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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敕骠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3]1785。这

些兰台令史皆与著述与校书无关，只不过是侍御史的助手而已，

故其地位亦回归到从前。
综上所述，由于职务之需，汉代兰台不仅是国家法规和皇帝

诏令等的保存之处，也是秘书和图谶等的收藏之所。在汉代，兰台

令史地位不高，秩仅为百石，《续汉书·百官志三》所载“兰台令史”
俸禄当为“兰台令”之误。在东汉明、章时期，兰台令史地位有所提

升，初仕兰台令史的著名文人后皆获超迁。自和帝之后，随着兰台

著述地位的下降，兰台令史地位又回归到从前。
注释
①郑玄《六艺论》：“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严可均辑：《全后
汉文》，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849 页。
②《后汉书·杨赐传》载，杨赐亡后下葬时，灵帝遣“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
车介士”；《通典·职官八》：“后汉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此言“六人”不知所指
何时，可许有误。
③《汉书》和《后汉书》中多“举孝廉，为××（某官）”记载，黄留珠认为“史书记

载每每有省文现象，所以许多地方把孝廉任用的第一步‘除郎中’便省略掉，
而直接记载了由郎迁任的职务”。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5 页。《后汉书》对文人由兰台令史迁为郎的记载亦类如此，
往往省略为“兰台令史”这一步，而直接记载“拜为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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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穷二白”的长期战争留下的烂摊子，建国初期我国经

济社会处于急剧变革的重要和特殊历史时期，在平稳、顺利地推

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中共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对建国初期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与历史地位进行探析，

有利于总结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从而为当

前我国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借鉴价值。
一、建国初期中共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社会主义

道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特定的目标

任务，决定了该时期中共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其他各个历

史时期有着相同之处以外，也必定有着该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上的特别之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各项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和困

难的情形下，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

同时将该时期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这就决定了该时期中共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必须是

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价值观教育等并行的。
1.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正如毛泽东所说：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

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

其成为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强大的思想武

器[1]1094。建国初期，面对国际环境的风云际会和国内社会环境的剧

烈变革，中共通过开展全民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

理论教育，积极面对严峻的挑战，用先进的理念武装广大人民群

众和党员干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认识能力，提高了人

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让人们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具体实际问题。该时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新民

主主义社会，但是已经存在了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审时度

势、紧密结合实际对广大民众和干部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思想、社会

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让人们普遍相信社会主义的成分逐日增

长，为在全国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无产阶级价值观教育。建国初期，我国的阶级成分较为复

杂，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思想在整个政治社会发挥主导作用，中国

共产党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对广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

众开展了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教育。该时期我国社会处于一个新陈

代谢速度非常快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个契机针对

全体民众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人们将热爱

祖国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结合起来，同时进而将爱国主义和

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牢固树立无产阶级国家观，让人们能够更加

自觉主动地树立反帝反封建思想、树立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坚定

决心信心，自觉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新民

主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还于建国初期集中开展了集体主义、艰苦

奋斗精神等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教育。对农民开展了集体主义和农业

集体化教育，积极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对广大工人阶级和党员

开展了集体主义教育，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践行集体主义道

德。对广大学生开展集体主义教育，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将集体利

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正确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

系。对全体人民开展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使党员干部保持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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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政治本色，让民众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凝聚共识和力量。
3.形势任务教育。建国初期，面对纷繁复杂和急剧变革的环

境，许多人对此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开展各项建设任务。为

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形势任务教育，帮助人们更为

客观准确和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发展形势，了解中共在该时期的任

务以及党为了实现此任务而决定的发展总路线。通过开展形势任

务教育，让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适应形势发展的新变化，破

除了民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各种思想上的疑虑，对统一思想、
树立信心和鼓舞干劲、实现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比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中央分别于 1950 年 10

月和 12 月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和《关于继续

开展抗美援朝爱国宣传的指示》，又于 1951 年 2 月发出《关于进

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在各阶层人民中广泛开展

时事教育。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教育，让

民众了解土地改革的目的、任务等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发布《关

于宣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对土改宣传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此

外，还广泛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党在过渡时期

总路线、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教育。
二、建国初期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建国初期中共思想政治教育，是全党总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

该时期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进行分析总结，有利于对当今党

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重大的借鉴启示价值。总体上

看，建国初期中共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效集中体现在如

下方面。
1.促进中共在该时期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拥护。马克思、恩格

斯曾言：“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

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100 对全体民众开展普遍的思想

政治教育，是统治者为了实现对社会各阶层对其主导下的意识形

态的认同、维护，从而加强和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这在新政权建

立的初期显得尤其重要。建国初期，中共广泛开展了针对全体民

众和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无产阶级

价值观教育、形势任务教育，促使社会各阶层更加认同中国共产

党的意识形态，使各阶层能够更加自觉认同、自愿接受新生的人

民政权，按照新的国家政权颁行的政策法律行事。建国初期，中共

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对党的政

治意识形态更为认同和支持，同时还获得了民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阶层等各阶层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支持认同，有力地推动了各

阶层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支持，为社会

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环境条件。
2.促进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刚刚

成立之时，我国的社会处于急剧的变革过程之中，该时期新旧交

替、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发展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

的变化。该时期，阶级利益关系十分复杂，阶级关系的调整导致各

种社会矛盾在较快的时间内爆发出来，社会稳定和谐面临巨大挑

战。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通过强化政治权威、强化军事领导的

方式对社会、政治、军事予以强有力控制之外，同时还通过有力

地、广泛地对全体国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此安定人心、保障社

会经济秩序的快速恢复，努力使社会在较快的时间内实现良好的

协调运行。通过中共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实现建国初期中国

社会的平稳变革提供了思想保障，为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奠定了

重要基础。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促使更多的人积极支持帮助

中共开展建国初期的各项事业建设，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积极地投

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为建国初期我国社会生产力的

恢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
3.促进该时期各阶层民众主体性功能作用的发挥。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们的主体性功能

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国初期，

中共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为该时期社

会所需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积极贡献，对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通过社会各阶层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在

较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建国初期的社会剧变冲

击之下，许多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对社会的变化无所

适从，产生迷茫心理，正如毛泽东所描绘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

上八下”，给人们带来过大的心理压力，产生一种恐惧感、怕被剥

削的思想[3]244。中国共产党及时、准确掌握了人民群众中存在的上

述心理状态，组织人员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破除

各类群体思想上存在的顾忌，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提高社会生产

力、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来，促使该时期各阶层民众主体性

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社会实践。
三、建国初期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地位

建国初期中共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地位，认真总结了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的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实际相结合起来，

从而有针对性地、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在中共思想政

治教育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该时期中共开展的思

想政治教育，注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

形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中共在此期间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且作出

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因而成为马

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重要阶段。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各个特定历史时

期的状况不断实现新创造、新发展。但是，建国初期中共的思想政

治教育是党结合中国各阶层状况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历

史实践，其深刻总结并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

治教育的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的一个崭新开端，为之后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有力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

验，在全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该

时期的中共思想政治教育启示我们，要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

和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突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突出执政意识

教育，要通过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构建

纵向、横向两个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为各个历史时期

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任务提供思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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