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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新中 国初期北京市工人的

唯物史观教育述论
Ｘ

黄 东

【提 要 】 新 中 国 成立之初 , 中 国 共产 党着力 对北京城市工人进行政治教育 , 其重点是

唯物 史观教育 ,
教学 内容强调

“

劳动创造人
”

、

“

人类社会五个阶段
”

、

“
工人 当 家做主

”

等

观念 , 教学方式以 大量使用诉苦会为 突 出表现 。 唯物 史观教育 与新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密切

相关 , 这一教育措施为 工人对党和国 家的政治认同 奠定 了 重要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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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 国成立之初 , 中 国共产党执政的首要么国庆节不挂青天 白 日 旗？
？第二 ,

一些工人认

任务之一 , 是在全国 民众中 , 尤其是在工人中 , 为共产党是
“

穷人党
”

, 期待依托共产党获得

确立其对党和 国家的政治认 同 。 基于此 , 全国好处 , 若不能做到 , 则对党心生怨望 。 据宣传

各地的工人学习 中增加了 唯物史观教育的内容 。 部门人员 调查 , 当时 的工人和小生产者 ,

＂

大

北京作为首都 , 更是相应工作的开展重点区域 。 量抱着
‘

经济观点
’

的眼光来接近我 , 起初他

观察此时期的北京工人的唯物史观教育 ,
可 以们在获得救济或加入合作社及兑得金元券后 ,

从
一

个侧面透视新生政权对工人心理与思想重表现得极积极 , 在清污劳军等运动 中也卖力 ,

新塑造的机制及其成效 。但很快的就暴露了他们的尾 巴
”

。

一些特殊行

业的工人 , 比如三轮车夫 , 其中不少反而恐惧
—

经济发展 ,
因 为电车及公共汽车的广泛投人运

新中 国成立前 , 相 比 于上海 、 天津 , 北京
营 ,

大企业很少 , 小工厂及手工业作坊居多 , 整体

工业呈现分散化 。 就北京工人整体而言 , 其对

于新国家 以及执政党的认识仍然存在模糊 、 混》 基金项 目 ：
1 ． 国家社科基金

一

般项 目
“

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

ＳＬＷ
＇

ｌｆ？大城市基层社会治Ｈ研究 ( 1 9 4 9
一

1 9 6 6 )

”

Ｃ 1 4ＢＤＪ 0 1 4 ) ,

仆抽 ＋输古
一

抽沖虫Ｍｒ主ａｎ银 2 ＂ 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资助 ； 3 ？ 中 国
此种情形 , 大致有二种代表性表现 。 第一 ,

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 队 资 助项 目成果 ( ＣＸＴＤ
一些工人对于政治变化冷漠 。 例如 ,

1 9 4 9 年 1 0 2 0 1 1 0 8 ) ｏ

月 1 日 , 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 , 但到 了 1 0① 北京市委宣传部 ：

“

人城后对工人教育工作总结报告
”

, 北

月 1 0 日 , 有工人还特地去 问询有关方面 , 为什京市档案馆馆藏 ,
ｌ ／ ｌ 2 ／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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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
？
第三 , 受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 ,

工人将新不 良思想 , 提高其政治觉悟 , 势在必行 ．

中国取代 国民政府看做是传统的改朝换代 , 或
—

者认为只是 民国 内部执政者的更迭 ； 另外 , 在二

0 民党大力
如何擴工人们的阶级觉悟 ？ 中共很早便

在东北的 職赫不贿 。 Ｍ在长辛
认识辦工人贿政纖糊ｄ性 , 并且认

这个北方工运的重要基地 , 新 中 国成立之后 ,

为其关键是要对工人进行唯物史纖育 。

？
 1 9 4 9

高 ’

年 4 月 3 日 , 刘少奇在北平市干部会议上嚇指
受国 民党＿＿欺 大 ’ｘｘｍｗ

出 ：

“

我们要进行
－个普遍的初步的马克思主义

练班中提出 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问题 , 如
‘

苏联
初步教育 ,

至少要计划半年 。

…
…工人运动必

为什么搬走东＃的机器？

’‘

苏＃为什＆ 占住力
须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 采取－切可能方法和

连 、 旅顺？

, ？ ？ ？ ？ ？ ？ ‘

为什么不挂国旗 ？ 共产党为
机会进行教育 。

＂⑦ 同年的 4 月 1 3 日 , 中共北平

市委决定普遍开展学习运动 , 认为要恢复生产 ,

( Ｗ ) 
－

ｔ
必纖高劳动人民＿治觉悟 ,

“

棚是提高工
党来了 ( 我们 ) 擁受训 ？

,
…
…

等等
”

人的阶级觉悟与组织性 , 则是完成这－中心任
除此之外 , 最为关键的是 , 大量的工人对备的政治 卜 的关键

” ⑧

Ｔ 自 己被剥削这－实际情况非但认识不清 , Ｒ大致在北京和平解放不久 , 对工人的政治
而有着强烈的宿命论的

＾
点 , 认为 自 己 之所Ｗ

教育就已经开始了 。 这
－政治教育采取脱产与

受穷是命该如此 。 在北京市委入城之后举办Ｗ
非脱产的两种方式 。 脱产方式主要是参加市委

’
工人

纟職肝測练細工人学校 , 前者主要是工
想上普遍地存在着轻视劳动的观念 , 阶级觉悟

很低 , 认为人生不过是
‘

上工下工
’ ‘

养家混


饭
,

而 巳 , 无主人翁 的 感觉 , 信鬼神 , 凭命① 内七 区区委宣传部 ：

“

进城以来各阶层的思想动态
”

, 1 9 4 9

运
”

。
③ 又如在第八区组织的工人培训 中 , 来 自年 6 月 1 1 日 ’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4 0 ／ 1 ／ 1 3 2 。

？口
,
丨 ”ａａ 十 , 作 々 机士 》

■八如 知 上② 长辛店工作组 ：

“

长辛店工作组关于长辛店铁路工厂党的工
印刷 、 铁厂两 ｆＸ业 的工人很多没有阶级观点 ,

作调査
’ ,

,
1 9 4 9 年 2 月 1 0 日 ,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 1 ／ 1 2 ／

因为 自 己不是被资本家剥削 ,
而是被资本家养 2 6 。

活 , 资本家不雇佣他 ,

“

我只＃失业 , 只有饿死？ 《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人城后所办各种类塑！短期训练、班给中 ｉｆｅ

估依《从 曰士由Ａ
、
人士 机 , 丨、斯 《

、
丨的综合报告 》

,
1 9 4 9 年 1 0 月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了 。 值得一提的是 , 在宿命论之外 , ；数人认北京市档案馆编 ：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 (

－

) , 中国档案

为资本家付出 了金钱和人力 , 所 以
＂

劳资是互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 第 7 4 7 页 。

相合作 , 彼此养活
”

。
④ 这显然是阶级合作的 口④ 八区委

今
织部 ：

“

第二届工人训练班总结
”

,
1 Ｗ 0 年 2 月 Ｉ 2

吻 。 另外 , 工人们对于上帝造人 、 女锅造人乃
⑤ 齐武 ： 《华北联工干部学校介绍 ( 续昨 ) 》 ,

《工人 日报 》

至阴阳二气生人等等 旧观念都比较认同 , 对于 1 9 4 9 年 7 月 1 8 日 。

劳动造人却很难理解 。 例如 , 华北联工干部学⑥ 相关研究有宋仲婉 ？
＿ 《建国初期北京市职工的政治启 蒙教

校曾组织大量工人受训 , 其 中
一

部十一班有个
1 9 9 5＾ 3 Ｗ )

ＩＸ百 ａｉｗ八里

亡
八又 ＾ 卜 井 个一邵丁 巩书 Ｉ

期对工人的唯物史观教育 》 ( 《北京党史 》 2 0 1 3 年第 1 期 )

名叫杨润生的受训工人 , 他八岁 就受洗 , 后又以及黄利新 ：

“

共和 国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

加入
一

贯道 ,

“

当教员讲社会发展史 , 说到
‘

劳 ( 1 9 4 9
￣

1 9 5 4 )

”

(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 0 0 8 年、

动创造人类
’

的 时候 , 他十分反对。 他暗想 ：

, ？ ,＿Ｑ＾＾ｍ
．

,
,

－

．
史料出处 。 李晨在建 国初期历任北眾市石景山区 委书记、

如果人类是从类人猿变来的 , 那末 上帝 到市总工会秘书长 、 副主席 , 该文为其 口述 回忆 。 黄文相关

哪里去了 ？ 发生万物的
‘

理
,

(
一贯道的教义 ) ,章节于本题有简单涉及 , 但侧重点与本文不同 。

又算哪一 套？ 在讨论会上 , 他和大家顽强争
⑦ 工—一＿— 《 ；

｜
｜：

辩
”

。

？ 所有这些都与 中共的阶级革命理念格格 ⑧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普遍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 》 , 《北京市重

不入 。 在中共和新生政权看来 , 纠正工人们的要文献选编 》 (
一

〉
, 第 3 8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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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 ； 后者面 向
一

般工人 。


续￥

不脱产方式就是进行业余政治学习 , 包括成立学历程度占学员总人数之百分比

—

职工业余学校 、 工人夜校 , 在工厂内部组织学大学 0 － 9 4
一

习小组和学习班等 。 关于参加政治教育 的工人按 ： 本表是笔者依据当时报告制成 , 表格 中各项百分比相

人数 , 相关方面并无统
一

的数据 。 北京市委宣加为 9 9 ． 9 6 ％ , 不足 1 0 0 ％ , 此应为 当时统计ｉ化误 ,
原始资料对

1 9 4 9此并无相应说明 。 资料来源 ： 《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人城后所办各

告
”

中有
一

大致的统计 , 详见表
一

：种类型短期训练班给中央的综合报告 》 ’Ｉ 9 4 9 年 1 0 月 , 《北京

市重要文献选编 》 (

—

) , 第 7 4 5
￣

7 4 6 页 。

表一 1 9 4 9 年北京市工人参加政治学习人数表




；



当然 ’ 在干训班里 , 学员 的党员 比例较高 ,

培训机构


＾


培训人数
 达到 4 1 ％

； 在 总 工 会职 业 学 校 中 , 党 员 占

工人学校7 3 0



8 8 9 3 9 ． 2 ％ , 青年团员 占 3 9
． 6 ％ 。 至于参加培训 的学

学习小组 1 5 4 7


脳 3员的工龄 , 北京市委并没有全面的数据 , 在报

￣

＾告中只是列举市委干训班第三期和职工学校的

( 按 ： 此处的工人是专指产业 、 手工业 、 腿及搬运工人 ,

第二期的统计数据 , 详见表三 ：

并不包括文教工作者等 。 据统计 , 此类工人总数达到 2 5 7 8 6 3表三 干训班与职业学校工人学员工龄分布表
人 ’ 表 中 参加 培训 人 数 为 4 4 0 9 0 人 , 大 体 占 工 人总 数 的 ｜



；



1 7 ． 1 ％ 。 资料来源 ：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

“

北京市工人教育工
：

針雕


作报告
”

,
1 9 4 9 年 1 2 月 ’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 1 ／ 1 2 ／ 9 ) 

有此工龄者占学员总数百分比

1 9 4 9 年 1 0 月 , 北京市委曾就人城后所办短
3柳下


6



期训练班的情形 , 向 中央提交了
一

份报告 , 其 3
？

1 ( ) 年
＾

中涉及到对工人的政治培训情形 , 同时对参加 1 。
？

2 0 年


2 0



工人的政治状况 、 学历、 工龄等情况 , 也有所 2 0 年以上 8

简介 。 脱产参加短期训练班 ( 市委干训班 、 总职工学校

工会职业学校 、 天津职工干部学校 、 中 央团校工龄有此工龄者占学员总数百分比

及各厂 自 办之训练班 ) 学 习者 , 共有 4 3 7 8 人 ,


＾
—

其中工人 占 5 4 ． 2 ％
,
工厂相关职员 占 4 5 ． 9 8 ％ 。

—：

, , 5 年以上 5 6 ． 3 2

党员 占 1 6 ．
 7 4 ％ 。 不脱产就在各厂进行业余政治

！ 9 7 2 1 入 ,
8 3  1 9 ％资料来源 ：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人城后所办各种类型短期训

‘

,  ｎ ／
,

办 丄 ｘ,八
练班给中央的综合报告 》 , 1 9 4 9 年 1 0 月 ,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

职员 占 1 6 ． 8 1 ％
, 另外 , 参加各区组织的业余学编 》 (

一

) 第 7 4 6 页

校进行政治学习者 ,
还有 1 0 2 8 5 人 。 这三部分

’°

培训人数总体上細 3 4 3 8 4 人 。 北京市委还专业学校 ｆｒ

门对参加市委干训班和总工会职业学校学习 Ｍ＠培训主要针对工厂骨干和积极分子 ’ 所以＃

工人学员 ( 共 2 0 0 3 人 ) 进行了学历分析 , 详见
员的学历程度相对较高 ’

一

定程度也反映 出 ,

？二 ．
作为工业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北京 ,

工人的受教
一

．

育程度相对较高 。 从工龄来看 , 干训班和职业
表二 干训班与职业学校工人学员学历程度分布表学校的学员紅龄 3 年至 1 0 年 占很大比例 , 这
麵度


纖膽之舰符合工厂技术骨干的特征 。

芒Ｈ＾
就教学内容而言 , 各个教学组织大致相同 ,

＾＾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是重点 内容 。 北京市对于各
巾学
＾级教学组织的教学 内容并没有整齐划一的规定 ,

专科° － 5 4ｎ 但大致都包括历史唯物主义 、 中 国革命与 中 国
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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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介绍 。 刘少奇在 1 9 4 9 年 4 月 3 日北平以
‘

劳动创造世界
, ‘

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
,

配

干部会议上 曾经提及对工人政治教育的课程 , 合中 国革命基本 问题及政治形势
”

, 以 国际主

分为四种 ： 1 ． 唯物史观 ；
2 ． 中 国革命的基本问义 , 党史 、 党纲 、 党章等为主题 , 紧紧结合思

题
；

3 ． 当前的政策 ；
4 ． 组织问题, 1 9 4 9 年 9想实际进行讲述 。

“

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 ,

月 北京市工会成立职工学校 , 对工人进行政治作为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初步 , 这

启蒙教育 。 当时主要的教学 内容有 ： 1 ． 历史唯样把基本问题解决后 , 其他枝节问题 自然迎刃

物主义 ( 劳动创造人类世界 , 五种生产方式 , 而解
”

, 尤其
“

要把劳动创造世界的基本理论作

阶级和阶级斗争 , 国家与革命 , 思想意识与革 为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武器
”

,

“

若妄想在 内容

命人生观 )
；

2 ．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知识 (工人上无所不包 , 面面俱到 , 会分散力量 。 先后倒

阶级领导 ,
三友四敌 , 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

； 置
, 失去 中心 , 多走弯路 , 结果卖力大 , 收获

3 ． 党的基本知识 ( 党的性质 , 党 的指导思想 , 少
”

。
⑤

群众路线 ) 等 。

② 北京市各区同时期组织 的工人第二 , 在讲授方法上力 求通俗 、 简要 ,
结

学习在内容上大同小异 。 例如 ,
第八区在 1 9 4 9合工人思想实际 。 要想做好政治教育 ,

“

就必须

年 1 1 月组织工人学 习班 , 教学内容主要是 ： 1 ．

事先对工人的思想情绪 , 进行精细的调查研究 ,

阶级斗争 。 以艾思奇 《社会发展史提纲 》 ( 初 方能针对工人的 思想情况 , 尖锐地提 出 问题 ,

稿 ) 为蓝本。 该部分主要讲述 ： ①劳动创造世 抓住要害 ,
以工人切身生活斗争事实来教育和

界 ？

,
②励共产主义社会 ？

, ③奴射土会 、 封Ｓ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 , 而不致无的放矢
”

当

社会 ； ④资本主义社会 ； ⑤共产主义社会 。 其
时的教学在讲到

“

劳动创造世界
”

时 , 往往集
中明确指出 , 讲述

“

劳动创造世界
”

就是要使 中探讨
‘‘

谁在干活
, ,

、

‘‘

谁养活谁
”

的问题 , 于
得工人

“

确定人生观
”

。 2 ． 中国革命问题 。 以党
是工人上课的兴趣非常浓厚 , 讨论也十分积极 ,

章教材为蓝本 。 该部分主要讲述 ： ①中 国社会
很好地达成了教学 目标 。

的本质 ； ②中 国革命的任务 ； ③ 中 国革命的自第三 , 采取广泛运用诉苦会的教学方式 。

力
；
④中

？＾
的特点

二
3 ．以

, 早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 , 诉苦会就被大量运

用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 中 , 对唤醒民众 、 培

＞？ｉｉｆｓ＊民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 起到了 非常显著的

ｊ
进

侧 。 ￥过 , 目前并没有史料表明 , 北京市委

9和ｘ会从
－

开始俯算借脆
－

革命时期的工
思奇的提纲为主要材料 )

；

2
．ｔ纲党＃ ( 以刘少

作经验 。 实际情形是 ,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 中 ,

奇的修改党章报告和论党员修养为精读文件 )
；

‘

达 育的最佳縣 , 组织者主
？＠了—。 ＿＿巾共北—委干■

要从三个方面人手 ：

第一 , 突 出教学重点 。

“

各个训练班 , 针
① ａ ｂ

？
、巾夏安乂 编 》 ＼〉 , 第 ｉ ｏ ｏ 贝 。

对着人学工人的思想特点 , 进行教育 , 教育内② 转引 自 宋仲婉 ： 《建国初期北京市职工的政治启蒙教育 》 ,

容以
‘

历史唯物主义
,

为 中心
”

,

“

以 劳动创造《北京党史》 Ｉ＂ 5 年第 3 期 。

世界这一最基本的理论与思想教育作为改造思
③ 3 8 ／

想 , 确立革命的人生观的武器 , 启发工人 内在 ④ 《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翻学校党员训练班工作总结 》 , 1 9 4 9

的思想斗争 , 认识到劳动神圣 , 劳动创造世界年 9 月 ,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

一

) , 第 7 1 6 页 。

这
一科学真理 , 分清敌我 , 分清是非 , 明确阶⑤

土
京市委宣传部 ：

“

人城后对工人教育工作总结报告
”

, 北

、
． Ｉ

—

 ｜ ＿
－

Ｊ＿＿

＞

 ,  ,ｙ ,
．

ＪＪ

－

？ ,
ｙ 


 , 

． ■

,
,

．足市档案馆馆藏 , 1／ 1 2 ／ 5 3
。

ｉ立场 , 肃
“

清盲 目 的 国家观念 反苏 的 ⑥ 北京市委宣传部 ：

《

人城后对工人教育工作总结报告
”

, 北

思想 , 为主要教育方针与 目 的
”

。 在此外 ,

“

又京市档案馆馆藏 ,
1 ／ 1 2 ／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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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 , 这个培训班由铁道部等十七个单位的七史比
‘

上帝
, ‘

天理
,

更有道理
”

。

② 那些认为

百多个职工和干部组成 , 在唯物史观的讲座结自 己穷源于命运不济的工人听了劳动创造了世

束之后 ,
各支部都展开了小组漫谈和讨论。

“

有界以后 , 明 白 了谁养活谁 , 例如参加培训的同

些小组的学员在叙说 自 己 的痛苦的身世时 , 引义印刷工厂的王建说 ：

“

即使资本家挣了
一万

起了全组同学的痛苦和愤恨 , 学员们都这样想 ： 元 , 给我们九千元 , 他 自 己只 留下一千元 , 他
‘

我们工人阶级为什么以往受苦受得最重呢？ 这还是剥削我们 , 因为他不劳动 , 还是我们养活

苦是从那里来的 ？ 谁又给咱们挖掉了这个苦根他 。

”“

工人也明 白 了 自 己是历史的主人 , 懂得

呢 ？

’

因此 , 十六支部便提议 ： 让小组成员里典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的武器 , 今天对资方必须

型的受封建主义 、 帝 国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团结又斗争 。 玉兴铁工厂的资本家预备解雇工

迫剥削的学员 , 到支部会上把亲身经历的苦水人 , 备了酒菜请工人井方芳去吃饭 , 想征求他

吐出 来 , 使大家明 白学习 中所说的三个敌人的 同 意 , 井 方芳 严词 拒绝 , 饭也 不吃 就走

(笔者注 ： 指封建主义 、 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了 。

” ③ 又例如 , 石景 山发电厂的工人存在严重

义 )
, 是如何地在使劳动人民受压迫的剥削 , 这 “

宿命论
”

的迷信思想 , 该厂
一贯道徒 占 到工

苦是多么 的重
”

。 结果实行之后效果很好 。 于 人总数的 3 0 ％ , 但经过政治教育之后 , 工人们

是 , 培训部门便酝酿召开支部的诉苦会和全班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 其中 白 日 班的工人张

诉苦大会 ,
以使学员从具体的苦难倾诉中 , 提 丈起说 ：

“

我进了一贯道后他们都说有鬼啦 、

高
ｐ
级觉悟 。 1 9 4 9 年 8 月 3 日 , 全班诉苦大会 有神啦 , 闹得我深夜不敢出 门 , 还说什么享福

举行 , 除了该班全体学员参加外 , 还有市委党 受罪不 由 自 己 , 那是命中注定 , 所以我净觉得

训班的几百个学生党员 到场旁听 。 大会连续开 活着没有劲 , 无非是受苦受罪 , 今天才知道世
了两天 ,

一共 1 1 位学员 , 纷纷诉说他们如何遭 界都是穷人造成的 , 活着吧 ！
有熬头还去叫人

受三座大山 的压迫剥削和如何得了解放的事实 。 看不起 , 今天成了主人了 。

”

另一个学员丁志光
听众们常被他们的苦情激动得流泪 , 然后又从 说 ：

“

过去愿 ( 意 ) 穿点好的 , 怕别人看出 自 己

悲愤中重新兴奋起来 , 表示 回厂 以后要加 紧生 是臭工人 , 闹了半天 , 只有工人伟大光荣 。

”

学
产 , 支援前线 , 解放各地还在苦难 中 的 同胞 。 员高文卿说 ：

“

我五十七岁 了 , 平常净说 , 命穷
诉苦运动之后 , 大部分学员表示 ：

“

在课堂上听 没法 , 只有受罪 , 落了个外号叫
‘

大好人
,

, 现
到三个敌人时 ,

还不十分 冒火 , 等听了 同学们 在算知道 , 不受罪 只有斗 争 , 不能落一辈子
的诉苦以后 , 我们真的气得起火了 。

”①
由此可 ‘

大好人
’

。

, ’？

知 , 诉苦活动起初并不是唯物史观教育的规定经过初期的政治教育 ,
工人对党 、 新中 国

项 目 ’ 而是在教学过程中 的学员 自 发产生的行 以及苏联都有了全新认识 ,

＂

解放以来 , 工人在
为 ’

聽上起了歡的转变 。 从解放前后的对 比中 ,

当然 , 在对工人进行政治启 蒙教育的过程 中 ’

工人增强了对 国 民党的仇恨 , 加深 了对共产党
工入＃ ■ 巾 自

的信任与拥护 , 从学习 中知道了劳动创舰界 ,

破除了迷信宿命思想 , 启发了阶级 自 觉 , 明确
’

认识工人阶级是新中醜领导阶级 , 树立了 当
织有针对性的苦难倾诉活动 , 来更好地达到教
学 目标 。

躲每 ｒｉｂ贲昍油 播每
、

五兰 、

Ｂ讼 战壬？① 《 市委干训班开诉苦大会 》 ’ 《工人 日报 》 1 9 4 9 年 8 月 7 日 。

教学内合明确 、 教学 通俗 、 教学手段 ② 齐武 ： 《华北联工半部学校介绍 ( 续昨 ) 》 , 《工人 日 报》

革新 , 诉苦更是触及人心 。 这些做法使得工人 Ｉ 9 4 9 年 7 月 1 8 日 。

政治启蒙教育取得 良好效果 。 上文提及的杨润③
＂

ｍ－Ｍ ｘＡｖｍｍ －ａｍ
＂

,
 1 9 5 0 ＾ 2 Ｍ 1 2

＋口她 ｆａｎ 抓功 丨抑 、人ｔｏ‘‘ ｎｎ 并Ｔ丄 Ａ日 ,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

3 8 Ａ／ 2 6 。

生 , 尽管与人激烈辩论 , 但 日才间并不太久 ,

④
“

石景山发电厂工人教育情况简报 ( 教字第
一号

)

”

,
北京市

他听懂了剩余价值学说……他知道了社会发展档案馆馆藏 , 1 ／ 1 2 ／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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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东 ： 新中 国初期北京市工人的唯物史观教育述论


家作主的观念 , 转变 了劳动态度 , 提髙 了生产
“

提高情绪
”

以产生奉献精神是中共实现革命 目

的积极性 。 此外 ,
工人对苏联的认识也有 了基标的重要特点 。 与 国 民党不同 , 在实现革命 目

本的转变 ： 了解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 , 羡慕苏标的过程 中 , 中共对
“

情感工作
”

的依赖程度

联工人生活 , 要求向苏联学习技术
”

。

①更高 。

“

通过运用
‘

诉苦 ’

、

‘

控诉、
‘

批评与 自

＿我批评、
‘

整风
’

和
‘

思想改造
’

等一系列手
三段 , 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其新成员还是在其骨干

在对工人赚維練育 巾 , 坚■義
ｔ

＇

③

史纖育 为 中心的做法 , 可卿举 目 张 。

“

劳 ？

动创造人
”

、

“

劳动创造世界
”

等观点不仅是教 ｆ ＪＪ
学中的重要概念 , 更是确立起工人 自豪感建构

ｍＡ社会动员 的技巧进打分析 , 并不能也不应该否
的逻辑支点 。 既然劳动能够创造世界 , 那么 ,

、
｜ＴＩＡ ｉ ｒ－

＾ｒ
－

 3 ｉｌ ＊
Ｉ ｆ

ｉ ｒ ｒ ｆ
－

ｔ

－

ｒ
－

Ｉ

谁在劳动 ？ 当然是工Ａ＿等劳动人民 自
认工人受到资本家剥＿事实 ’ 在＿ 中工人

Ｚ＾ｔ ＼ ｒ．ＳＪｉｉＬｆＩｆｆ 存在着朴素 的压迫感也是事实 , 差别只是在对
此得出工人创造世界的结论 。 这种简单直接的ｌ

？ｍ
这种事实和感觉的合理性解释上 。 诉古会的重

逻辑成为打破工人思想 中 的宿命论以及确立工占 3ＣＡＺ
ＰＨＴＡ土

＝＝
器

ｖｆ＝＝
造

＝ ＝＝＝＝＝＝
时 , 在在教员的一句 没有大家做活 , 谁不饿＿入

Ｍ？ 弓 1 ＠工入
通过唯物史纖育

,
工人不仅获得了政治

, 、
自信 , 建立起劳动光荣 的荣誉感 , 对资本家产

彼时唯物史观教育的核也、
,

,
要在工人心、

生出阶级对立感 ； 而且在建立起对未来新世界
中确立起人类社会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线性进

向往的同时 , 初步奠定了对中 国共产党和新中
化的历史观 ,

、

人类社
今
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

目的政治认同 。 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 , 是新中
后 ’ 未来的发 是共产 ＾酣城輔体进行社会动励前奏 , 是动员 型
ｉｆｃ工人ｉＵＲｉ！

！
工入

目家治麵重要环节 。 从史实看 , 在教学 中 ,

命的阶级 , 作为其代表 , 中 国共产党是推动巾 ＂

劳动创造世界
”

的论证逻辑之简单直接 , 诉苦
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 , 在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

讨论会的大量使用 , 无疑对于工人政治观和政
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是无可争议的具 治认同确立都起到了极大作用 。

有先进性的领导者 。 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 ,

在对工人 的 唯物史观教育 中 , 常常使用
共产党领导革命及作为新中 国 的政治核心 的合 “

谁养活谁？

” ‘‘

谁在千活 ？

”

这样的设问 , 毫无
法性就来 自 其对工人 阶级的

巧
表性 。 所以说 , 疑问 , 是很有力量的 ,

也容易 激发工人的思考
建国初中共在城市工人 中进行 唯物史观教育 , 和情绪 , 产生的教学效果也很显著 。 但将

‘
‘

谁
与中共构建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有关 , 是确立剥削谁

”

与
‘‘

谁养活谁
”

对等 , 是将
“

养活
”

全新的革命政治文化的
一

个重要环节 。简单化了 ； 将
“

劳动
”

等同于
“

体力劳动
”

, 是

在教学中 , 诉苦会的引人可算是唯物史观 将
‘
‘

劳动
”

简单化了 。 尽管工人的 自豪感迅速
教育取得 良好效果的关键性抓手。 在社会动员建立 , 但此种简单化的操作未必完全正确 。 在

中 , 诉苦对于参与政治运动的主体有着特殊的

意义 。 通过诉苦会或控诉大会 ,
工人的苦难得 ① 中共北京市委宣觸 ：

“

北京市工人教育工作报告
”

,
1 9 4 9

以宣泄 , 并寻找到了所受的痛苦的根源——剥年 1 2 月 ,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
1 ／ 1 2 ／ 9 。

削 , 进而对于
“

三座大山
”

的压迫感受更加强②

＝々

区区委会 ：

“

七 月份工作汇报
”

,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

烈 。 诉苦对参与者的情感唤醒和斗争情绪的培
③ 裴宜理 ： 《重访中国革命 ： 以情感的模式 》 , 刘东主编 ：

《 中

育都有着极强的作用 。 正如裴宜理所言 , 通过国学术 》 第 8 辑 , 商务印书馆 2 0 0 1 年版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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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第一部分 , 当一些工人基于生活经验提当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时 , 大部分

出
“

劳资是互相合作 , 彼此养活
”

的认识后 ,
民众便认为此措施乃是顺理成章 的 。 另外 , 在

没有资料证明 , 教育者是如何通过严密的逻辑实际操作过程中 ,
思想教育中 的诉苦会往往与

论证去说服工人 , 更多的情况可能是 , 在
“

劳其后对反动分子的控诉大会前后相承 , 是党对

动创造世界
”

的简单逻辑图示下 , 在诉苦会的工人进行教育与社会动员 的系 统体现 , 由 此 ,

激烈氛围中 , 这些工人都放弃了原有的模糊认工人视党和 国家为救星 , 产生 出
一种感恩型 的

识 。 但恩格斯分明说 ,

“

马克思 了解古代奴隶政治认同 。 这种情感对于当时的动员 型 国家治

主 , 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 , 因 而 了理发挥了极大的历史作用 。 当社会重新走 向市

解他们的历史正 当性 , 承认他们在
一定限度 的场经济 ,

工人 、 国家 、 执政党和资本都将在社

历史时期 内 是人类发展的杠杆 ； 因而马克思也会转型中去寻找合适 的位置 , 毫无疑问 , 此种

承认剥削 , 即 占有他人劳动产品 的暂时的历史政治认同也需要新 内容 ,
以适应时代要求 , 这

正当性
”

。

①那么 , 在新中 国建立之前 , 这种暂时无疑是充满挑战性的历史任务 。

的历史正当性消失 了没有 ？ 在漫长的阶级社会

中 , 对立性 阶级之间的某种阶段性合作本就是本文作者 ： 历 史学博士 、 法学博士后 、 中

生产力发展 的需求 。 何况按照 中 国革命的话语国政法 大 学 马 克思主义 学 院 副教授 、 硕

体系 , 中国 的民族资产阶级跟 中 国 的无产阶级士生导师

一样 , 共同面临着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责任编辑 ： 赵 俊

压迫和威胁 ,

“

劳资是互相合作 , 彼此养活
”

本
就是当时 中 国生产力未发达时应有的面相 。 在

对工人的唯物史观教育中 , 确立起工人对于资① 恩格斯 ：
〈＜法学家社会主义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幻

本家的鄙夷与否定 。 日 后 , 从社会心理而言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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