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社会科学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15 年第 2 期 总第 243 期
全球视野 中国个性

新中国初期文化史述略 *

The Cultural History Studies o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

储著武

内容提要 近几年，新中国初期文化史在史料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绩。 但不可否认，新中国初期文化史

研究尚有较大的深入空间。 当前，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呈现出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以及专题性突出的特

点，可文化史书写要有“史”的韵味，则必须回归文化本身，以具体时期为切入点做更为严谨的实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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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cultural history studies o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col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es.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cultural history’s studies o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 have great developing space. Currently the cultural history’s studies o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bination of macro level, middle level and micro level and thematic studies, but full of
cultural charm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writing must return to the culture itself and start to do more rigorous empirical
studies.
Key words：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RC, the cultural history’s materials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新中国初期文化

史：史料、研究及趋势》。

按照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要走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这种新文化，可概

括为“一个原则、七大业态”———即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发

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社会科学、体育卫生、教育、科学、思想道德等文

化事业。 其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灵魂”，七大业态围绕着“灵魂”来具

体展开。 当前，人们对于文化概念的泛化认识，并不利于研究具体历史

时期文化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七年的文化，将其视为具体的历史过

程，其内涵和外延相对稳定，能够作相对长时段的考察，不会受文化认

识“先入为主”观念的限囿。 这里从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史料情况、研究

概况等方面作简要评述。

一、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史料情况

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史料有原始史料和间接史料。 原始史料主要包

括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 间接史料主要是相关研究成果等。
这些材料是新中国初期文化史料的基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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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史料

目前所能见到的原始史料， 主要有重要文

件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报告、口述史料

以及报刊杂志所载的资料。
1.文献史料

（1）20 世纪 50 年代汇编出版的文献史料

20 世纪 50 年代， 党和国家重要机构发布

并汇编了不少重要文件文献。 如中央办公厅编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 中宣

部编《中央宣传工作文件汇编》（1951）；政务院

编 《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4）、《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4~1956）、《中共中

央政策汇编》（1949~195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公报》等；政务院文教委编有《文教参考资

料丛刊》（1~10 辑）、《文教政策汇编》（1~8 辑）、
《文化资料》、《文化通讯》等；文化部编《文化工

作法令指示汇编（一）》《我国翻译出版苏联书籍

目录（1949.10~1954.6）》《1955 年第二次全国文

化 工 作 会 议 资 料 选 辑 》 《出 版 工 作 文 件 选 编

1949~1957》《人民民主国家文化资料》《中央人

民政府文化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剧

本选集》《文化工作重要文件选编》（1958）等；中

国 科 学 院 编 《中 国 科 学 院 资 料 汇 编 1949~
1954》；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编《文

化工作手册》（1~17 辑）；高等教育部编《高等教

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秘

书处编 《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 文化接管委员

会、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高等教育法令选辑》；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宣传处编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国家体委编《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运动文件汇编》（第一辑）；全国文字改

革会 议 秘 书 处 编 《全 国 文 字 改 革 会 议 文 件 汇

编》；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编《中华全国

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访苏代表团资料汇编》（第一

集、第二集）；钱俊 瑞 等 编《知 识 分 子 的 自 我 改

造·第一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编《苏联文化工

作者在中国一月》《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

表团演讲集》；北京大学编《北京大学苏联专家

谈话报告集》（未刊，1955）等。 同时，各地也汇编

出版不少有关文化方面的文件文献。 如山东文

化局编《文化工作资料》、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南

办事处文教部编《工会文教参考资料》、青海文

化局编《文教工作资料汇编》、陕西省人民政府

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文物管理文件辑要》、川南

行署文教厅编《文化工作手册》等。
关于新中国初期的文化成就， 国家和地方

统计机构汇编了一些统计资料。 如国家统计局

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伟大成就》（人民

出版社，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

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1956）、《我国的国

民 经 济 建 设 和 人 民 生 活》（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 ，
1958）、《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

化建设成就的统计》（人民出版社，1959）；北京

市 文 化 局 编 的 《北 京 市 文 化 事 业 统 计 资 料 ：
1949～1958》；上海市统计局编《胜利十年：上海

市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资料》等。
除 以 上 公 开 出 版 或 内 部 汇 编 的 文 化 史 料

外， 目前尚有大量收藏于全国各级档案馆中的

馆藏档案史料。 这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曾公开出

版，如《北京档案史料》整理出版过部分北京市

文化史料，但绝大多数仍没有得到利用。 以浙江

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为例， 该委员会全

宗档案共 117 卷， 起止年代为 1952 年至 1954
年，内容丰富。 《浙江档案》曾刊文介绍过这批档

案史料，但后来并没有充分整理利用。 [1]要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及各

大区、 省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机构设置、 政策法

令、文化事业发展等情况，则离不开这些史料。
可以说，各地档案史料汇编保存完好，何时“解

冻”，则有待于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的开展。
（2）改革开放以来整理出版的文献史料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史及当代史研究的

深入， 我国整理出版了不少新中国初期的文化

史料。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自

1992 年 起 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开 始 编 辑 出 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于 2013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两部文献史料，包括新

中国初期文化史料， 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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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史的重要史料来源。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

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是新

中国初期思想宣传工作的文献汇编。 《文化工作

文件资料汇编 （一）（1949~1959）》（内部资料，
1982） 是文化部办公厅编辑的文化工作专题文

献。 文化机构组织史方面，主要有《中共中央组

织史资料》（第五卷）（中共党史 出 版 社 ，2000）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组织机构沿革及

领导干部名录（ 1949 . 11 ~2010.06）》（文化艺术

出版社，2010）。 此外还有不少专题文献汇编，如

文化部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文化行政法规

汇编（1949~1985）》（文物出版社，1988），《群 众

文 化 工 作 文 件 选 编 （一）1949~1983》（1984，内

部资料）；中国新文学大系编委会编《中国新文

学大系 （第四辑）·1949~1976》（上海文艺出版

社，1997）；中 国 文 联 出 版 的《中 国 新 文 艺 大 系

（1949~1966）》系列，包括有报告文学、杂文、散

文、诗集、小说、电影、评论、理论史料、儿童文

学、少数民族文学等集；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

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

社，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编《中国共产

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新华出版社，1980）；新

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

出版社，1990）；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等编《中华

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8 册）（中国书籍出版

社，1995~2001）；宋原放编《中国出版史料》（现

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吴迪编《中国

电影研究资料 1949~1979》（上、中、下）（文化艺

术出版社，2006）；全国总工会宣教部《工会群众

文化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地震出版社，1988）；
国家教委编《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1996）》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广播电影电视部

政 策 研 究 室 编 《广 播 电 影 电 视 法 规 规 章 汇 编

1949~198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 法 规 室 编 《国 家 语

言 文 字 政 策 法 规 汇 编 （1949~1995）》（语文出

版社，1996）；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选编《论

文 化 建 设———重 要 论 述 摘 编 》（学 习 出 版 社 ，
2012）。

与此同时， 各地也汇编出版过文化方面的

文献史料。 如北京市汇编出版了《北京市重要文

献选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北京》（北京出版

社，1995）。 吉林省文化厅编印的《吉林省文化工

作文件选编》，内容包括机构沿革干部任免综合

卷、艺术卷、电影发行放映卷、文物博物卷、群众

文化图书馆卷等， 重点反映了 1949 年至 1966
年全国及吉林省文化工作方面的情况， 档案价

值极高。 还必须注意，各地地方志也汇集了文化

方面的文献史料。
2.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讲话

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文化问题

的讲话报告，是文化史料的又一重要来源。 以

毛泽东为例，他亲自参与解决重大文化问题，并

发表意见， 有些意见甚至对扭转文化论争的方

向起到关键性作用。 如 1951 年全国开展电影

《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

稿《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加写和改

写的文字，这些意见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对

这次讨论起了决定性作用。 [2]周恩来从政府层面

推进新中国文化建设，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做

过大量具体工作。 如 1956 年周恩来看了浙江省

苏 剧 团 演 出 的《十 五 贯》后 ，做 过 两 次 重 要 讲

话。 [3] 《人民日报》还以周恩来的“一出戏救活了

一个剧种”发表社论。 郭沫若在全国政协所作的

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不仅在《人民日报》发

表过，而且还出版过单行本。 这些讲话报告，看

似是个人论述， 但又有关系到国家文化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 有些观念至今还有重大影响，如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报告， 后来大都收

到领导人文集、文稿、选集、文选中。 如《毛泽东

选集》（第五卷）、《毛泽东文集》（六、七、八卷）、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6 册）、《毛泽东文艺

论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 泽 东 书 信 选

集》《毛主席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言论选编》《周

恩来选集》（下册）、《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

文化文选》《周恩来论文艺》《周恩来教育文选》
《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彭真文

选》《郭沫若文集》《陆定一文集》（下卷）、《周扬

文集》《胡愈之文集》《胡乔木文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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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书信集》《林伯渠文集》《钱俊瑞文集》等。
3.时人关于文化问题的记叙及口述史料

当时的文化名人、 文化工作亲历者后来留

下大量回忆录、口述材料等史料。 这些史料有的

公开出版过。 如《人民日报》《新华月报》《新华半

月刊》《光明日报》《新建设》《新观察》《新文学史

料》《新文化史料》《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资

料》《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档

案》及各地政府公报等均有刊载。 文化名人的回

忆录、日记，如《胡风家书》《金色记忆：新中国早

期文化交流口述记录》（作家出版社，2012）等已

出版。 这些材料过于零散，不易收集整理；而且

有些材料真实性值得考究，使用时需谨慎。 但必

须承认， 这些材料为揭示新中国初期文化史多

重面相的价值不言而喻。
4.报刊杂志所刊载的资料

新中国初期， 不少文化资料登载在当时的

报刊杂志上， 如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

报》《文艺报》《新华月报》《新华半月刊》《人民教

育》《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音乐》《剧本》
《说说唱唱》和《大众电影》等。 宣传思想文化类

刊物，如中宣部编《宣教动态》《宣传通讯》《宣传

工作》，新华社编《内部参考》，文化部编的《文化

动态》《国外文化动态》《文化资料》《文化通讯》，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编 《文教政策汇编》《全

国文教概况》《文教参考资料》丛刊，华东军区第

三野战军政治部编印《文艺学习文选》等有不少

材料。
（二）间接史料

除原始史料外， 还有大量有关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研究性著作和资料。 通史类著作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 [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二 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发

展史》（人民出版社，2010）、《中国共产党的七十

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稿》（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题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等；编年

体著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所编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编年》多卷本、廖盖隆等编《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编 年 史 1949 ~2009》 （ 人 民 出 版 社 ，

2010）、 齐鹏飞等编 《当代中国编年史 （1949~
2009）》（人民出版社，2007）、刘国新等编《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王 学 典 主 编 《20 世 纪 中 国 史 学 编 年 （1950~
2000）》（商务印书馆，2014）等；大事记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1949~2009》（人民出版社，
2010）、 《新 中 国 对 外 文 化 交 流 大 事 记 1949~
1966》、夏杏珍编《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

南人民出版社，1999）、王亚夫和章恒忠主编《中

国学术界大事记 （1919~1985）》（上海社会科学

院，1998）等。 《当代中国》丛书，如《当代中国的

广播电视》《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当代中国的

文字改革》《当代中国教育》《当代中国美术》《当

代中国音乐》《当代中国曲艺》等有专门性材料。
工具书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著目录索引》
（当 代 中 国 出 版 社 ，2000）、 《人 民 日 报 索 引 》
（1949~1956）、 《新 华 月 报 总 目 录 1949~1960》
（新华月报社编，1963）、《全国高等院校社会科

学学报 1950~1966 年总目录》（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编辑部，1980）等；还有文化史的专题著

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1992）、《共和国 60 年文化发展》（中国大

百 科 全 书，2009）、《20 世 纪 的 中 国———走 向 现

代化的历程（思想文化卷）》（人民出版社，2010）
等。 这些成果，是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的参考

资料。 [5]

二、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的概况

新中国初期文化， 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文

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 开辟了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的道路， 奠定了此后各个时期文化发展

的基础。 这个时期的文化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
“承上”表现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继承，尤其

是对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经验的借鉴；“启下”表

现为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 当时的

文化作品及成果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人。 可以说，新中国初期文化史是当代史研究的

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
关于新中国初期文化史分期， 大体上有以

下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新中国初期七年的文

镜鉴与凝思 THE MIRROR AND MEDITATION

114



重庆社会科学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15 年第 2 期 总第 243 期
全球视野 中国个性

化， 从性质上仍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继续发

展， 将 1949~1956 年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最

后阶段，并以 1956 年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取代新

民主主义文化的界点。 其代表性成果是张昭军、
孙燕京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中 华 书 局，
2012）。 对于这种分期，有学者认为：“如此处理，
对于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史和近

代文化史的阶段性，不无启发意义。 ”[6]另一种观

点认为，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历程来

说，1949~1966 年为初步发展时期 （或 探 索 时

期），奠定后来中国文化的基础，代表性成果有

刘国新《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当代中国

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李道中、杨吉华《建

国六十年来我党文化理论的演变和创新》（《科

学社会主义》，2009 年第 5 期）等。 再有一种观

点认为，1949~1956 年是社会主义文 化 的 基 本

确立和初步建设时期。 其代表成果是刘仓《论新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 他认为，这个时期

主要特征是“改革旧有文化事业，建设新的文化

事业；在社会性质转变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

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 [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1949~1956 年的文化是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

时期。 其代表性成果是张顺清、李金山编《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化 史 》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1992）。

1949 年至 1956 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通常称

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或“新中国初期”）。 这个

时期的文化， 显然与后来说的社会主义文化不

完全是一回事，但又不完全是新民主主义文化，
而是跟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 处于过渡时

期。 因此，学界将其划分到近代文化史的最后阶

段，或者当代文化史的初步奠基阶段，从当代文

化史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说，均有一定道理。 新中

国初期文化，本身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可以将

其作为单独的历史时期来进行研究， 甚至还可

以进行划分， 将 1949~1952 年划分为国民经济

恢复时期、1952~1956 年划分为社会 主 义 过 渡

时期，然后才能说是社会主义文化时期。 这种划

分方法考虑到了当时经济、 政治与文化的辩证

关系， 也考虑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展

的实际进程。 再有，由于目前新文化史、新社会

史 的 理 论 和 方 法 日 益 在 当 代 史 研 究 中 广 泛 使

用，不少学者频繁使用“1950 年代”的概念，如

孙 晓 忠 《1950 年 代 的 上 海 改 造 与 文 化 治 理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 1 期）、
姜进《断裂与延续：1950 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
（《社会科学》，2005 年第 6 期）、张济顺《社会文

化 史 的 检 视 ：1950 年 代 上 海 研 究 的 再 思 考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 吴景

平和徐思彦主编《1950 年代的中国》（复旦大学

出 版 社，2006）、陈 园 园《1950 年 代 当 选 的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学 部 委 员 构 成 分 析 》（《历 史 教 学 问

题》，2010 年第 1 期）、王德禄和刘志光《1950 年

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科学文化

评论》，2012 年第 1 期）、张藜《苏联专家在中国

科学院———对 1950 年代中苏两国科学院交流

与合作的历史考察》（《科学文化评论》，2012 年

第 2 期）、杨敏《〈文史哲〉的 1950 年代：在学术

与 政 治 之 间》（《中 国 新 闻 周 刊》，2011 年 第 44
期）、王琳《从 1950 年代初的〈文艺报〉看“英雄

人物”创作模式的建立》（《社会科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等。 “1950 年代”这种话语所暗含的

理论预设， 显然是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文化

本身有自己的特色， 是区分其他历史时期的一

个标志。 对于这种认识，国史或当代史学界值得

做更深入的研讨。
关 于 新 中 国 初 期 文 化 史 的 研 究 内 容 和 对

象，有学者认为，这个时期的文化包括“改革旧

文化， 建设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批判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对知识分

子的团结、 教育和 改 造”“新 的 社 会 风 尚 的 树

立”、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的初步发展”等[8]；有

学者认为，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包括“一大原则、
七大事业”，即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基本原则指导

下发展包括文学艺术、 新闻出版、 哲学社会科

学、体育、卫生、教育、科学技术等在内的各类文

化事业。①这实际上是根据 1949 年《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规

定，对文化进行了较为狭义的界定，不至过于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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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中国初期的文化转型，有学者认为，
1949 年后是中国的第三次文化大转型，这次转

型标志着儒家统治思想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全新的文化哲学和科学意

识形态得以确立， 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影响深远

的文化转型。 [9]有学者认为：“实际上，通过对建

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的

探讨， 既阐释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理论上的逻辑

联系，更注重揭示它们之间的实质区别（以往谈

联系的较多），这对总结有关经验和教训，将是

十分有益的。 ”[10]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

文化转型是由多元向一元的转进。 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文化构成了文化转型与重建的第一个

层面， 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则构成了第二个或更深的层面， 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与思想批判运动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动力

机制， 文化领域的组织化和知识分子的单位化

构成重要制度保障， 以阶级斗争和 “打碎旧世

界” 为主要特征的革命者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平移到文化领域， 形成一种特定的批判型文化

形态。 [11]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毛泽东与社会主

义文化的转变（或转型）问题，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电影《武训传》、俞

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及胡风文艺思想

的批判， 体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文化

转变的改造步骤， 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上的重新

整合， 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

的指导思想。 [12]

关于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 学界在总结

60 多年来文化建设历史、 特点和历史经验时，
大都将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作为当代中国文化

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来对待。 这方面的成果比

较多， 如魏明 《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初经验》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 年第 9 期）、
田克勤等 《探析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

设和改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杨俊《论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队伍基本状

况 的 分 析 》（《当 代 中 国 史 研 究 》，2013 年 第 6
期）、杨凤城《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若干问题述

论》（《中共党史研究》，2014 年第 7 期）、张星星

《周恩来与新中国 文 化 事 业 的 初 创》（《党 的 文

献》，2014 年第 6 期）、储著武《新中国初期毛泽

东文化建设高潮论探析》（《党的文献》，2014 年

第 1 期）等。 此外，尚有不少博士硕士论文讨论

过这个问题，在此不一一列举。
关于新中国初期文化事业专题性研究，主

要有以下方面：
（一）关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第一次全国

文代会的研究论著，有斯炎伟《全国第一次文代

会与新中国文学体 制 的 建 构》（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2008）、斯炎伟《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

文学体制心理的生成》（《文艺理论研究》，2006
年第 4 期）、王本朝《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

文 学 的 发 生 》（《广 东 社 会 科 学 》，2008 年 第 4
期）、胡慧翼和温儒敏《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

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河北学刊》，2008 年第

3 期）、斯炎伟和吴秀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

“十七年” 文学体制的生成》（《世界文学评论》，
2008 年第 1 期）、黄发有《文学史视野中的第一

次文代会》（《扬子江评论》，2010 年第 4 期）、陈

改玲《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对“五四”新文学传统

的打造》（《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
期） 等。 硕士论文有邬冬梅 《第一次文代会考

论———新 中 国 文 学 体 制 的 生 成 》（西 南 大 学 ，
2007）。

（二）关于处理接受帝国主义文化教育机关

及宗教团体。 杨奎松认为新中国建立后，美国文

化在中国的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宗教、学校、
广播、电影等四个方面。 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
通过阻断美国宗教的影响、 接办美国津贴的学

校等措施，清除了美国文化的影响。 [13]王英以燕

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为个案来分析建国初期 “清

除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情况。 [14]彭学宝《建

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势力研究》（中共中央

党校 2013 年博士论文）、 刘建平 《一九五 O 年

“辅仁大学事件” 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
2014 年第 2 期）等对这一问题有较深入研究。

（三）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知识

①储 著 武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文 化 转 变 研 究 （1949~
1956）》，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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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孙丹、刘颖等曾作过研究

述评。 [15]近期新进展，主要有：朱薇从历史文献

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进行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的主观原因、实际步骤及阶段特点 [16]。
童庆平等从政治认同的角度分析认为知识分子

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培育知识分子政

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尽管有一些缺点，但总的来

说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有着积极的意义。 [17]

马大成分析了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动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运动过程中的理解与把握， 认为他既

走在时代的前列，又与政府设想的有所不同，至

于运动中的偏差更非其所愿。 [18]此外还有吴小

妮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新中国的文化建

设》（《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 年第 2 期）、夏杏

珍 《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

性》（《红旗文稿》，2014 年第 21 期）等。 这些研

究成果从新角度丰富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动的研究，但有分量大部头的著作仍不多。
（四）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批判运

动。 21 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论文就思想文化批

判的特点、原因及后果进行研究。 如黎见春《试

析 建 国 初 期 思 想 文 化 批 判 的 特 点 》（《天 府 新

论》，2004 年第 4 期）、陈元龙《过渡时期思想文

化 批 判 运 动 的 文 化 反 思 》（《湖 北 大 学 学 报 》，
2005 年第 4 期）、陈元龙《过渡时期思想文化批

判运动的文化透析》（《理论月刊》，2005 年第 4
期）、张书林《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原因

探析》（《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 年

第 4 期）、孙凯《关于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

判的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等。 此外，还有不少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专门

研究过这个问题。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

文化批判运动的研究成果比较多， 但也存在重

复劳动、观点陈旧等问题。
（五）关于电影事业。有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就提出电影党史的概念， 认为撰写新中国电

影的大事记和党的历史非常重要， 并指出要用

马 克 思 的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来 指

导，这样才能有比较明确的观点。 [19]目前，研究

成果多集中在电影史和文艺批评界， 专著有孟

犁 野《新 中 国 电 影 艺 术 史 稿（1949~1959）》（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2002）、 《新 中 国 电 影 艺 术 史

（1949~1965）》（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 史静

《主体的生成机制———“十七年电影” 内外的身

体话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等，论文有孟

犁野 《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理论与评论概观》
（《电影创作》，2001 年第 4 期）、顾倩《建国初私

营影业的终结》（《电影艺术》，2003 年第 5 期）、
顾茜 《建国初私营影业转轨之概观》（《电影艺

术》，2004 年第 4 期）、沈芸《新中国电影事业的

创建始末》（《当代电影》，2005 年第 4 期）、张硕

果《上海电影制片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
1952）》（《电 影 艺 术 》，2009 年 第 1 期 ）、 李 阳

《〈武训传〉与新中国电影工业的重整》（《文艺理

论与批评》，2009 年第 1 期）、田川流《新中国成

立初期电影政策的历史启示》（《浙江师范大学

学报》，2009 年第 6 期）、柳迪善《苏联电影在中

国———五十年代的考察》（《电影艺术》，2008 年

第 4 期）等。
（六）关于戏曲改革。 文学（或文学史）及戏

剧领域研究成果相对较多。 如张炼红的《地方戏

的移植改编：从扬剧〈百岁挂帅〉到京剧〈杨门女

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戏曲改革

运 动 个 案 研 究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研 究 丛 刊 》，
2006 年第 1 期）、《论〈秦香莲〉的改编———五六

十年代戏曲改革的个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2002 年第 1 期）、《从民间性到 “人

民性”： 戏曲改编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当代作

家评论》，2002 年第 1 期）、《新中国戏曲改革运

动初期的艺人集训班———以上海、北京、安徽为

例》（《中文自学指导》，2004 年第 2 期）、《再论

新 中 国 戏 曲 改 革 运 动 的 历 史 坐 标 》（《上 海 戏

剧》，2010 年 12 期）、《历练与担当：新中国旧戏

改 造 中 的 妇 女 形 象 及 其 文 化 政 治 》（《上 海 戏

剧》，2011 年第 8 期）、张莉《戏曲改革：1940 年

代至 1960 年代》（《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第 6
期）及《红色神话演绎之路———17 年（1949~1966）
戏曲改革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9）、徐

剑雄《建国初的“戏改”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

设》（《安徽史学》，2014 年第 4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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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群众文化。 专门探讨新中国成立

初期群众文化的研究成果不多， 论文方面有孙

丹 《新中国群众文化体制的建立》（《中华魂》，
2012 年第 8 期）、刘浩《建国初期的合肥群众文

化》（《江淮文史》，2006 年第 1 期）、李成武《毛

泽东与新中国初期的群众文化建设》（《毛泽东

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第六届国史

学术年会论文集》，2006 年）、马尚奎《新中国初

期 我 国 群 众 体 育 发 展 的 历 程 探 究 》（《兰 台 世

界》，2013 年第 7 期）等，专著有梁泽楚编著《群

众文化史：当代部分》（新华出版社，1989）等。 此

外，还有不少研究工农教育、冬学、扫 盲、文 化

馆、工农速成中学等群众文化具体方面的论文。
（八）关于新闻出版。 新闻史、出版史研究领

域成果相对较多， 从国史或当代史角度进行探

讨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专著如《中国出版通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等，论文如黄品良《建国初期我国出版业调整述

论》（《广西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 周 武

《从全国性到地方化：1945 至 1956 年上海出版

业的变迁》（《史林》，2006 年第 6 期）、 方 厚 枢

《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版史料》，
2006 年第 2 期）、朱晋平《一种考察：建国初期

国营、私营出版发行领袖像之比较》（《中国图书

评论》，2007 年第 7 期）、朱晋平《对私营图书零

售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

校学报》，2008 年第 5 期）、杨凤城《商务印书馆

与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研

究》，2010 年第 10 期）、王晓梅《〈人民日 报〉在

“批判〈武训传〉运动”中的作用》（《新闻大学》，
2010 年第 3 期）、黄刚《新中国成立初期报刊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出版发行研究》，
2013 年第 6 期）、魏立帅《毛泽东与 1956 年〈人

民日报〉改版》（《史学月刊》，2014 年第 12 期）等。
（九）关于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影响。

史学界对于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影响研

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外文化交流史

著中有所反映。 如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编《新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大事记 1949~1966》、文化部

对 外 文 化 联 络 局 编 《中 国 对 外 文 化 交 流 概 览

（1949~1991）》（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李明滨

《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光明 日 报 出 版 社，
1993）、《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1999）、葛慎平《金桥新篇：新中国对

外 文 化 交 流 50 年 纪 事 》 （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
2000）、文记东《1949~1966 年的中苏文化交流》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赵少华编《金色记

忆： 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口述记录》（作家出版

社，2012）等。 二是中苏文化协会的论著中有所

涉及。 如李巧宁《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

（1949~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潘鹏《中苏友好协会的缘起、历程及终结》（中央

党校博士论文，2005）等。三是专题研究论文。如

骆晓会《“蜜月时期”的中苏友好文化交流》（《益

阳师专学报》，1991 年第 2 期）、 徐长萍 《中苏

“蜜月期” 文化关系出现的背景分析》（《黑龙江

史志》，2009 年第 11 期）等。
无论是新中国初期文化史分期、 研究内容

和对象、文化转型以及文化建设，还是新中国成

立初期具体文化事业专题性研究， 均是新中国

初期文化史的重要内容。 笔者认为，目前新中国

初期文化史研究呈现出以下发展特点：
（一）注重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 如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
很多论著都谈到这个问题。 如崔晓麟结合知识

分子思想改造的时代背景来具体研究高校知识

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是较为实证的研究。 [20]再如

50 年代的俄文学习运动，当时在高等院校几乎

全部推行开来， 这是新中国在文化教育领域全

面学习苏联的表现。 有学者利用档案资料考察

中国人民大学教学及学习俄文情况后， 认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建国家、 建立新

制度的过程中，语言并不能脱离历史、民族、国

家和阶级而存在， 而是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和

意识形态色彩。 这样的俄文学习运动是中苏关

系的衍生物，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可对苏

联经验的迷信与盲从破除后， 俄文学习运动又

被当成教条主义遭到猛烈的批判乃至否定。 [21]

从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中国人民大学俄

文学习情况的个案来研究比较普遍意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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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这不是史学的“碎片化”，而是史学不断深

入发展的体现。
（二）突出专题性研究。 新中国初期文化史

研究，由于涉及方面多，学科多，因此当前的研

究成果多集中于专题性研究。 如文学领域对文

代会的研究、戏曲领域对戏曲改革的研究、电影

领域对电影政策的研究、 新闻出版领域对新闻

出版的研究等。 实际上，这些各自领域的探讨方

法，确实有不少新颖的角度和观点，这为国史和

党史研究摆脱文件和会议的单调论述提供了方

法上的借鉴， 同时也更加丰富人们对社会文化

历史的认识。 如戏曲作为重要的文化门类，在新

中 国 初 期 参 与 社 会 风 气 的 构 建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但新的国家自然要求新的戏曲，这就涉及意

识形态与文化政策的问题， 因此戏曲改革在时

代背景下就不单单是戏曲本身的问题， 其背后

的内容则更为丰富，这自然值得国史、党史研究

者开展研究。
尽管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 但专门的新中国初期文化史著作并

没有见到。 学界的共同旨趣在于多作“长时段”
的考察， 将新中国初期仅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化史的一个阶段来看待， 更缺乏细致的实

证研究， 因而很难突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的

特点。 因此，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新中国

初期文化史研究仍有较大的空间值得探索。 以

新中国初期文化体制的构建为例， 当时国家层

面的文化教育委员会设置相对较健全， 也配合

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作了许多工作。
但是，具体到各大区委员会、省、市、县来说，不

仅各地在建制上差异很大， 在人员配备上也不

尽相同，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 这方面的研究，
目前就很少见到。 再如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

验输入影响的研究， 过去研究者多从双方文化

交流的角度有过不少成果。 一般来说，文化交流

强调双方互通有无、平等互利。 但在全面学习苏

联的时代背景下， 文化交流实际上呈现出轻重

不均的特点。 那么，如何准确评估苏联因素的影

响，确实需要下大气力来探究。 又如群众文化和

扫盲工作，一方面联系着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另一方面与广大工农群众息息相关， 直接扎根

到基层社会， 这是最能体现新社会风貌的变化

的领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这方面的研

究确实很少。

三、趋势：大力加强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

反思当前新中国文化史研究存在的一些不

足，笔者认为今后应从以下方面来着力：
（一）深入探讨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内涵和

外延。 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书写要回到文化本

身，真正做到有“史”的韵味，必须大力加强新中

国初期的文化史研究。 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相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目前在学科体系

和研究水平上都有待提高，且空间极为广阔。 新

中国初期文化史是综合性很强的研究领域，要

让文化史回归文化本身，让文化自身说话，而不

是文化政策、文化工作和文化行为的简单罗列。
要做到这一点， 学界不妨以具体历史时期为切

入点， 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性研究， 并集合党

史、 国史以及相关专门领域的学者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史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展开探讨，然

后再开始研究。 当然，在研究新中国初期文化史

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同

时还要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中如新社会史、 新文

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 不能就文化

而谈文化。
（二）重视新中国初期文化史料的收集整理

工作。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

史料就无所谓史学。 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

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

言。 ”[22]几十年来，新中国初期文化史史料陆续

出版，对深入探讨这个时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如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这部文献史料集

（其中，文化方面材料不少），对于党史、国史以

及当代史研究者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总

结和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 是必备

的参考文献。 [23]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

料》，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专门史料汇集。 该史

料集按照时间顺序分年分卷出版， 入选范围包

括重要文件、法令法规、讲话报告、事业规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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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划、调查报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指示

题词、出版工作的社论评论、统计资料、出版大

事等。 这套史料重要特色在于全面展示了新中

国出版工作开始、发展及所取得的重要成绩，档

案价值极高。 如 1949 年 10 月 24 日，出版总署

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记录非常详

细。 [24]随后，出版总署筹备会还召开多次会议，
讨论出版总署的成立事宜。 这些丰富详实的文

献史料， 为弄清历史细节提供了极大方便。 以

1956 年国家制定的第一份全国性的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为例， 当时专门成立过国家科学规划

委员会来制定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二

年远景规划。 如当时陆定一强调说：“哲学和社

会科学是极重要的科学部门， 所以一定要把工

作做好。 ”[25]这里的“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是指要

把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制定好和将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工作发展好。 尽管从两份远景规划实

施及产生的社会作用来说， 自然科学确实贡献

最大，哲学社会科学相对要逊色很多，但不能由

此否认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 实际上，哲学社会

科学远景规划在学科分类和教材建设上产生过

积极作用。 学界一般只会提及自然科学的远景

规划，很少有人提及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规划，
从史料完整性来说，不失为一大缺憾。 还有前面

提及的各级档案机构所藏的文化工作档案，其

数量非常惊人，内容包罗甚广，可挖掘利用的空

间非常大。
文化史料整理很难，究其原因，确实是涉及

内容太多太广，收 集 整 理 费 时 费 力；加 之 新 中

国成立以来文化机 构 分 分 合 合 过 于 频 繁，“文

革”时期的破坏，不少珍贵史料已经散失，这都

为系统完整的史料整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史

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是深化国史和当代史研究

的基础性工程。 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同样

要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尽量避免不少直

接史料因时代变迁而湮没销毁。 文化部曾编印

过组织机构沿革及领导干部名录，虽属于组织

史资料，但更进一步则必然是收集整理新中国

文化事业发展的各种专门档案史料。 这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为这项工作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 笔者认为，系统完整地收集整

理文化史料工作，确 实 投 入 太 大，目 前 条 件 也

未必具备，但政府部门或者学界不妨先收集整

理各种文化事业的专题史料，然后再推出有分

量的大部头综合性文化史料。 这倒不失为一种

较为可行的方法。
（三）重视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专题性、实证

性、综合性研究。 专题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础。
党史、国史对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多

重宏观论述，缺乏历史细节的考察，让人感受不

到“史”的味道，“只得其形，未得其魂”，有一个

原因就是缺乏专题性、实证性、综合性研究的支

撑。 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

论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一些科学研究的方法，开

展这方面研究工作。 如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运动，有学者提出要从挖掘史料、思想改造运动

与传统文化、思想改造与苏联知识分子政策、思

想改造与社会变迁等角度深入开展研究。 [26]此

外，研究新中国初期文化史，不单单是文化史本

身的理论和方法要掌握， 研究者还必须具备经

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

知识，尤其是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史、政治史等更

是必备的，只有这样才可能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 每个时代的文

化也都有自己的特色。 新中国初期的文化，是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建设新民主主

义文化，并完成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过程。 新

中国初期的文化， 是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发

展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

要作用。 前文通过对史料及研究情况的初步分

析， 可以看出研究上确实值得进一步开掘和探

索。 笔者呼吁，史学界应该大力加强当代中国文

化史研究，尤其是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研究。 新

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未来会成为国史（或当代

史）研究新的知识增长点。 对国史以及中共党史

研究者来说， 其广阔的研究空间具有较强的吸

引力。

参考文献

[1]《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文 化 教 育 委 员 会 全 宗 介

镜鉴与凝思 THE MIRROR AND MEDITATION

120



重庆社会科学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15 年第 2 期 总第 243 期
全球视野 中国个性

绍》，《浙江档案》1989 年第 10 期，第 27 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人民出版社，1999
年，166 页

[3]《周恩来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

[4]齐鹏飞 张海星：《近 3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教材编写若干问题的探讨》，《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8 年第 5 期，第 100~105 页

[5]张星星：《新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的发展和成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80~91 页

[6]郑大华：《近代文化史如何展开———张昭军、
孙燕京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史〉评析》，《团结报》
2014 年 3 月 14 日

[7]刘仓：《论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分析》，《当代

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76~84 页

[8]张顺清 李金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

[9]张允熠：《中国主流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上册），
序，黄山书社，2010 年

[10]刘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

主 主 义 文 化 思 想 再 研 究》， 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
2008 年，第 6 页

[11]杨凤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化转型研究》，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 年第 2 期，第 4~14 页

[12]陈晋：《毛泽东与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中

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第 32~37 页

[13]杨奎松：《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

响的经过》，《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10 期，
第 23~33 页

[14]王英：《建国初期的“清除美帝国主义文化侵

略”———以燕大校长陆志韦为个案的分析》，《21
世纪国际评论》第 2 辑

[15]孙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

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89~96 页

[16]朱薇：《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

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与思

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第 36~
43 页

[17]童庆平 洪民富：《基于政治认同的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运动》，《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第 53~58 页

[18]马大成：《马寅初对建国初期高校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运动的理解与把握》，《浙江工商大学

学报》2012 年第 2 期，第 66~71 页

[19]艾知生：《关于电影党史的一点想法》，《电影

通讯》1989 年第 4 期，第 4 页

[20]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 年前后高校知识

分 子 思 想 改 造 运 动 研 究》， 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
2005 年

[21]耿化敏 董航：《1950~1956 年中国人民大学

俄文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2 年第 2 期，第 48~55 页

[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8 年，第 40 页

[2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中国书籍出

版社，1992 年，第 470~473 页

[2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316 页

[26]刘颖：《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研

究述评》，《广西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0 期，第

85~89 页

镜鉴与凝思THE MIRROR AND MEDITATION

（编辑、校对：邓龙奎）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