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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改造運動及其前後(1949-1952)： 

以南京大學為中心的考察* 

曾冠傑 

1950年代初期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對中共建政以後的高等

學校影響深遠。本文以南京大學作為個案，研究高校思想改造運

動的意義。首先，在歷史檔案尚未開放的前提下，盡可能考察這

次政治運動的細節；其次，有學者認為高校院系調整工作的完成，

表示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結束，本文認為兩者有某種程度的關

聯，但高校思想改造運動與中共的組織清理有密切關係，所以思

想改造運動的最後一步，應該是政治工作制度建立，並藉此把思

想改造運動的「政治學習」與「思想檢查」加以常態化。 

                                                      
* 筆者於2009年2月至7月間至南京大學當交換學生，感謝當地師友在本文寫作初期

的諸多協助與建議。另，筆者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第六屆冷戰時

期海峽兩岸歷史研究生工作坊」(2009年10月2日)報告本文初稿，承蒙評論人陳耀

煌教授提供的寶貴意見，以及《政大史粹》兩位匿名審查者的指正，在此一併致

謝，惟一切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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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知識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始自1951年9月北京、天津地區高校教師的思想

改造運動，之後擴大成為全國性的政治運動1，對中共建政以後的高等學校影響

相當巨大而深遠，是「新中國成立以後第一次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的思想政治教育運動」2。而南京大學的前身，是民國時期有「首都大學」之稱

的中央大學，本文以南京大學作為個案，希望進一步考察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

意義。 

  《南京大學百年史》第七章「從接管更名到院系調整(1949-1952)」，有「思

想改造運動」一節，篇幅不多，說明也相當簡略：「1952年3月，按照華東教

育部的部署，全校師生員工3700餘人參加了思想改造運動。這次學習運動旨在

幫助知識份子在政治上畫清敵我界限，在思想上肅清資本主義和封建買辦思想

的影響，在思想方法上克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扭轉脫離實際、學用脫節的

傾向，樹立為人民服務的新的世界觀……」3。《南京大學百年史》是南京大學

出版的校史專著，該節從1949年5月的「政治學習」談到1952年3月「思想改造」，

無疑是有歷史眼光的，因為思想改造運動不是單一事件，而是一連串政治運動

的一個環節。但該書對於這次運動的前因後果缺乏解釋，還需要梳理與中共的

「組織清理」，以及1952年高校「院系調整」的關係，才能更深刻地理解思想

改造運動的過程與內涵。 

  目前學界對於思想改造運動的研究現況，參見孫丹於2008年發表的〈建國

                                                      
1 學界對於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討論，多以北京、天津地區的經驗為主；譬如：于

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01-208。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56-61，67-74。 
2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1。 
3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29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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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知識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述評〉4，相關學術專著現在並不太多，是尚待

開拓的領域，比較重要的有： 

  一、于風政《改造：1949-1957年的知識份子》：學界一般認為，此書是研

究思想改造運動這個領域具有影響力的著作。該書跨越的時間範圍較長，第四

章「洗澡運動」直接論及思想改造運動，大量應用知識份子的檢討材料，建立

一個較為粗略但宏觀的歷史敘述5。書中強調思想改造運動對知識份子群體的心

理傷害與負面影響，也是不少學者持有的「傳統」觀點，謝泳〈思想改造運動

的起源及對中國知識分子的影響〉亦是接近這樣的觀點6。然而，這種特定視角

某種程度上成為深化研究的侷限性，無法更進一步思考這次運動背後的深層意

義。 

  二、崔曉麟《重塑與思考－－1951年前後高校知識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

究》：是第一本以高校知識份子為對象，以思想改造運動為主題的專書。作者

認為高校思想改造運動與其他領域思想改造運動的相異之處是，「不僅要確立

中國共產黨在高等學校中的領導地位，而且要在黨的領導下進行高等教育改

革」，因此，「1952年9月各大區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工作的完成，標誌著高校

知識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結束」7。該書觀點新穎，注意到思想改造運動在高校

造成的根本性變化，是本文主要的對話對象。 

  三、李剛《現代知識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該書以1950年代知識

                                                      
4 孫丹，〈建國初期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15.3(北

京，2008.05)，89-96。 
5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201-267。 
6 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收入：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中國研究論文庫，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058。 
7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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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群體的思想、知識、學術轉型作為考察對象8，第四章「思想改造運動中的

自我批判」引用各種來源的史料，如：中共的歷史文件、當時的報章期刊、當

事人的日記、文集等，並大篇幅引用直接史料，可見作者紮實的史料搜集功夫。

尤其作者詳細探討高校「思想改造」與中共「組織清理」的關係，這種觀點具

有啟發性，有助瞭解思想改造運動在高校的政治意義，這是其他論著較少深入

分析的。 

  本文研究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的史學方法，受到董國強對南大的文化大

革命史相關研究啟蒙，諸如：〈從南京大學「倒匡」事件看「文革」的複雜屬

性與多重面相〉9、〈從南京大學的「清隊」運動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轉化及

其後果〉10等論文。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文革」的歷史檔案基本上尚未開

放，思想改造運動亦是如此11。只是受限於能力與人脈，筆者無法如同董國強

進行當事人的口述歷史訪談，發掘新史料。在史料方面，南大校方對於校史的

史料編纂與研究成果算是相當豐碩的，包括：《南京大學校史資料選輯》12、

《與世紀同行－－南京大學百年老新聞(1902-2001)》13、三卷本《南大百年實

錄》14等史料彙編，以及《南京大學史》15、《南京大學百年史》兩本專書，但

                                                      
8 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2007)，1。 
9 董國強，〈從南京大學「倒匡」事件看「文革」的複雜屬性與多重面相〉，《二

十一世紀》網路版54(香港，2006.09)。 
10 董國強，〈從南京大學的「清隊」運動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轉化及其後果〉，

《二十一世紀》網路版70(香港，2008.01)。 
11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序。 
12 南京大學校慶辦公室校史資料編輯組等編，《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南京：

南京大學，1982)。 
13 方延明主編，《與世紀同行－－南京大學百年老新聞(1902-2001)》(南京：南京

大學出版社，2002)。 
14 《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上、中、下冊 (南京：南京大

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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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直接或間接史料中，思想改造運動的記載非常稀少，歷史面貌仍是相當

模糊的。 

  在歷史檔案尚未開放的前提下，本文以現有公開的各種史料為主。需要說

明的是，南大出版的兩本校史專書，根據合理的推斷，應有參考南京大學檔案

館的檔案。另外，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春風七年金陵路－－1949年至

1956年南京黨史專題研究》，收入〈南京市的知識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一文16，

論及南大的情況，直接註明引用南京市檔案館的檔案，上述兩個檔案館應有保

存南大思想改造運動的相關檔案。在無法見到直接史料的情況下，這兩本專書

與一篇論文，成為價值最高的間接史料。雖然現在無法盡知當時運動的細節，

但透過相對細密的史料考證功夫，大致能瞭解這次政治運動的過程，必要時，

將引用其他地方思想改造運動的史料，作為深化討論的佐證。有關「思想改造」

與「組織清理」的關係，現有公開的南大史料幾乎沒有涉及，需要從中共有關

文件著手。除了《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建國以來重要文獻選編》兩部中

共史料彙編，江蘇省檔案館藏的中共蘇北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

理工作文件》，內有1951至52年有關學校思想改造運動的指示與報告，具有很

高的歷史價值。 

二、思想改造運動的背景與過程 

  南京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發生自1952年3月，僅歷

時數月，但它有一個比較漫長而細緻的醞釀與發動過程，其背景仍要從「解放」

初期的政治學習運動開始談起。 

                                                                                                                         
15 南京大學校史編寫組，《南京大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16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收入：中共南京市委

黨史辦公室編，《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南

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0)，27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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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年4月23日，南京「解放」。根據研究，此時中央大學的中共黨員人

數約242人，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年社」成員接近300人17。從現有史料來

看，中央大學在「解放」後、接管前的過渡時期，曾組織過政治學習活動；5

月5日，中央大學應變會主持學習週第一次座談會，以「新民主主義」為題訂

定討論大綱，包括「新民主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特徵、以及「舊三

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區別、「中國往何處去」等，基本上是參考毛澤

東1940年的〈新民主主義論〉18。5月7日，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通知：中央

大學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趙卓任軍事代表，並組成中央大學接管工作組19。

5月25日，在該學期第五次教授大會會議上，軍事代表趙卓表示：「我願以學

習態度，向各位先生學習，希望各位先生多多指教」。中央大學教授會常務理

事梁希教授則說：「我們為學習毛澤東思想、馬列主義，我們應向明瞭主義、

徹底革命的軍事代表學習」20。8月8日，國立中央大學改名為國立南京大學21。

同年下學期，取消若干所謂的「反動課程」，增加全校共同必修的政治課程，

但此時尚未進行整體的課程改革；因此，「從舊的中大到新的南大，除了在形

式上有所改變以外，內容還是原封未動」22。 

                                                      
17 華彬清等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南京：南京大學

出版社，2002)，60。 
18 〈中大應變會主持學習週第一次座談會〉(1949年5月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藏，《中央大學檔案》，案卷號：1013，「中大應變委員會工作總結報告(1949

年6月)」。 
19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南京：南京大學出版

社，1989)，83。 
20 〈三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教授大會會議紀錄〉(1949年5月25日)，中國第

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央大學檔案》，案卷號：972，「中大教授大會會議錄(1948

年)」。 
21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83。 
22 田欣，〈記南京大學的課程改革運動〉，《觀察》6.10(北京，195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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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年1月28日，南京軍管會高等教育處召集南京市高等教育工作者千餘

人，在南大禮堂集會，傳達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議，指出南京教育改革的中心

任務是「開展政治學習運動」與「合理精簡課程」，南大的寒假學習也就以「加

強政治學習」和「精簡課程」為重點23。3月，全校師生以一個月時間的進行思

想政治教育，並成立政治教學委員會，主任委員是時任南京軍管會高教處副處

長兼南京大學軍代表的孫叔平，以及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潘菽24。值得觀

察的是，潘菽是九三學社的重要領導人物；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尚未鞏固在高校

領導地位的階段，結合民主黨派教授進行政治學習的嘗試。這次政治學習的方

法是「聽大課，讀文件，小組漫談、討論，小組或合組進行辯論」，並創造一

些新的學習形式，如「留學制」、「點將、挑戰」、「問題宴會」等25。總體

來說，這個階段的政治學習是「自發而鬆散的」26。1950年10月，根據教育部

通知，各級學校校名之前不加「國立」字樣，故稱南京大學27。 

  根據南大教師王覺非在《逝者如斯》的回憶：「剛解放時的學習形式和內

容都比較簡單……這時在方式、方法上也採用了一些新花樣……這種方式本身

就反映了政治學習還處於被動、膚淺的階段……但是到1952年3月，根據華東

教育部的規定，各校師生員工正式開始進行思想改造運動時，形勢就突然緊張

起來。」28依照華東局關於思想改造的部署，1951年12月23日，南京市政府與

市協商委員會舉行聯席會議，成立南京市毛澤東思想學習委員會(簡稱「市學

委」)，作為全市思想改造運動的領導機構。1952年1月5日，市學委決定思想改

                                                      
23 田欣，〈記南京大學的課程改革運動〉，《觀察》，22。 
24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294。 
25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294-295。 
26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

106-107。 
27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89。 
28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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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運動重點放在高校和科學界，同時成立市學委高等教育界分會，以領導高教

界的思想改造，主任委員潘菽。接著，高等教育界分會決定以南京大學、金陵

大學為重點，要求寒假前制訂學習計劃，建立學習組織，寒假中培訓學習骨幹，

提出教師思想情況的具體材料29。1月26日，南大秘書室發出「為決定關於開展

思想改造學習運動施行辦法的通知」30。但隨著「反貪污」、「反浪費」、「反

官僚主義」的「三反」運動在全國的推行，市委指示，學校也展開三反運動。

2月1日，市學委決定思想改造學習計畫暫緩實行31。三反運動告一段落後，3月

22日，南大進行思想改造運動32。7月15日，南大的學習運動結束，並總結經驗

33。 

  崔曉麟指出，中共把高校的知識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結合政治學習運動、

社會實踐運動(如：土地改革運動、抗美援朝運動)、思想批判運動以及忠誠老

實運動，「大運動套著小運動」，呈現「層次遞進又互為交叉的特點」34；所

以，高校的三反運動與思想改造運動有其關聯性。根據1952年3月13日〈中共

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行「三反」運動的指示〉：「高等學校中的『三反』

運動是極其具體、深刻和有效的思想改造運動」35，譬如每個人都要接受「洗

                                                      
29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0。 
30 〈秘書室關於思想改造學習運動施行辦法的緊急通知〉(1952年1月26日)；收入：

南京大學校慶辦公室校史資料編輯組編，《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553-555。 
31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0。 
32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91。 
33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0。 
34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169。 
35 〈中共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三反」運動的指示〉(1952年3月13日)；收

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

文獻出版社，199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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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過關」的考驗，正是三反運動興起後開始的要求36，並延續至思想改造運動。

南大的思想改造運動，相對於京津地區高校思想改造運動是比較晚的，是在發

動三反運動後才具體展開的，這使得南大的思想改造運動與三反運動在時間點

上，似乎有一部分的交集；當時任職南大的施廷鏞在三反運動，被「收繳」兩

千多枚收藏多年的珍稀古錢幣，根據其「貪污贓物繳還憑證」，「繳贓」日期

為當年3月28日37，理論上是南大思想改造運動開始的第七天。 

  南大思想改造運動發生在1952年3月到7月間，其過程有幾種不同來源的觀

點： 

  一、《南京大學百年史》的官方說法：「學習運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

段學習文件，劃清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第二階段採用批評與自我批評

的方法，進行個人檢查對照；第三階段為思想總結。」38 

  二、《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的記載：「全校師生員工3,700餘人參

加，全部學習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學習文件，劃清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

界限；第二階段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進行個人檢查，做到人人『洗澡』；

第三階段總結。校、院、系三級成立學習委員會，加強領導。校學習委員會主

任潘菽，副主任孫叔平。」39 

  三、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春風七年金陵路－－1949年至1956年南

京黨史專題研究》：「一般說來，每個單位的思想改造都經過了三個階段：1.

學習文件，動員和端正學習態度；2.全面思想檢查；3.組織清理。學習方法也

大致採用：精讀文件，聽取報告，領導帶頭聯繫實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36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208。 
37 圖69，沒收憑據，收入：施銳，《奮鬥一生－紀念施廷鏞先生》(南京：南京大

學出版社，2008)，120。 
38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296。 
39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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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四、王覺非在《逝者如斯》的回憶：「運動開展後，先學習文件，然後進

行個別檢查，『個個洗澡』，在全校還舉辦了一個思想改造的展覽，把教師中

『醜惡』的東西公之於眾。」41 

  比較這四種來源的史料，基本上第一階段都是「學習文件」，較無疑義。

南大思想改造運動學習文件的內容，目前未見直接史料可以說明，僅知包括「中

國革命史」、「社會發展史」等，讓他們「了解黨對知識份子的政策，認識思

想改造的意義」42。 

  1951年9月展開的京津地區高校教師思想改造運動，具有指標意義，亦是

其他地區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重要範本，當時的學習文件以毛澤東的相關文件

比較多，包括〈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改

造我們的學習〉等，還有列寧、史達林、劉少奇等人的文件43。根據合理的推

論，南大思想改造運動的學習文件，可能大致以這些文件為主，或根據個別情

況指定其他的補充文件，透過逐字逐句閱讀文件，使師生「逐步熟悉了一套幾

乎是全新的思想觀念和思維用語」44。另外，南大當時收集1,500餘件材料，包

含舊檔案、個人著作、論文和實物，舉辦思想展覽會45，「著重說明舊中央大

                                                      
40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1。 
41 王覺非，《逝者如斯》，273。 
42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1。 
43 〈中央關於京津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學習的主要情況和經驗的通報〉，《宣傳

通訊》，1951年11月20日。轉引自：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

86-87。 
44 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138。 
45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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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期受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的影響，而不是什麼『清高學府』」。潘菽

在1950年就表示：「不久以前在四牌樓和丁家橋頗瀰漫著一種悲觀的空氣，有

不少先生和同學覺得南大的前途有了問題，甚至認為南大是在沒落中」46。這

顯示當時校園氣氛的微妙變化，在「解放」以後，不少師生感覺南京大學不再

有原中央大學的「首都大學」光環。 

  第二階段是「個人檢查」，也就是針對個人的「思想檢查」，當時被形容

為「洗澡下樓」47，特色是「交代歷史應先從黨、團員開始，動員黨團員帶頭，

樹立模範然後推及黨外」48。在南大，校學習委員會主任潘菽與副主任孫叔平，

帶頭在公開場合進行典型報告，潘菽是「第一個在全校大會上作檢查，交代個

人歷史和社會關係，剖析自己思想發展的過程」49；而孫叔平在全校教師會議

上作「我的思想改造過程」報告，把自己的思想過程向全校彙報50。 

  在這個階段，「要求每人結合自己的經歷，對自己的錯誤思想展開批判。

在做法上，個人各自收集整理材料，撰寫提綱，在不同的場合進行思想檢查，

並聽取群眾的評議」51。現有思想改造運動的研究成果，對於所謂「錯誤思想」

                                                      
46 潘菽，〈談談南大的前途〉，《南大生活》31(1950) ，收入：中國科學院心理

研究所等編，《潘菽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409。 
47 陸渝蓉，〈半個世紀的情和愛－－回憶我在南大的學習生活〉，收入：高澎主編，

《永恆的魅力－－校友回憶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313。 
48 〈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

江蘇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

8。該指示同〈中共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清理「中層」的

指示〉(1952年5月2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

編．第三冊》，174-178。 
49 管致中，〈南京大學初期時的潘菽先生〉，《心理學動態》5.3(北京，1997)，14。 
50 張錫金，〈哲學家孫叔平的人生之路〉，《鐘山風雨》2003.1(南京)，16。 
51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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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已有相當詳細的論述52。南大教師大多原在所謂「首都大

學」的中央大學任教，在「解放」以前可能與國民黨政權有些關聯，因而成為

思想檢查的重點。例如南大數學系主任葉南薰的自我批評：「國民黨(當時)正

在派員留學，加入國民黨有留學希望，我就託他介紹加入。我的思想與反動派

是一致的，看不出它的反動本質」53。又如南大經濟系主任朱偰的自我批評：

「1939年10月……竟然投身於反動派統治中最腐敗的財政部中……我以一個

大學教授，竟然喪心病狂，到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機關去做『簡任秘書』」54。

這類發表在報刊上的自我批評，有學人歸納為「挖掘舊我－－全盤否定舊我－

－宣誓與舊我決裂、塑造新我」的「三段式」檢討，往往是千篇一律的固定模

式55。經過這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再根據其「歷史和思想表現」，把這些知

識份子劃分成不同類型，採取不同的「幫助措施」，輕者「事先幫助他們徵求

群眾意見，使他們的檢查能為群眾所滿意，一般在小範圍內通過」，其次是「在

院系或全校的大會上檢查，組織批判，以批判思想為主，一般不追歷史政治問

題」，重者則「帶有鬥爭的氣氛，檢查不好則不能通過，以便轉入組織處理」

56。 

  思想改造運動不只是自上而下發動的政治運動，往往牽扯到組織內部的人

事紛爭。以南大教師胡小石為例，他屬於老一輩的學者，以當時的政治眼光來

                                                      
52 譬如：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108-138。 
53 葉南薰，〈初步檢查我的政治思想〉，《教師們的思想改造》(上海：華東人民

出版社，1952)，81-90。轉引自：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

112-113。 
54 朱偰，〈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教師們的思想改造》，56-58。轉引自：

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123-124。 
55 笑蜀，〈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文史精華》147(石家莊，2002.08)，

39-40。 
56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2-283。 



．112．曾冠傑 政大史粹第十八期 

看，理應屬於所謂的「封建學者」，但因胡小石在「解放」前即支持學生運動，

「護校有功」，因此在「解放」初期受到中共相當程度的尊重。胡小石曾任中

央大學中文系主任與文學院院長，中文系有些中生代教師還是他的學生，但「他

們與師輩在學術上水平懸殊，一時又得不到開課的機會」，甚至有教師公開「要

求讓課給他」。而在思想改造運動時，胡小石受到直接無情的攻訐，一位學生

輩的年輕教師說：「國民黨政府打算任命小石師為中央大學校長時，小石師雖

然嚴詞拒絕了，但內心可能還是高興的」57。這樣捕風捉影的誅心之論，可見

當時思想改造運動的肅殺氣氛。 

  《南京大學百年史》稱第三階段是「思想總結」，思想總結的方法是「先

由本人寫一書面檢查，交由小組評定，接受同事、群眾包括學生們的激烈批評，

經過反覆檢討、反覆修改後通過」58。《春風七年金陵路－－1949年至1956年

南京黨史專題研究》直接稱此階段是「組織清理」，這是理解高校思想改造運

動的關鍵，將在下一節專門討論。 

三、思想改造與組織清理的關係 

  中共中央對思想改造運動從一開始就有明確指示，「運動的落腳點必須是

在組織清理這一點上」，以確保中共在各級學校的政治領導地位，這表示學校

的思想改造運動與中共的組織清理工作有密切關係，而中共對於組織清理採取

「先黨內後黨外，先試行後推廣」，謹慎推行59。目前公開的南大相關史料，

難以窺見思想改造與組織清理的關係，因此需要從中共有關文件找尋線索；首

先由《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的相關文獻，可以理解「組織清理」自外而內的

                                                      
57 周勛初，〈我所了解的胡小石先生〉，收入：許志英主編，《學府隨筆：南大卷》

(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268-270。 
58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34。 
59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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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順序。根據1951年4月2日的毛澤東批語，此時鎮壓反革命的重點仍在「外

層」60。同年5月15日，開始解決清理「中層」的問題，包括組織學習、登記坦

白和分別處理等三階段，在「分別處理」的階段，是指「根據原有材料、新的

材料組織審查，分清問題的性質與大小，適當加以處理。對坦白者一般不應逮

捕」61。5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在當年夏秋兩季，開展清理「中層」與「內

層」62。 

  中共在高校進行組織清理的時程，相對是比較晚的。先在其他黨、政、軍

等組織進行清理「中層」、「內層」，以及在革命大學進行「忠誠老實政治自

覺」運動，再選擇一、兩所高校試點進行，累積一定經驗後，才推廣到全國其

他高校63。從中共中央於1951年11月發出的〈在學校中進行思想改造和組織清

理工作的指示〉可知，此時在學校推動的思想改造運動是「初步的」，有其目

的：其政治目的是「清理其中的反革命份子」；其教育目的是「準備學校教育

改革」，包含學制改革、院系改革、課程改革、組織改革等64，與崔曉麟強調

高校思想改造與院系調整的關係，互相呼應65。高校思想改造運動具有政治與

教育的雙重面向，最終「使全國學校都掌握在黨的領導之下，並逐步取得與保

持革命的純潔性」。 

                                                      
60 〈轉發饒漱石關於鎮反中清理外中內三層等問題的報告的批語〉(1951年4月2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215。 
61 〈轉發蘇南區黨委關於清理「中層」計劃的批語〉(1951年5月15日)，收入：中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287-288。 
62 〈中央關於印發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的通知〉(1951年5月21日)，

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319。 
63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79。 
64 〈中央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1951年11月)，江蘇

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2。 
65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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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清理工作，牽涉到組織內的個人去留問題，嚴重者甚至會遭到逮捕，

因此處理不好的話，容易產生糾紛，甚至「引起了教職員、學生和學生家長對

黨和人民政府的對立情緒」66，因此「防止偏向」成為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進

行組織清理的重要課題。中共中央於1952年5月發出的〈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

中進行思想改造與清理中層工作的指示〉67，是有關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重要

文件，從中可以直接確認思想改造與清理中層的緊密關係，以及觀察中共在運

動中細膩的政治操作，避免失控。此時，中共在高校的領導地位尚未完全穩固，

無法採取強制方式。因此，「不追不逼，啟發自覺的原則」，成為推行運動的

關鍵。舉例來說，「以前南大數學系為森林系增開3小時課，開了兩次會才接

受下來，學習後，每周增上94小時的任務，大家爭相報名，很快落實。不少教

師在星期天還抽空去輔導成績較差的學生」68。這種群眾「爭相報名」的情況，

可以想像歷經「學習文件」的階段，組織內的工作氣氛已經大為轉變。 

  從1951年5月21日〈中共中央關於清理「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

顯示：此時中共在組織的領導權威尚未完全建立，必須避免推動組織清理工作

的中共黨員，遭到多數群眾的集結反對而陷入孤立。在組織進行清理工作時，

「必須有黨外人士參加此種清查工作委員會」，「避免由共產黨員孤立地去做」

69。在南大的組織清理階段，「要求每人填寫『政治歷史年表』，忠誠老實地

                                                      
66 〈中央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1951年11月)，江蘇

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5。 
67 〈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

江蘇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

6-9。 
68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5。 
69 〈中共中央關於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1951年5月21日)，收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

出版社，199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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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清自己的歷史並檢舉揭發反革命份子，最後由組織作出適當的結論，以安其

心。個人歷史問題的審查由學委組織專門力量進行」70。需要補充的是，邵燕

祥在1951年參與廣播事業局的「忠誠老實政治自覺」學習運動，留有〈自傳及

交代材料提綱〉71，是很有歷史價值的直接材料，也是學界經常引用與討論的

史料，對於理解南大的「政治歷史年表」，應有一定的參考價值。 

  根據北京和上海兩地的經驗，高校思想改造運動運動有「過關」比例的設

定：「應該讓百分之六十到七十的教師，在作了必要的自我檢討以後迅速過關。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教師，是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行過關；百分之十三左

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覆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是不能

過關，需要作適當處理。這樣的比例大體上是合適的」72。目前現有公開的南

大史料，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但根據合理的判斷，這樣的過關比例很可能適用

於南大。透過組織內過關比例的調控，半數以上的教師「作了必要的自我檢討

以後迅速過關」，少數教師「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行過關」或「經過反覆的批

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極少數教師「不能過關」。把教師劃分成不同等

級的群體，透過不同程度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各有不同難度的「過關」方

式，並透過打擊極少數「不能過關」的教師，達到殺雞儆猴的震懾效果，逐步

建立中共在高校的權威地位。另一方面，這種「分而治之」的過關比例，多數

教師基於本身的立場與利益，不容易串聯集結，威脅到中共在高校尚未完全穩

固的領導地位。 

                                                      
70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3。 
71 邵燕祥，〈自傳及交代材料提綱〉，《天涯》2000.1(海口)，48-50。 
72 〈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

江蘇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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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校政治工作制度的建立 

  隨著三反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和清理中層工作的推展，中共開始把這些政

治運動的成果，予以固定化與常態化，因為「學校中黨的威信大大地提高了」，

需要進一步考慮在高等學校中建立「革命的政治工作制度和機構」，以便加強

中共的領導作用，並在這樣的基礎上，「貫徹高等教育的改革」。這裡所謂的

「革命的政治工作制度和機構」，具體來說，是首先選擇少數幾所條件較好的

學校，把執行清理中層工作的校內機構(一般稱為學習委員會辦公室)，將之轉

變為屬於「學校行政系統之內的經常性的政治工作機構」，機構名稱暫時為「政

治輔導員辦公室」，日後則發展為「政治輔導處」。它的任務是「管理全校的

政治工作，包括領導思想學習，掌握教師學生政治情況，歷史材料，主持畢業

學生政治鑑定，領導全校教職員工社會活動等」，並「試行建立政治輔導員制

度」。另外，在清理中層工作完畢以後，應該「在教師中開始建立有系統的政

治理論學習」73。1952年9月2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教育部黨組〈關於在高等

學校試行政治工作制度的報告〉：「全國高等學校在思想改造和組織清理以後，

應有準備地在校內設立政治工作機構，其名稱可稱為政治輔導處。」74 

  有意思的是，在現有公開的南大史料，幾乎沒有組織清理的記載，但卻無

意留下建置政治工作制度的線索。高校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緊接著高校的院

系調整，本文不擬探討南大院系調整的細節，在此僅指出，兩者確實有時間順

序上的密切關係，並使得南大政治工作制度的建立，增加其複雜性。1952年7

                                                      
73 〈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

江蘇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

8-9。 
74 〈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教育部黨組《關於在高等學校試行政治工作制度的報告》〉

(1952年9月2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三冊》，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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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9月，南京大學與金陵大學兩校合併，成立以文理科為主的綜合大學，仍

名「南京大學」，並進行相關院系的合併、遷移，以及新設高校的組建工程，

相當繁雜卻又迅速完成75。10月28日，教育部發出指示：在高等學校重點試行

政治工作制度，設立政治輔導處76。12月5日，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通知南大：

「經我部決定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汪大年為你校政治輔導處主任」

77。而12月9日製的〈南京大學組織系統表〉顯示，政治輔導處下設組織、青年、

宣教三科78。 

  高校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後，院系調整隨之而來，無論是前者的大規模政治

運動，或是後者的大規模組織重整，對於高校師生都是很大的變動過程，不可

避免地造成一定程度的「混亂現象」。在〈南京大學1952年度工作報告〉有很

大篇幅是這方面的檢討：南京高校院系調整是在當年9月中旬完成的，10月1日

開學，新生於10月中旬到校，「當時學校物質困難很大，教室、實驗室、寢室、

飯廳、廁所，什麼都不夠。在東拼西湊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又匆匆促促建立

了機關(教務、政治、總務處)」，而若干按照「『指導志願』分配來校的學生

不安心學習，任意曠課，破壞紀律的現象也發展到相當嚴重」。這種混亂現象

同樣出現在南大剛建立的政治工作制度；由於「有些機構新建立及原有的組織

不健全，各科對於本科任務及各科間的職責分工在某些方面還不夠明確」，所

                                                      
75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301-310。胡建華，《現代中國大學制度的

原點：50年代初期的大學改革》(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100-102。 
76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

育科學出版社，1984)，67。 
77 〈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關於我校正、副校長及政治輔導處主任先行到職的通知〉

(1952年12月5日)，收入：《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下卷)：

南京大學史料選》，44。 
78 〈南京大學組織系統表〉(1952年12月9日)，收入：《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

《南大百年實錄(下卷)：南京大學史料選》，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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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年以來的工作存在著不少混亂現象」。以政治輔導處青年科為例，「不

該做的也做了」，譬如新生入學報到工作、入學人數及學生各種成分統計、入

學後證件的審查、學生生病請求接洽治療、學籍問題的處理、學生作息時間的

安排等，這些業務與教務處註冊科、總務處保健科「分工不清」，導致青年科

「多忙於這些工作及學生資料的整理工作」，而「對於學生應做的思想領導及

生活、政治等方面工作，就做得不夠深入細緻」79。所以，不宜過度高估此時

高校政治工作制度的落實程度。 

五、結語 

  高校的思想改造運動，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僅歷時數月，但它有一個比較

漫長而細緻的醞釀與發動過程，其背景仍要從「解放」初期的政治學習運動理

解，並與三反運動牽涉甚深。在政治上，是為了推展中共的清理中層工作；在

教育上，則是作為院系調整等教育改革的準備。綜合來說，則是為了鞏固中共

在全國高校的領導地位。 

  雖然1952年9月24日的《人民日報》社論指出：「今天的院系調整工作，

是在學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師的思想改造已經取得重大勝利的基礎上進行的」，

易言之，高校的思想改造運動，確實有助於消除高校師生對院系調整的抗拒與

反對。以南大與金大的合併為例，「絕大多數人都能愉快地服從調動，即或少

數人思想上略有波動，便立即得到其他同志的幫助，做到百分之百地服從分

配」，「僅二十天就大致完成系科準備和調整方案，開始搬遷工作。在校舍、

儀器的分配上，都做到有原則的『揖讓』。經過兩個月的緊張工作，設立在南

京的八所高校的院系調整工作就勝利結束了」80。王覺非也表示：「這次院系

                                                      
79 〈南京大學1952年度工作報告(節選)〉，收入：《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

大百年實錄(下卷)：南京大學史料選》，56-58。 
80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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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非常順利，不但各方面的工作按照領導意圖一一進行，而且全體師生員工

都一致擁護，沒有發生拒不執行、發牢騷、埋怨等事」，原因是「解放後幾次

政治運動，特別是思想改造運動已使廣大群眾不敢對領導的安排稍有異議，更

不敢公開表示不滿和反抗」81。但嚴格來說，「院系調整」不見得是高校思想

改造運動的主要目的，也不代表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結束，按照本文有關「思

想改造」與「組織清理」兩者關係的討論，可以發現高校思想改造運動重要的

最後一步，應該是「政治工作制度的建立」。 

  如果以中共的價值觀與意識形態作為標準，高校思想改造運動可說是一次

「成功的」政治運動82，雖然有些粗暴、過火的地方，比如生物系某教師對蚯

蚓的研究，園藝系某教師對《紅樓夢》中大觀園園林藝術的研究，被任意扣上

「資產階級」的帽子加以批判83。但高校思想改造運動沒有出現運動方向失控

的「偏向」問題，基本上達到原本預期的要求與目標。以南京大學為例，透過

政治輔導處的設立，下設組織、青年、宣教三科，以及政治輔導員的設置，掌

握全校師生的政治學習與思想情況，並管理歷史、政治材料，把思想改造運動

的兩大重心―政治學習與思想檢查，加以制度化與常態化，短期內雖然出現某

種程度的混亂現象，其長遠結果是增強中共在高校的領導地位與控制能力，也

為日後更大規模、更大程度的政治運動留下伏筆。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6。 

81 王覺非，《逝者如斯》，276。 
82 謝泳表示：「思想改造運動，從設計者角度考慮，這個運動是很成功的，不過它

越是成功，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傷害就越大」。參見：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

源及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 
83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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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ith Its Causes and Effects (1949-1952): 

A Study Centered on Nanjing University 

Tseng, Kuan-Chieh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in the early 50’s among intellectuals 

strongly influenced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ase of 

Nanjing University to examine the significances of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First of all,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have not yet 

opened, this study manages to scrutinize this political movement in detail as far as 

possible. Next, while some scholars have claimed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indicated the end of the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author of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ndeed the two events were connected to some extent, but the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wa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rganizational purge. Therefore, the last stage of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work system, and in doing so the two aspects of 

the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examination” —— was thus normalized. 

 

Keywords: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Organizational purge, Political work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