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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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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文化大革命”发端于文化教育领域，进而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演变为

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造成了全社会巨大的灾难。本文以 1969

年的厦门大学整党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以整党运动中对“问题党员”进行“思想

和组织整顿”为焦点，继而分析不同处境的参与者的“政治抉择”，以及政治生

活的积极性。本文认为，1969 年的厦门大学整党运动名义上是开门整党，走群

众路线，由于参与整党运动的成员在紧张的政治态势下，都以保证自己顺利过关

为目的，结果除了“问题党员”以外，大部分参与者对自己、对他人更愿意采用

“概念性批判”，从而尽量缩小斗争的激烈性。

关键词：整党运动；高校；斗私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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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shortly

extended to all aspects of the society, finally evolved into a protracted and national

mass movement, ended up with a great social disaster. My research object is the Party

Organization Move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at the end of 1969. My main focus is

how the party members, together with the masses, carried out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 rectification against the defective party members in a series of Party

Organization Meetings, also, different Political Choices of the participants, under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this Party Organization Movement, will be discussed. My

research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majority

participants was to ensure that they could pass through this Party Organization

Movement, although this movement disguised in an open-door Party Rectification

which accords with the mass lines; second, besides the defective party members,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preferred Conceptual Criticism, which could minimize the intensity

of struggle.

Keywords: Party Organization Movement；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Fight selfishness

and repudiate revis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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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学术史回顾与综述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领域，又是一个十分特殊

的研究领域。文革结束之后，虽已有学者开始进行探讨，但由于资料不足以及与

当前政治联系过于紧密，成果并不突出。近年来，陆续出版或发表了一批学术成

果，在总结历史经验、澄清历史真相、史料收集整理、理论分析等均有较大程度

的突破，一些观点也具有相当深度。下面大致从政治运动、精英政治、社会文化

等三个角度予以归纳总结。

1、政治运动

政治运动视角关注的重点是一般社会公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应和抉

择，以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对地方政治发展、经济活动、群众生活和人际

关系的实际影响。这类研究大多数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区域、单位、组织进行深入

的微观考察。更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每一个人行为抉择、情感状态。

下面列举与论文选题较为相关的几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一、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的研究是“文革”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印红标在《红卫兵运

动的主要流派》一文中认为在红卫兵的派别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

流派有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
1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2
结合历史叙述与社会学分析，着重于探讨激进的学生运动对社会造成

了巨大的损失与最后走向失败的命运，Walder 认为两派激烈斗争的学生有着相

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他们相似的动机就是都处于戒备状态。

徐友渔的《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
3
一文考察了红卫兵运动产生的

1
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 年第 4期

2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徐友渔：《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 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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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源头，他认为与“文革”前所受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徐认为革命理想

教育对青年学生心理有着深刻影响。学生和社会上其他人群不同之处在于，学生

造反的动机个人利益方面较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青春期的激情。阶级斗争教育、

毛泽东的号召、家庭出身及当时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等等因素是学生造

反的次要原因。

刘青峰的《民族主义和超越意识的复苏——略论红卫兵的精神素质》
1
一文，

作者联系“文革”前后的历史背景。试图分析红卫兵这代青年的“精神素质”。

红卫兵在共产主义教育下成长，这代青年大多数被“教化”成为理想主义者。但

是经历了“文革”，这代青年开始对以前接受的教育进行怀疑和批判。

二、高校政治运动

“文革”中的高校研究首先始于北京，清华、北大由于重要的政治地位有着

丰富的研究素材。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
2
一

书，作者通过采访当事人，对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进行个案研究。试图透过

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这一事件，刻画出“文革”初期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

的形态。以此探讨群众组织的由来、结构以及派性分歧。他认为透过一些重大的

群众事件既可表现出“文革”所经历的阶段和转换，又可以具体的折射出“文革”

过程所蕴藏的危机和变数。他的另一篇文章《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

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
3
一文通过清华大学两派群众组织，即“团派”和“四

派”具体情况的研究，利用社会学中“取向”这一概念，分析了“文革”时期群

众组织的特征。还有《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

价问题》
4
一文重点从心理学的情结这一角度分析了红卫兵的心理，文中认为“红

卫兵情结”具体包括造反有理情结、准救世主情结、迷信领袖情结、暴力崇尚情

结、等十个方面。

董国强在南京大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文革”研究源于对南

京大学经历过“文革”师生的采访，以此为线索，采访对象慢慢扩大到南京“文

1
刘青峰：《民族主义和超越意识的复苏——略论红卫兵的精神素质》，《当代青年研究》，1989 年第 1

期
2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
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

第 2 期
4
唐少杰：《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价问题》，社会科学论坛 1999 年第

Z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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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时期中学，工厂的参与者。以此为基础结合报刊社论、会议文件、群众组织

出版物等公开资料。他的论文《从南京大学的清队运动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转

化及其后果》
1
探讨 1968 年夏南大清队运动发生的政治背景。他认为清队是毛泽

东收缩群众运动的重要举措。许世友利用清队运动清除了各种异己势力。清队为

南京大学“多数派”打击、排斥“少数派”提供了合法的掩护。他的另一篇论文

《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
2
以南京大学党委书

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打倒来探讨其背后各种力量的复杂动机，一系列历史因素的合

力导致了“倒匡事件”。参与这一事件的包括省委负责人、学生以及教师。学生

参与是想逃避在乡村艰苦的劳动，他们希望以此离开农村回到城市。江苏省委对

于筹建溧阳分校以及南大党委的其他各项工作负有领导责任，但是当工作中出现

问题的时候，省委主要负责人实行了“丢车保帅”。

此外还有两篇硕士论文讨论了“文革”时期的山东大学。毕向明《“文化大

革命”时期的山东大学》
3
一文，运用山东大学档案馆和山东省档案馆的资料，

考察文化大革命时期山东大学经历了红卫兵斗争、学校分校、工农兵学员、与合

校等诸次事件。完整的反映了“文革”对教育制度的冲击。刘慧《中国高等教育

的怪胎——工农兵学员探析》
4
—文，资料来自山东大学档案馆，结合口述史资

料，对山东大学工农兵学员为个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三、“文革”区域研究

“文革”研究中具有区域地方史特色的研究有王绍光的研究《超凡领袖的挫

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5
。他选取武汉作为研究中心，收集武汉图书馆的文

革小报，将重点放在对人物的专访上，“共采访 80 多人，包括武汉文革时期各

大派的核心人物 20——30 人。”
6
运用“自下”的方式进行探讨，讨论 1966——

1976 年间的派性问题，关注大学、中学、工厂、政府机关等的微观历史与城市

整体宏观政治，并探讨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之间的联系。试图对文化大革命中群

众行为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毛泽东失败的终极原因，在疯狂的表象下，“文革”

1
董国强：《从南京大学的清队运动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后果》，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7518-3.html,2008 年 2 月 4日
2
董国强：《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6 年 9

月号 总第 54 期
3
毕向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山东大学》，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

4
刘慧：《中国高等教育的怪胎——工农兵学员探析》，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 年

5
王绍光著.王红续主译：《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6
王绍光著.王红续主译：《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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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这也妨碍的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李逊《大崩淡—上海工人造反兴亡史》
1
一书，运用口述史等资料，试图还

原上海工人造反的整个过程，详述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崛起与失败。裴宜理和李

逊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2一文，对处于

“文革”重大动荡时期的上海的劳工阶层进行探究，作者探讨了劳动阶级的三种

不同的反抗形式：造反、保守主义与经济主义。

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
3
一书研究重庆的

“武斗”。作者在帮“文革”亲历者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口述资料

和群众组织小报。作者认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早已预计到会出现“武斗”，

而且“武斗”的手段及规模、后果都将超过以往的政治运动。“文革”中“武斗”

升级，最重要的原因是军队的介入，这都是源于毛泽东“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

军队是群众组织的靠山，利用自己的力量支撑一派，打压另一派。作者认为其中

的理路和算计是清楚的，但其动机和做法仍是疯狂的。作者认为“文革”是一系

列平行的运动。原本计划持续三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却持续了十年之久，毛个

人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尽管中国人民对他忠心耿耿，但参与运动的人是理性的

政治行为者。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4
作者收集口述与报刊等材料。研究关注浙江省“文革”

时期的政治领导、组织与夺取权力的方式。其关注的两个主题，一是派别，新生

的造反派与党政军在“文革”初期争夺浙江省控制权展开了激励斗争，相同的派

别其组织、策略、利益划分在不断的变化着。另外一个是施加影响的中心，作者

认为浙江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是受到北京的影响，省领导并没有对运动进

行独立操纵，他认为一些省高层独立的决策是由于北京松散和糟糕的控制。

冯娜《“文革”时期曲阜“破四旧”运动述略》
5
一文，作者运用曲阜市档

案馆和口述资料，关注“文革”初期的曲阜破四旧运动。作者认为在破四旧运动

初期，曲阜县委领导用文物保护条例，保护了孔府、孔庙、孔陵。但是，在北京

1
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兴亡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6 年版

2
裴宜理、李逊：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Westview Press，1997

3
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

4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M. E.

Sharpe， 1990.
5
冯娜：《“文革”时期曲阜“破四旧”运动述略》，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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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5

的红卫兵来到曲阜以后，破四旧运动被扩大化，演变为一场打倒孔家店、造孔家

店的反的讨孔运动。董业勖《“文革”时期曲阜“批林批孔”运动研究》
1
一文

关注批林批孔这场运动在曲阜开场后，大部分干部群众是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

但在上级压力之下，曲阜县委相关领导部门开始采用举办政治夜校、开展批判会

等方式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但这未能改变人们初始的抵制态度。以曲

阜的例子来看，毛泽东想借“批林批孔”运动以批判儒家，宣扬法家以维护“文

化大革命”的目的并没有实现。刘伟燕《“文化大革命”后期山东的“批林批孔”

运动》
2
一文同样认为林批孔运动在山东开展后，当地绝大多数干部采取消极抵

制态度。山东各地政府虽然以各种方式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下面只是形式

上的开展。运动演变被为没有目的地批判活动。

董国强与 Andrew G.Walder 关于南京“文革”研究有很多成果，他们的研究

利用当事人口述。透过一些群众组织与单位在“文革”中的案例，观察“文革”

中各个运动背后的复杂性，并探讨运动的变化其与中央影响的关联性。董国强与

Andrew G.Walder《1967 年南京“一月革命”的失败》
3
一文，考察 1967 年 1 月

南京夺权的失败，认为“文革”头两年的群众派性冲突并不仅仅是“保守派”和

“激进派”的斗争。他们研究认为造反派努力寻求的，并非是对现行政治体制进

行激进变革，而是证明其先前反抗行为的正当性。夺权是来自北京的指示。南京

夺权失败的原因在于北京高层在南京新政权“一把手”的选择上无法达成共识。

董国强、Andrew G.Walder《“军管”时期的南京》
4
一文，探讨在江苏实施“军

管”之时期，当地群众的派性冲突，研究认为群众派性组织的分野突破了基于政

治地位和职业类别的身份认同。分化植根于每个人在“文革”运动进程中所作出

的抉择，而非源于运动发生前业已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身份认同。董国强《1967

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
5
一文，观察南京激进造反派组织红总发起的

1
董业勖：《“文革”时期曲阜“批林批孔”运动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年

2
刘伟燕：《“文化大革命”后期山东的“批林批孔”运动》，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3
董国强：《1967 年南京“一月革命”的失败》，The China Quarterly，Vol. 203， September 2010，

pp.675-692，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 Nanjingian’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
4
董国强、Andrew G.Walder：《“军管”时期的南京》，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2， May 2011，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Nanjingian

Under Military Control
5
董国强：《1967 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六期，200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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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末的整党运动与厦门大学的校园政治生活

6

倒许风潮以及红总与八·二七两派之间的“武斗”，是由于一些列的复杂因素所

促成，既有夺权以后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也有党内军内久已存在的山头主

义、本位主义。董国强《“批林批孔”运动与江苏“军管”的终结》
1
一文，从

地方史的视角切入，具体考察江苏“批孔批孔”运动的动力、性质和结果。文章

认为批林批孔运动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来自此前运动遗留下来的派性问题，一方

面来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毛泽东“文革”理念和实践的必然产物。

以地方性因素来考量，“批林批孔”运动是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造反派头头和

城市下放人员之间的多方博弈。所有人群所关心的并不是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

运动的动机和意识形态内涵。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情。董

国强《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从地方视角反思“文化大革命”》
2
一

文，根据对南京地区“文革”群众运动的系统追踪，对地方派性的成因和“文革”

混乱局面长期持续的动力进行再反思，他认为个人处境、派性身份与政治抉择的

有着内在关联。董认为从精英政治层面和群众运动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并

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文革”发动者和参与者策略性使用“革命”话语，一定

程度掩盖了“文革”派性斗争的本质属性。“文革”期间中国社会中的基本政治

关系，是弱小的“个人”与强大的“国家”的二元关系。群众派性的形成的原因

更主要是个人受政治形势裹挟的产物，而不是集团利益相互冲突的结果。董国强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3
一文，运用南京“文革”的例子，反

思现有群众运动认知体系。他认为“社会冲突理论”所考察的面过于狭窄，没有

看到学生群体与工人群体以外的群体，也没有看到中央精英政治与地方群众运动

之间的复杂互动。“两个文革”说的偏误，在于过分强调了群众性“造反”运动

的主观自觉性，过于强调了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反抗的勇气。他认为采用社

会史视角考察“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

动的多重动力。

福建师范大学对福建地区的“文革”有着丰富的研究。叶青博士论文《“文

1
董国强：《“批林批孔”运动与江苏“军管”的终结，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307.html,2014

年 3 月 25日
2
董国强：《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从地方视角反思“文化大革命”》，原载《二十一世纪》

（双月刊），转引自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7072-3.html（爱思想网）
3
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062.html，2015

年 2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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