应 京 津 地 区 部 分 高 校 及

工业部门 的 邀 请，派 政 治 理 论 教 员 和 业 务 教 员 去 讲 课，
对各单位的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工作有很大帮助。［２４］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是最早开办研

究生教育，培养师资和高层次人才的高校。１９５０年中国人

民大学组建之初，就设立了３５个研究生专业，后来又设立

了马列主义研究班，这些都卓有成效地培养了大量高校师

资。特别是马列主义研究班，开办七年，就培养了２　５００多

名研究生，许多人后来成为各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

骨干及政治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战线上的中坚力量。如

郑必坚、滕文生、孙尚清、蒋学模、吴树青、黄楠森、萧灼

基、何建章、朱佳木、朱作霖、胡福明等。从招生规模上

看，１９５１年，全国高校共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５００名，
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的研究生数量就达到了２００名，占招

生总名额的近５０％［２５］（Ｐ４２５）。到１９６６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

的研究生占全国高校培养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这些毕业生成

为全国高校的重要师资来源。

三、“教材母机”———引进和编写了新

中国文科高等教育最早的一批教材

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大学 成 立 以 后，承 担 了 翻 译 苏 联 的

社会科学教科书，并为相关领域制订教学计划、写教材、
写讲义的任务，“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教材为全国各

高等院校使用”［２６］（Ｐ１６１）。学校 翻 译 或 编 写 的 以 马 列 主 义

理论为基础的教学 大 纲 和 教 材，到 建 校 五 周 年 时 已 经 印

刷了７６５万册，其中大 多 是 被 各 个 高 校 拿 去 参 考 或 者 使

用。另据统计，从１９５０年 到１９５７年，在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由苏联专家 直 接 编 写 或 在 苏 联 专 家 指 导 下 编 写 的 讲 义、
教材多达１０１种［２７］（Ｐ８９－９２）。这 些 教 材 或 译 自 苏 联 成 果，
或由学 校 教 师 编 写，涉 及 面 广，涵 盖 政 治 理 论、财 经、
政法等诸多专业 领 域，被 各 大 高 校 所 广 泛 采 用，并 在 他

们编写自己的教材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中国人 民 大 学 不 但 陆 续 接 待 了 全 国 各 地

高等学校来校参 观 者，向 他 们 赠 送 各 种 材 料，利 用 文 字

较系统地向全国介 绍 了 学 习 苏 联 的 经 验，而 且 还 有 计 划

地向有关机关和学 校 供 给 业 务 教 材 参 考 材 料，以 及 较 普

遍地供给了政治 理 论 教 材 和 参 考 材 料。据 不 完 全 统 计，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 后 三 年 中 供 给 各 地 业 务 教 材、政 治 理

论教材及参考材料１００余种，合计１６６万册［２８］。
在当时的教材建设方面，苏联专家功不可没。首先，

专家们的讲座被翻 译 成 中 文 后，各 个 教 研 室 的 成 员 据 此

编写中文教科书，撰 写 苏 联 专 家 的 讲 座 概 要，并 且 通 过

复制，将其 作 为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乃 至 全 国 的 教 材。同 时，
苏联专家也就各个主题面向教研室成员发表演说、报告，
这些主题有的是关于 苏 联 教 师 研 究 的 特 定 领 域 的 学 术 知

识，有的是关于如何开 展 大 学 的 工 作，例 如，如 何 管 理

大学的院 系 或 科 室，如 何 安 排 考 试，如 何 撰 写 论 文 等。
中国人民大学将这 两 种 类 型 的 材 料，即 有 关 专 业 的 以 及

有关 “如何”开展 工 作 的 材 料 印 刷 出 来，供 本 校 以 及 国

内其他高校使用。

１９５１年８月，为了适 应 兄 弟 院 校、厂 矿 企 业 和 机 关

单位对学校教材的 迫 切 需 要，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在 出 版 处 领

导下成立了教材 出 纳 组，对 外 凭 证 （持 单 位 介 绍 信）供

应学校内部铅印教 材，使 得 学 校 教 材 的 发 行 范 围 扩 大 到

全国各地［２９］（Ｐ４３５－４３６）。此后，全 国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专 门 设

立了教材供应组，其职 能 主 要 是 将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教 材

供应到 全 国 各 地。１９５４年，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教 学 经 验 讨

论会”召开后，在 高 等 教 育 部 学 习 人 大 经 验 的 号 召 下，
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及 各 高 校 对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教 材 表 现

出巨大的需求。为此，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率 先 成 立 了 新 中 国

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一直到１９７３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停

办前，中国人民大学 出 版 社 一 共 正 式 出 版 了４００多 种 新

书，发行量达到８００万册，许 多 教 材 和 书 籍 在 学 界 乃 至

社会上影响十分深远。
可以说，中国人民大学这些教材和讲义的陆续出版，

对我国的一大批学 者 产 生 了 极 其 巨 大 的 影 响，新 中 国 成

立后的几代学人 都 受 惠 于 此。当 年，部 分 教 材 和 讲 义 出

版以后，随即成为该 学 术 领 域 的 奠 基 之 作，被 全 国 其 他

高校及科研机构广泛 采 用。例 如，尚 钺 主 持 编 写 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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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纲要》是新 中 国 第 一 本 简 明 的 中 国 历 史 著 作；何

干之编写的 《中国 现 代 革 命 史 讲 义》被 教 育 部 确 定 为 全

国通用教材；王嘉谟 主 编 的 《工 业 企 业 组 织 与 计 划 函 授

讲义》后来被全国财经 院 校 广 泛 采 用；阎 金 锷、陈 共 合

著的 《工业企业经 济 活 动 分 析》成 为 我 国 第 一 本 联 系 中

国实 际 的 经 济 活 动 分 析 教 材［３０］（Ｐ１３２－１３３）；胡 华 编 写 的

《中国革命史讲义》作为第一本中国革命史类教材，被指

定为 全 国 高 等 学 校 文 科 教 材，并 成 为 同 类 教 材 的 母

本［３１］（Ｐ１６６）；新中国第一本 《工 业 会 计》、 《政 治 经 济 学》
教科书也出自中 国 人 民 大 学。此 外，为 了 配 合 全 国 学 习

马列主义著作的热 潮 以 及 实 际 教 学 的 需 要，中 国 人 民 大

学出版社还组织出 版 了 “马 列 主 义 经 典 作 家 专 题 言 论 摘

录”以及 《马克思论报刊》、《毛 泽 东 论 哲 学》、《唯 物 辩

证的工作方法》、《马列主义 经 典 作 家 论 共 产 主 义》等 系

列书籍［３２］。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编 写 和 出 版 的 这 些 教 材 和 书

籍，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意义。

四、“制度母机”———率先探索建立了新

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的一系列基本制度　　

制度是日 常 教 学 和 科 研 工 作 顺 利 开 展 的 基 本 保 证，
是学校各项工作有 章 可 循 的 基 本 依 托。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成

立后，在制度建设方 面 进 行 了 积 极 的 探 索 和 实 践，形 成

了一系列苏联模式与 中 国 情 况 相 结 合 的 教 学 制 度 和 管 理

制度。这些制度在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施 行 后，取 得 了 良 好 的

效果，得到中共中央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的 高 度 肯 定，成 为 全

国其他高等院校争相学习的范本和模板。
在这些新型的教 学 制 度 当 中，最 核 心 的 理 念 就 是 强

调组织性和计划性，这 也 是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师 生 在 苏 联

专家身上感受最 深 的 一 个 品 质。在 所 有 的 专 业 领 域 里，
苏联专家都强调制 定 详 细 的 计 划，并 且 严 格 明 确 每 一 个

人在完成计划过程 中 所 负 有 的 责 任，同 时 制 定 出 各 项 工

作的考 评 标 准。与 这 些 计 划 相 伴 随 的，是 “单 一 负 责

制”，这种责任分配体系强调每一项具体工作都有一个明

确的领导者和负责 人。例 如，在 每 个 教 研 室，教 研 室 主

任是核心的负责 人，他 通 过 召 开 会 议、旁 听 教 师 讲 课 及

撰写 报 告 的 方 式，监 督 其 所 在 教 研 室 教 学 工 作 的 开

展［３３］。可以说，强调组织性和计划性，落实 “单一负责

制”，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有

序进行起到了重要 的 保 障 作 用。而 这 一 制 度 经 由 中 央 肯

定，也为其他高校所 效 仿，并 且 随 着 学 习 苏 联 经 验 的 推

进，逐渐延伸到我国各 行 各 业 的 工 作 中。如 今，对 于 计

划的制订以及对于 效 果 的 评 估，依 然 是 我 国 诸 多 高 校 顺

利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和基本保证。
在具体的教学模式上，中国人民大学也在全国率先建

立起诸如习明纳 尔 （семинар）、口 试、四 级 计 分 制、生 产

实习等教学制度。习明 纳 尔 即 “课 堂 讨 论”，是 从 苏 联 借

鉴来的一种教学模式，十分强调计划性和组织性，特别适

用于理论学习。这种课堂讨论的学习模式在当时经由中国

人民大学采用并推广，逐渐成为我国其他高校，特别是文

科高等院校推崇的一种教学手段，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为

我国各学科的人才培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考试和评分制 度 方 面，中 国 人 民 大 学 采 用 的 是 苏

联模式的口试 和 “四 级 计 分 制”。由 于 启 用 了 “优 秀”、
“良好”、“中 等”、 “劣”［３４］ （现 称 之 为 优、良、中、差）
这四个等级对学生 的 口 试 情 况 进 行 评 分，教 师 不 再 需 要

将分数精确到 “百 分 制”的 个 位，而 只 需 对 学 生 的 整 体

学习水平进行评判。在 当 时 的 情 况 下，口 试 和 “四 级 计

分制”被认为是更能 准 确 地 评 价 学 生 学 习 效 果 的 考 试 和

评分方式。因 此 在１９５４年 年 初，高 等 教 育 部 颁 布 条 例，
将中国人民大学率 先 尝 试 采 用 的 口 试 方 法 以 及 “四 级 计

分制”在全国各高等院校强制推行①。
相比于以上两项 制 度，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在 学 生 课 外 实

践方面所采取的生 产 实 习 制 度，对 我 国 其 他 高 等 院 校 产

生的影响更为广泛 而 深 远。这 既 是 将 书 本 学 习 同 实 践 经

验相结合的一种重 要 方 式，也 是 苏 联 经 验 与 中 国 情 况 相

结合的一种有效方 式。这 一 制 度 不 仅 对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人才培养起到了重 要 作 用，同 时 也 为 其 他 高 校 的 学 生 课

外实践提供了一 个 行 之 有 效 的 范 例。直 到 今 天，生 产 实

习依然是学生专业学 习 同 社 会 实 践 相 结 合 的 一 种 有 效 途

径，并且为国内高校所普遍采用。
此外，在科学 研 究 方 面，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也 率 先 建 立

了一套系统化、规范化 的 制 度。当 时，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每个教研室都要起 草 科 研 计 划，在 学 校 每 年 召 开 的 由 全

体研究人员参加的 “科 学 讨 论 会”上 总 结 该 研 究 计 划 的

完成情况，也以此来展 示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作 为 高 等 院 校 排

头兵的角色。各系及各 教 研 室 在 举 行 一 些 庆 典 活 动 的 时

候，也会召开科学讨 论 会，同 时 提 交 一 批 相 关 主 题 的 论

文，如十月革命周年 纪 念 日、斯 大 林 宪 法 日 及 中 苏 友 好

同盟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日。可以说，在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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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这一考试方法和计分制度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不太适合 理 工 科 的 学 习 考 核，因 此 到 了１９５６年９月，高 等 教 育 部 再 次 指

出，在笔试方法被重新采用的情况下，允许人们使用过去更为熟悉的 “百分制”。



科研 工 作 启 动 得 很 早，和 教 学 是 并 驾 齐 驱 的 “两 驾 马

车”。而这些关于科学研究的制度，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

领域依然有着广 泛 的 影 响。如 今，许 多 高 校 仍 然 保 留 着

当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来的科研体系。

五、“理念母机”———办学理念及学术思想对

其 他 高 校 乃 至 整 个 社 会 产 生 深 远 影 响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除了在学科、师资、
教材和制度的建设方面发挥 “工作母机”的作用之外，在办

学理念以及国家建设理念方面也源源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

智慧。首先，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理念对当时其他高校的影

响十分深远，如 “实事求是”、“治学报国”、“服务社会”等

理念。吴玉章校长提出的 “以马恩列斯的学说与毛泽东思想

来进行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并把他们培养成为有高度文化

修养的专家”，以及 “联系理论与实际，使生产经验与科学

相结合”等诸多办学理念，更是为全国其他多所高校所认

同，并被运用到自身的办学实践当中。
同时，中国人民大 学 还 积 极 将 自 己 的 理 念 输 出 到 国

家生产建 设 的 第 一 线。学 校 通 过 业 务 挂 钩、社 会 调 查、
生产实习等方式，组 织 教 师 同 业 务 部 门、厂 矿 企 业 建 立

起经常性的联系，由此 掌 握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和 建 设 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 定 科 研 方 向，产 生 一 批 理 论

联系实际的论文，再通 过 这 些 论 文 将 先 进 的 科 学 理 念 传

达到一线的生产部门。
此外，国家也委托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进 行 了 许 多 决 策 的

前期调研。１９６０年，在 黄 松 龄 副 校 长 的 协 调 和 组 织 下，
经济、计划、统计等系的 系 主 任 数 十 人，前 往 国 家 计 划

委员会参与调查研 究，承 担 部 分 工 作 任 务。由 此，中 国

人民大学被正式列入 参 加 每 年 国 务 院 召 开 的 全 国 计 划 会

议的名单，也成为参 加 该 会 议 的 唯 一 高 校，这 个 制 度 一

直延续到１９８８年 （“文 化 大 革 命”时 期 除 外）［３５］（Ｐ１８４）。
除此之外，中国人民大 学 的 教 师 还 经 常 应 邀 到 中 央 有 关

部门作报告，毛主席的 秘 书 田 家 英 和 胡 乔 木 同 志 就 经 常

向中国人民大学 的 教 师 咨 询 一 些 问 题。直 到 现 在，中 国

人民大学依然承担着国家许多重大决策的前期调研任务，
一些教授也常常被邀请到中南海去给国家领导人讲课。

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法律、哲学、经济等领域拥有

一批建树丰厚的学者，他们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将自身研究

领域最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新知传递到中央。例如，法律

系的许崇德和高铭暄老师先后参加了国家宪法和刑法的起

草工作。１９５８年，时任 《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

的吴冷西和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被派去进行有关人民公社

的调查，毛主席在他们临行前嘱咐说要带两本书去，其中一

本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并且说即使没有时间也至少要把中国人民大学编的这本书

看一看，可见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大学这方面作用的认同和肯

定［３６］（Ｐ１６３）。１９６３年，哲学系肖前老师因响应毛主席提出的

“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这一号召，在 《人民

日报》上发表了 《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一文，
毛主席和周总理阅读后表示了高度的赞赏［３７］（Ｐ１９７）。

１９５３年，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创 办 了 《教 学 与 研 究》杂

志，作为服务于全国高 校 马 列 主 义 理 论 教 学 和 科 研 的 专

门刊 物。该 刊 先 后 发 表 了 《为 什 么 学 习 以 及 如 何 学 习

〈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谈 《共产党宣言》等

理论文章，成为宣传和 普 及 马 克 思 主 义 和 社 会 主 义 理 念

的重要理论阵地，得到 了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的 关 注。１９５７
年４月，毛泽东同志阅 读 了 人 大 教 师 王 方 名 和 黄 顺 基 在

《教学与研究》上 发 表 的 关 于 逻 辑 学 的 文 章，很 感 兴 趣，
随后约见了包括王 方 名、黄 顺 基 在 内 的 部 分 在 京 逻 辑 学

专家到中南海讨论 形 式 逻 辑 问 题，金 岳 霖、冯 友 兰、贺

麟、费孝通等学术大家都参与了讨论［３８］（Ｐ１５０）。由此可以

看出，中国人民大学在 各 种 理 念 和 学 术 思 想 的 倡 导 和 普

及方面起到了 “排头兵”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中国人民大学不仅教师的文章和

建议被中央采纳，一些学生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中央领导

人的关注和 肯 定。１９５４年，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哲 学 研 究 生 班

的学生李希 凡 和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的 蓝 翎 合 作 发 表 的 《关 于

〈红楼梦简论〉及 其 他》和 《评 〈红 楼 梦〉研 究》一 文 得

到了毛主席的批示。毛主 席 据 此 发 表 了 《关 于 〈红 楼 梦〉
研究问题的信》，指出 不 要 迷 信 权 威，要 大 胆 地 批 判。自

此，全国上下开始了对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以及胡

适派观点的批判［３９］（Ｐ１３１）。此外，１９５９年毛主席还发表过

一篇 《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文章对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系学生刘芳圃 的 作 品 《魁 星 庄 养 猪 经 验》作 了 重 要

批示，要求全国人民学习报道中的经验［４０］（Ｐ１７３）。一名在

校学生写的文章能 够 得 到 国 家 主 席 的 批 示，也 从 另 一 个

侧面反映出中国人民 大 学 学 生 的 工 作 成 果 及 其 文 风 得 到

了中央的肯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运用。
总之，２０世纪五六十 年 代，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在 努 力 建

设新型正规大学的 过 程 中，大 胆 探 索，借 鉴 创 新，形 成

了一套适应新中国 国 情 的 文 科 高 等 教 育 办 学 模 式，在 学

科建设、师 资 培 养、教 材 编 写、制 度 设 计、理 念 培 育 等

诸多方面发 挥 了 “工 作 母 机”的 作 用。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成立，伴 随 着 中 央 政 府 “对 旧 大 学 进 行 改 造”的 契 机，
“是现 代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史 上 一 件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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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４１］（Ｐ１５２），为新中国文科高 等 教 育 体 系 乃 至 整 个 高 等 教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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