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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949年之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高校的突出任务。清华大学在学校的改
革准备时期、教学改革时期、教育革命时期 3个时期的工作中，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思想上不
断创新，实现了在学生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培育大批优秀人才的目的。在此过程中，也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的举旗定向作用、组织化队伍培养、制度化体系建设等特点。这些对于当下高校
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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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 2017年度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点课题“1949—1966年清华大学德育组织体系的形成研究”（项目编号：
BJSZ2017ZD07）阶段成果

随着全国的解放，全面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落地
生根，成为全国高校建设发展中的突出任务。1950
年 6月，毛泽东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开办各种训练
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进行
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
等几门课程。。”[1]398 马克思主义在清华大学学生中
的传播历程，有着自己的阶段性特征。1961 年 6月
30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在教师
大会讲话中指出：“大致上我们学校解放以来有三
个阶段：1952 年以前到院系调整，是改革的准备时
期；1952 年至 1957年，院系调整后进行教学改革，
主要是以学习苏联为中心的教学改革；第三个时
期，1958 年到现在，是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到现
在。”[2]754-755由此，笔者主要从改革准备时期（清华大
学解放至 1952 年）、教学改革时期（1952 年至 1957
年）、教育革命时期（1958 年到 1961 年）3个阶段，
展现马克思主义在清华大学学生中的传播历程，并
就其特点作以简析。

一、改革准备时期

1948 年 12月 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镇，清华
大学也获得解放。此时清华大学已经有了成熟的红
色力量，在校园内，看进步书刊、唱解放区的歌曲、跳
陕北秧歌舞、演进步戏剧、出进步壁报已是常见，甚
至有人称清华园为国统区的“小解放区”。1949年 6
月 28日，清华地下党正式向全校公开，在二校门张
贴了全校 187名共产党员及负责人名单，其中教师
30名，学生 148名，职工9名。[3]76清华大学党组织已
经有一定规模，成为推动清华大学办学的核心力量。
（一）清华大学的“除旧”与“布新”
清华大学开展了“除旧”的工作。1949年 1月

10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
任钱俊瑞到校，宣布：“第一，今后清华大学应实行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第二，教育的通盘改革是一
个复杂的工作，必须逐步前进，现在的机构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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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除立即取消国民党反动训导制度，停止国民党
三青团的反革命活动外，其他一律暂时照旧。”[4]30

这些要求得到了积极贯彻。
同时，清华大学也在努力“布新”。从 1949年

到 1952 年期间，广大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聆听了吴晗、何东昌等人的政治理论大课，以及校
外领导、专家所作的报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上盛名遐迩的艾思奇，曾 3次来到清华大学为师生
讲课，成为一段佳话。[4]321952 年 1月，全国政协常
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
运动的决定》，为此清华大学举办了训练班，组织
师生开展政治学习，接受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1952 年冬，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基本结束。清华大学
的学生接受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精神面貌
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在参与重大事件的生动实践中接受马克

思主义
伴随着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

等重大事件，清华大学学生在参与重大事件的生
动实践中，提高了建设伟大祖国的热情，深化了马
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在 1952 年初全国开展“三
反”运动时，清华大学继续深化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改造。[5]通过这一运动，学生们巩固了思想认识。

朝鲜战争爆发后，全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
的抗美援朝运动。由于历史上与美国的密切关系，
清华大学部分师生存在亲美、崇美、恐美的情绪。
为了改造这些思想，清华大学党组织十分重视在
抗美援朝运动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学生参
加了形式多样、范围广泛的反美爱国宣传，举行了
多次集会、游行、讲演、座谈会、控诉会等活动，效
果显著。在 1950 年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清
华师生踊跃报名参军者达 1500余人，其中有 50
名学生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4]32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农村的重大事件，清华大
学师生投身于农村社会实践之中，从 1950 年 2月
至 1951 年，共有 1000多人次踊跃参加了北京郊
区、西南、西北、中南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很多师生
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得到
了提高。[4]32在学生中，也出现了与工农结合、与实
践结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新风尚。

二、教学改革时期

1952 年全国高校实施了重大改革，进行了大
规模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取消了原有的学院建
制，由一所综合性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
1952 年 12月 31日，39岁的蒋南翔率领着一个年
轻的领导班子，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欢迎会上他
谈到：“加强党的领导，日益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
宁主义在学校中的阵地，这是我们学校胜利完成
教育改革的关键。”[6]433

（一）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以加强教学
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求：

“大学中学的课程必须继续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加
强革命的政治学习，合理地精简现有课程。”[7]78清华
大学新建并充实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师资队伍，学
习了苏联经验，建立了教学研究组，还选调了一批
优秀工科学生转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担任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教师逐渐地从“早期的 16人，发展到
1954年的 40人，到六十年代已达 50多人”。[8]

领导干部主动走上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讲台，
导向作用明显。清华大学新成立哲学教研组时，蒋
南翔主动兼任教研组主任，何东昌也兼任教研组教
师，两个人都亲自承担授课工作。蒋南翔曾为高年
级本科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60 年代还曾
给研究生开设过“自然辩证法”这门课。[9]141

思想政治理论课被确定为最重要的公共必修
课程之一。清华大学在 50 年代先后开设了一系列
正规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从 1952 年的 1门，增
加到 1956年的 4门。这些课程在设置上，体现了
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即从大一新生到高年
级，要依次学习“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
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
程。[6]522 [10]184、191思想政治理论课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许多毕业生都提到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
他们终生都起作用”。[11]

（二）创建辅导员队伍，通过教职工的马克思
主义教育促进学生成长

1952 年 9月，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
于在高等学校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报告》，要求高
校实行政治工作制度。以此为契机，清华大学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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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建设一支政治辅导员队伍的突破口。1953年 3
月 13 日，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处正式成立。1953年
4月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的报告，获得高等教育
部、中央人事部的批准，第一批 25 名政治辅导员
从高年级本科生中选拔出来。学校领导自己专业
教学和党政管理“双肩挑”，也要求学生政治辅导
员要专业学习和政治工作双肩挑。[12]65清华大学在
学生中培养“双肩挑”的干部的这一创举，延续了
党在白区学生爱国运动的优良传统，“这就使我们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与苏联
不完全相同，带有中国特色，历史证明这是有效
的、成功的。”[11]

清华大学加强了教职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
治教育，组织了“两种人会师”，建设起“又红又专”
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曾存在这种状况：一般的教
师思想政治水平不高，教授、副教授里只有 4名党
员；党员教师则大多数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助
教，专业水平不高。清华大学一方面尽快提高具有
较高学术专业职称的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做到
“又专又红”；另一方面加强对年轻党员教师的培
养，尽快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帮助他们也做到
“又红又专”。 [13]161-1621955 年 11月，清华大学教务
处党支部接受了已经年满 65岁的刘仙洲入党，就
是“又专又红”的成功典型，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引
起了强烈反响。
（三）落实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推出“三好”，组

织评树“先进集体”
1953年 6月 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提出
了“三好”的指示。清华大学积极贯彻，通过教学计
划的拟定与实施，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实施
了“三好”积极分子的评选，更加重视对学生思想
道德品质的培养。

清华大学还进行了评树“先进集体”的创新。蒋
南翔在调研中，发现测量专修科四·二班能够自觉学
习贯彻“三好”指示，严格要求自己。1953年寒假，经
过认真考察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授予了测量专
修科四·二班“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并加以大力宣
传。全校各班级积极向榜样看齐，更多的班级后继也
受到表彰。[6]558校园里形成了个人争“三好”，集体争
“先进”的良好风气，开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学生工

作方式和组织形式。1955 年 5月，刘少奇到清华大
学视察时表示，这一做法是好的，可以鼓励青年人
上进。[9]151

教学改革时期的工作，得到了积极肯定。1954
年 8月，高等教育部马叙伦部长签发的《高等教育
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清华大学两
年来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在全校师生中进行政治
工作，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积极地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正确地执行团结知识分子的政
策，学校已经改造为新型的多科性工业大学。[14]190这
个决定是对清华大学全体师生的鼓励和认可。

三、教育革命时期

1957—1958 年间，由于整风“反右”运动，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受到的影响较大。有一批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被错划右派或定为严重右
倾，不得上课。[15]82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华大学从
政治辅导员中抽调人员，弥补空缺，同时进一步减
量增质，建设政治辅导员队伍，确保思想政治工作
队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又红又专”思想的传播与实践
1957年 10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

东提出了“又红又专”思想。他指出:“政治和业务是
对立统一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
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16]309以蒋南
翔为首的清华大学领导，敏锐意识到这一思想对高
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迅速推动了学习讨论。

1957年 11月，清华大学在全校范围内掀起了
一场历时 5个星期、近万名学生参加的“红与专”
大辩论。蒋南翔认为，所谓“红”，就是有坚定的社
会主义方向，明确的工人阶级立场和集体主义的
思想；“红”是“专”的动力和条件，“先专后红”以及
走“中间道路”的思想偏向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学
校所要培养的，也正是这种又红又专的人。”[2]701-702

在实践贯彻中，何东昌曾要求党组织在发展学生
入党时，重视学习好与政治强的均衡，要求党员发
展对象“如果光是政治强，不行，不能入党，这样的
党棍子不可能在学生中起表率作用，党的先进性
不能保持。”[12]103“又红又专”的学习和实践成为了
清华大学的成功经验。1979年 3月时任教育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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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总结
了办社会主义大学的经验，第四条就是坚持培养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13]232-233

（二）“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
党中央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

示，倡导教育与实践的结合。清华大学积极贯彻，
开展了热烈的生产和建厂运动，推进了教育和生
产劳动的进一步结合，并逐步形成了教学、生产和
科学研究的“三联基地”。生产劳动成为教学、科研
和思想教育的“结合点”。

水利系 1958 年毕业班 8班的同学，在教师的
指导下，一改以往“纸上谈兵式”的毕业设计，实现
了“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完成了密云水库的部分
设计任务，这一基层班级的创新也成为总结交流中
的模范事例。之后，清华大学更加鼓励开展“真刀真
枪”的实践。学生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尤其是“真刀
真枪”的毕业设计，经受了比课堂考试更为严格的
实际斗争的考验。“从对五六十年代毕业生的调查
情况来看，他们认为通过自己亲身从实践中所获得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以后工作最有用，从方法论
上讲有很强的迁移性和很大的适应性。”[11]

（三）试行“高教六十条”中的创新
1961 年 9月 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

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著名的
“高教六十条”。作为成功经验，清华大学的政治辅
导员制度等经验也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清华大学对研究生、从一万多名学生中挑选
的“万字号”学生、刚入学的新生以及即将毕业的
毕业生，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引导。“高教六十条”中
规定，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各类人员的实际情况
和特点来开展。清华大学有重点有针对性，在学生
群体中尤为重视万里挑一选拔出来的那些“万字
号”学生。[9]184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和即将毕业的学
生，同样是教育的重点。这个时期蒋南翔几乎参加
了所有的新生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讲话中希望
发扬优良传统，“传播一种好作风”。[2]886

在思想方法上，清华大学也进行了探索。为了
在引导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做到“又红又专”
中，对“红”的层次进行准确的界定，蒋南翔还在
1958 年之后逐步形成了“三层楼”的思想：第一层楼
是爱国主义；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第三层楼是树

立共产主义世界观。[2]857实践证明，清华的很多毕业
生在工作岗位上加入了共产党，不少人成为优秀的
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攀登第三层楼的愿望。[9]181

四、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清华大学学
生中传播历程的特点

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不容易。“我们要克
服这种普遍而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传统思想中
的习惯势力，甚至比打倒最凶暴的帝国主义还要
困难许多倍。”[6]400但事实证明，“清华大学所培养
的毕业生大多数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条战线
的骨干人才，其中解放后毕业的人成为院士的有
105名，成为技术骨干的人更多，还有的同志已走
上国家和各省市的领导岗位，他们的政治与业务
质量都经历了历史考验，应该说是成功的。”[11]回望
清华大学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呈现
出如下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在人才培养中有着举旗定向

的重大作用
国家所开展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教育，有力推

动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保障了清华大
学人才培养的政治“生命线”。蒋南翔后来在《高等
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文中指出：“我
国长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
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
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2]1129 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高校来说从来没有过时。清
华大学也提炼了自己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宗旨：
“清华非常重视德育，而且将这种德育工作与国家
意识高度融合起来。……要求学生成为全面发展，
能够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人。”[12]49

（二）通过组织队伍建设的强化与创新，形成
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系统性力量
在校园解放之初，清华大学的党团组织主导

组织了高校的政治大课，有力推动了全校师生的
思想教育。接着，建立了政治辅导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研室等组织，培养了一批政治辅导员、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党团组织力量一起，融汇
形成了强有力的系统性核心力量。此外，清华大
学通过“社会主义大学的大师应当是相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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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的引导，教育团结了专业课教师。通过加
强教师队伍、教学管理人员“两个车轮”的团结合
作，倡导全体教职员工“又红又专”去努力奋斗。
学校领导层也体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这些
一起构成了不可或缺、彼此支持的系统化组织力
量，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
境。政治辅导员等有关经验，还作为基层有效探
索，进入了 1961 年“高教六十条”之中，成为了中
央的教育政策。
（三）通过制度化体系的建立，不断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党和国家要求转化为内部政策主张
在教育方法的选择上，清华大学通过组建政

治、业务、文体“三支代表队”，来实现“殊途同归”
的德育目标。开展了全校的“红与专”大辩论，引导
了对“又红又专”的正确认识，推进了“又红又专”
人才的培养。在青年的思想进步上，提出了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层楼”思想进步途径。
创立了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的“三联基地”，重视
推广了“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这些有代表性的
举措，不仅贯彻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上级的政策
主张，也在校内形成了有效的方式方法，并固化成
了相应的制度和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这些
行之有效的内容，又为马克思主义在校内的进一
步传播，提供了有力平台。
（四）既学习苏联优秀经验，又立足本身、自立

自信，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49 年之后在高校内学习苏联一度成为风

尚，清华大学在教材更新、教研室设立、领导干部
担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主任、讲思想政治理
论课等方面，也不断学习苏联经验，并进行了自我
创新，有力推动了具体工作。在中苏关系恶化之
时，高校内也出现了反思苏式僵化教条、探索中国
化的新氛围，清华大学又进行了“去苏联化”与“中
国化”的积极探索，更生动贴近实际。同时，底蕴深
厚的清华大学有着一些自身特质，严谨治学的办
学作风，优良的师资队伍和优秀的生源，也有利于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与深化。清华大学的红色
传统和一批革命者，不仅能够做到革命的传承，还
能够带来有力的政治资源，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以及清华经验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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