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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子 期 识 分 子 间邋 的 论邃

朱 文 显

在半个多世纪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正

确地估价了知识分子灼地位和作用,关心他们政治上、业务上的进步和生活中的疾苦,并且

亲自同他们交朋友,进行言传身教,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贴心人。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

问题的论述,是我们党的重要理论财宙。认△地学习这些论述,对于清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

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锫误,正 确地对待知识和知讠卩分子,有 苷趸要的意义。在i人 Π圭,准各谈

谈向己妁学习体会。

(一 )

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过争论的。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经历

过几次大的反复,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而在这几次反复中,周 恩来同志则一苴站在正确的

方面,为捍卫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北伐战争时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阶段的后丨9l党 的领导人陈

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导致了革命的失败,而当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多出身于知

讧分子,囚而在ˉ些同志当巾就产生丁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左倾情绪,即不信任知识分子的革

个坚定仕, “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领导干部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1)摘唯成 分 论。在

一九二七年的 《中共 “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还把党和工会的指导机关中学生和知

识分子出身的较多这一现象,说成是 “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在同

年十一月的巾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 《中田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巾,又进

一步提出了 “刂旨导干部工人化”的口号。正如周恩来甫志指出的,那时 “把工人干部当作偶

乍t,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2)当 时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的李立二同志就认为 知 识

分子岣作用宄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到海陆革的几百名教

导冂的讠t生 ,就没有当作干部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都在作战中

牺牲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召开的 “六大”,正确地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

动主义、军事百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都作了正确的沦述。但

是, “六大”对 “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情绪,却未能从根本上加以肃清,对党的组织问题

特刖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闷题,也未能很好的讨论。同时由于 “六大”是在共产

田际的苴接领导下召开的,当 时担任共产国际主席n勹布哈林在知识分子问题~廴的一些钳误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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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不能不对大会产生严重影响。周恩来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时有一个不 好 的 倾

向,就是把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当成人身玫击。 “机会主义的代表”张国焘和 “盲动主义

的代表”瞿秋白同志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 个 大 知 识分子在吵

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8)在 这种对知识分子的一片斥责声中,周 恩 来

同志勇敢地坚持了正确的意见,批评了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在他为会议起草

的 《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特别强调了要防止和纠正 “反知识分子的 倾 向”,即 认 为
“
每个知识分子一定犯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正确观念”以及 “知识分子拼命也是靠不住的”等

错误看法。(4)会后,在 他为中央起草的 《告全体党员书》的第四部分中,又进一步 指 出:

“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

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5)“六大”以后 的 历史 ,

有力地证明了周恩来同志的科学论断。在 “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知识分 子 出 身 的彭

湃、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方志敏、杨殷和瞿秋白等同志,都先后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

屠刀之下;而成了无耻叛徒的一些人中,如向忠发、顾顺章、徐锡根和卢福坦等,却是出身

于工人阶级的。

在工明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统治下,不少的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一九三五年一

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使党在知识分子

问题上的左倾错误逐步得到了纠正。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了 《大量吸

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批评了存在于许多干部中的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心理,提出了
“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的著名论断。(s)当肘,在国 民党统

治区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模范地执行了这一决定,在知识界作了大量的团结、教育工作。对遭

到国民党迫害的和生活上有困难的知识分子,还给予热情的关怀和照顾。马寅初教授因反对

蒋介石被捕,获释后生活无着,向国民党报刊投稿都被退回。周恩来同志得知 后 ,就 指示
′
《新华日报》登他的文章,并给予极高的稿酬。剧作家洪深生活无着,举家服毒自杀未遂。

周恩来同志闻讯,立即派人救护,并资助他们治疗休养。(t)与此同时,周 恩来同志还 争 取

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去革命圣地延安。周恩来同志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扩大革命知识分

子的队伍,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根据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情况,对他们采

取 “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通过了思想改造这种自我教育的形式,帮助他们分清了敌

我,克服了头脑中存在的剥削阶级思想和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从为旧社会服务转移到为人

民服务的轨道上来。与此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知识分子。所以,到了

-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侯,我昌知识界的面貌

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当 时党内不少同志却认识不了这种变化。他们低估了知识界

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因而对他们采取

宗派主义的态度,不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适应社会

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委托周恩来同志召开一次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

在 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 恩来同志作了重要报告。在他

的报告中,明 确肯定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通过了党的教育和自我改造, “
他们中问的绝大部分

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改

菩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9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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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8)周 恩来同志的这个报告,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个全面论述知识分子政策 的 文件,是
一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的行动纲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在党 “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下,分别列举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同志

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指出 “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

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等观点”, “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

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

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周 恩来同志的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

梓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就是在同年九月召开的 “八大”上,也没有得

到足够的反映。在 “八大
”的政治报告中,不但没有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 “已经是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工作的新的出发点,而且强调了在大中小 的 资 本 家之

外,还有个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且认为他们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9)在 此 之

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又提出了要根据世

界观和家庭出身、受教育状况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等错误观点,作为大多数的知识分

子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论依据。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 “八大
”二次会议上,进

一步提Hi了 我国现存 “两个剥削阶级”和 “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其中一个剥削阶级,便
是 “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在这些锆误观点的指导下,随着 “

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和深入,又先后在知识界开展了 “教育革命”、 “拔白旗”、 “反右倾”等运动,使得对待

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广大知识分子精神上受到压抑,感情上受到伤害,积

极性也受到了限制,这就不能不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周 恩来同志

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一九六
=,年

二月和三月连续就文艺工作发表了三次重要讲话。在这些讲

话中,他用很大的篇幅讲了几年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说:这几年来在知识分子

中, “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有个框子 ,

非要人家这样说不可,不合就不行。”(1o)业 且认为有关领导对此要作检讨,要在 精 神上和

物贡上进行 “退赔”。鉴于知识分子头上这顶 “资产阶级”的帽子是一切麻烦的总根子,周

思来同志和陈毅同志、聂荣臻同志等又一次为知识分子 “脱帽加冕
”。周恩来同志重申: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联盟。我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知

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11)但 是, 由于

当时林彪一伙已在煽动极左思潮,周 恩来等同志的正确主张仍然没有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得到

贯彻。相反地,随着 “阶级斗争”的步步升级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不单是知识

分子,党、国家和人民都遭受了深重的灾难。

但是,真理总是要战胜谬误的。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邓小平同志高举拨乱反正的

凑 :∶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批判了 “两个凡是”,推翻了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
“两彳估计”

,(12)肯 定了周恩来同志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科学论断, 明 确 宣 告: “我 国

广大灼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 阶 级 的 一个

部分,正左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13),业且号召全党要 “尊 重 知 识,尊 重人

才”(14),从而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

(二 )

。 3·



周恩来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一贯竖持正确的蹯线和玫策?根源于他对知识分子的正确

分析。

周恩来同志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甚至不是一个统一的阶层。早在一九

二五年,周 恩来同志就批判了 “知识阶级”这个提法。他说:和军队一样, “知识分子也是

工具,他不生产,同时也不是掠夺别人生产而成为自己的生产的。完全不是个阶级,只可说

他是知识分子或知识界。”又说: “压迫者利用知识分子来想法压迫人,被剥削者也可利用

知识分子来反抗压迫者。”(15)周 恩来同志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并且集中反映在建国以后为

正确地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萆法》而制定的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

级成分的决定》中(16)。 这个决定由两个部分组成,-是一九三三年瑞金中央政府为 着 正确

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公布的两个文件,即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7)不口《关于土 地 改革中一些

问题的决定》,由政务院稍加删改和补充;二是政务院的补充决定和若干新的决定。由于政

务院的这个决定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制定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其中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

规定9看作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具体体现。

我们只要把 《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原始文件(1:)和政务院修改 补 充后的

文件稍加对照,就可以发现,在原件中 “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 成 分 决 定”的下

面,补充了 “其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这样一句十分重要

的话,并且在 “说明”中相应地作了以下补充: “知识分子木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

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例如本人当地主的是地主,本人当资本家的是资本家,本人当自由

职业者的是自由职业者,本人当职员的是职员,本人当军人的是军人牛。知识分子依靠家庭

供给主要生活来源者,其本人成分亦依其家庭成分决定。”这些补充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 ,

对于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只能和分析其它阶级一样,严格地运用经济标准即本人取得主要

生活来源的方法来划分,而不能依照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和别的什么标准来划分。按照这个

决定,我们可以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划分为四个部分 :

第一部分是解放前属于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成员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田民党政府

的各级负责官吏。这部分人数量不多,并且在解放后都根据他们的现实表现分别仵了相应的

安排和处理。

第二部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叩一部分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民族资本家和直接参与了

资木主义剥削的资本家代理人。这些人本来也就是各自企业的专家和工程枝术人员。在我冂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堪本宄成之后,陈云同志自谈到过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使

用和安排问题。他说: “我冂民族资本家巾的绝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近代生产枝术和

经营符理的知识”(19), “过去苏联出美元和洋房请关囤专家。现在我们不需要出 关 元、洋

房,资本家还敲锣打鼓来向我们要求工作,给他们工作就很高兴,我们为什么不用他们?不

用就是傻瓜,这不能说是懂政治。”陈云同志对这部分人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接若说 :

“这笔财寓究竟有多大呢?我看至少不低于他们生产资料那一笔财官。”(2o)陈 云 同志还认

为,在已经公私合营的企业中,还要使这部分人 “有职有权”。这种权就是 “国家给予他们

的一种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权”。(21)这就表明,党对于这部分真正的 资 产阶

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即 同其他资方人员一样,实行既团结又利用、限制、改造的

方针,并且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随着资产阶级的被消灭,这一部

分人巾的绝大多数已经陆续地被改造成为囤家的工作人员,成为人民的知识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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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职贝,瑚j政务院补充决定中所说的 “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 的 或 私人的机

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 要 来 源 的人”。其中
“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 “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

”的, “例如工程

师、教授.专 家等,称为高级职员”。这个补充决定还明确指出:无论是一般职员还是高级

职员,都是 “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除了上述已经指明的人员外,这部分人还包括大中小

学教师,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出版和卫生、体育工作者,以及在工业、交通、

财政、金融、邮电和其它公用事业单位供职的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在知识分子中是大量的。

早在建国前夕,周 思来同志就在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文艺工

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22)把 “枯神劳动者”即脑 力 劳动

者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共产党宜言》中就指出: “
资

产阶级抹去了∵切向来受人尊重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

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而 “雇佣劳动者″正是工人阶级最本质的特征。邓

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说: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

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13)

第四部分是自由职业者。政务院的若干新规定中说: “
一切依靠独立苜业为生,但不剥

削他人的医生、教师、律师、新闻记者、若作家、艺术家等,称为自由职业者。”这部分人

的组成怙况和职彡t是一样的,都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不过职员受雇于国家的或私人的和1

关,而他们则 “独立营业”
罢了。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是把他们划到 “农民以外的各种

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当中去的。(23)需 要指出的是,这部分人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屮所 d万 的

比例也不大。

综上所述,我匚l的 旧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是被称为 “职贝
″的那一部分,按其阶级地位

来说,他们是雇佣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囚力如∫匕,他们解放后都先后加入了工

会。这也表明了他们作为△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得到党和人民的承认。而那种认为知识分

子进了工会也不一定算是工人阶级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历臾证渺J,什 么时候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知识分子当作一个统一的阶级看待,就必然导致

政策上的失误,甚 ji造成严重的后果。如上所述,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失败以后 在 党 内 产生

的排斥知识分子的浈向,主要是受了布哈林的影响。而布哈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的 一 些 左

的主张,又是同他把知识分子当成一个独立于基本阶级之外的中间阶级的错误理 论 分 不 开

的。(24)既然是 “中问阶级
”,当 然就只能团结,不能依靠了。而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对待

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则先是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统统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

更拄而广之,把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一古脑儿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把高等院

饺⒎∶一些文艺单位,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业且是 “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

,

囚而提主要从这些文教单位开刀。我们不能忘记, “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内舀L,就是从北

京大学宙1一 jk大字报开始的。

〈三 〉

为了捍卫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周 恩来同志对一些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

和仵法i!上 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而i文种批判和斗争,又往往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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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有关细l识 分子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周 恩来同志坚持原则,毫不要协,充分表现了

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首先是工学界限的问题。如上所 述,这 个问题 在 “八七会 议”上已经出现,到了d开
“六大

”的时候,已经发展得比较严重。在 “六大”的七十五个代表中,工人就占了四十一

人,而这些工人同志又多是没有经过革命锻炼的。选举中央委员时,很多 “五四”时朋就参

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没有选上,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恽代英同

志的中央委员也是到了二中全会才补上去的。(25)周 恩来同志对这种排斥知 识分子的怙况极

为不满,因而在大会结束之后起草的 《告全体党员书》中批评说: “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

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 内 的 ⊥ 学界

限,增加丁党内的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另外,他还批评了 “机械

地规定指导机关中工人成分的比例”的形式主义错误。(26)

解放后,周恩来同志在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批评的在知识分子闸题~L的宗派

主义,实际上就是在二十年代后煳出现的工学界限的流毒在新形 势下的反映。它的 主 要茯

现,是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党外的知识分子缺乏应有的信任和支持,在使用和安排上

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一部分 “历史复杂
”的人,更受到了长瑚的不应有的怀疑。这就

使这部分具有国家建设急需的专门知识的人 “闲得发慌”或 “用非所学”。周恩未同志尖锐

地指出: “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情形,必须加以消灭。”他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

对他们中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并且克服在对待他们入党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8)

历史已经证明,在干部问题上划分工学界限,排斥知识分子是很错误的。过去我们党的

干部队伍,很大一部分就是由知识分子组戊的。邓小平同志庄军委座谈会01讲话中说: “抗

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 人 ,从 这批
‘三八式

’
里边选出来的。”(29)至刂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

春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再来人为地制造工学界限,更是十分荒谬的。在 “文化大革命”

中所谓 “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错误决不能再重复。为了开创社会主义玑代化建设

的新局面,胡耀邦同志号召全党: “一定要反对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 割 裂 开 来、对立起

来,看成
‘
异己力量

’
的镨误倾向,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部分的正确观念,百倍地 加

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2:)

其次是所谓 “白专道路”。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又红又专。周恩来 同志 提 出的
“红色专家”,(8)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这个正确的口号曾经遭

到歪曲。有些同志一个劲地强调 “红”,空谈政治,把一些努力钻研业务,政治活动参加得

较少的人诬之为 “白专道路”,甚至还开展了所谓 “拔白旗”运动,使一大批在业务上卓有

成就的知讽分子受到了伤害。周恩来同志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只 有在政治

上反对社会主义的才算 “白”。把一些专心致芯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说成是 “白专道路”

是很锴误的。他举例说:假如在导弹部门有两个人,一个人努力工作,两年就把导弹搞出来

了,只是政治上懂得少些;而另一个人虽然天天谈政治,但是搞了五年还没有搞出来。我只

能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实际上是在导弹部门 “捣蛋”,只有请他出去。(1o)

必须指出,周 恩来同志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是十分关心的。几乎在他的每一

个有关知识分子的报告和讲话中,都谆谆教导知识分子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彻底改造世界观,全心金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在 《关于知识分 子 问 题 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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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他还列举了一些知识分子对
·
于社会主义采取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的种种表现,加

以严厉的批判。但是,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有知识,离开了他们各自的业务专长,就丧失了他

们为人民服务的手段,也失去了他们存在的价值。因此,周 恩来同志又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在

业务上的进取精神。早在一九二二年,周 恩来同志就借用资产阶级诬蔑 “俄共有野心”这句

话,说 :“野心未必便怀 (坏 ),但须看本着什么见地来运用。且夫若无野心 ,无论求什么学 ,

做 什么事,都不会有大成。”(29)这 里说的 “野心”,也就是进取心。在业务上,就是要有

一股子钻劲和傻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红和专是

不能分离的。邓小平同志说得好: “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

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 的表现。”(30)那不中浑浑盥噩,胸无大志,不学无术,入

云亦云的人,红专两个字和他们都挨不上边。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毫无用处的。

过去,曾经有一种把红和专对立起来的说法,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还会出修正主义。

似乎一个人没有文化还好些,辛辛苦苦读了十几年书,反而变成了资产阶级。其实,早在三

十年代,斯大林就批评过那种认为工入、农民ˉ被送入高等学校 ,便成了 “第二等人”的说

法。他说: “这样说来,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 (笑声 )” 业且尖锐地指出:

“也许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可能走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 动 的 地 步 。”(31)我们 在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正是这样。

第三是平均主义。早在二十年代,周 恩来同志就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 “平等观念”
,

认为它 “
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思想的反映”。(32)建 国后,他又进∵步指出: “平 均主 义是

ˉ种鼓励落后、i且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生义制度毫无共同之

点。”(3:)在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 ,周 恩来同志针对当时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

向及其他不合理现象,提出应该 “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适当地

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并

且改进升级制度,制定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发明刨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

以鼓励知识分子上进和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周恩来同志还特别指出,应 该 使 知识分子有

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 “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 )用

在自己的业务上”。还要注意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适当地提高他们的待遇,使他

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认为
“
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

要地费去太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同志指示调

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当时误传顾要五百元的月薪。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会

议上说: “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五百元就给他五百元。″(34)这件事生动地 表 明了周恩

来同志对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态度。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按劳分配。知识分子从事的是需要专门训练的复杂劳动。按照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复杂劳动具有倍加的简单劳动的意义。同时,知识分子的劳动又是

脑力劳动,需要相应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所以,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是按劳分配原则

能否得到贯彻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的大问题。早在建国初期,陈云同志就在

全国钢铁工业会议上指出:技术人员是 “我们的
‘
国宝

’”,对他们 “在物质上也应有必要

的保证,不要使他们有家庭之累”(35),以 利于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

下,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在知识分子待遇问题上,按劳分配原则还是贯彻得比较好的,基

本上作到了按职务和学衔拿工资。但是,以后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特别是经历 了“文化大

。7·



革命”的十年浩劫,知识分子的待遇被压得越来越低。根据报刊公布的调查材衤⒈9在-些仝

国知名的高等院校中,中年教师的工资普遍低于一九五六年国务院颁布的高教工资标准:在
副教授和讲师中 ,没有一人达到相应级别的最高标准;就是达到各自的最低标准的,也只有百

分之四和百分之五。有的副教授甚至还在拿助教的工资。(36)从整体上看 ,知识 分子的收入 ,

与同年龄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相比,一般要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3氵 )对于这种严

重违反按劳分配原则,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合理现象,最先提出纠正的是邓小平同志。早

在一九七五年八月9他在 《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就 明确地指出要研究工资政策包

括提高技术人员待遇的问题,并且一针见血地说g “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

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方

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3:)粉 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在国家 财政经

济状况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采取种种切实的步骤,逐步提高广大知

识分子特别是任务重、工资低、负担多、身体差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使他们的工作和生

活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陈云同志说:把钱用在中年知 识分子身 上,就是 把好锕用 在刀
Ⅱ

刃上。(39)在 最近闭幕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赵紫阳同志还进一步指出: “鉴于目前 中年

知识分子骨干的工资偏低问题比较突出,尽苷国家财政还有困难,在今后也要尽可能拿出些

钱来,把他们的工资收入逐步提高到与其职务和职称相适应的等级线内。”(40)

在我们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由于”J史 n勹 坛t凶 ,

周恩来同志在谈到某些闸题的时候,也沿用了当时流行的一些不止晓n勹提法。这是完全叮以

理解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他沿月lj上 些谙误提法的时侯,往往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进

步。(41)周
l二 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闸题的论述 ,是我们党半个多世纪中 (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

革命以后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总结,它不但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当前

和今后的知识分子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

的正确领导下,长朋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种种左倾错误已经或者正在被清除,周 恩来同

志当年的愿望正在-个个地变成现实。堇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步形成。

我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知识分子一定会

同工人、农民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斗争中,努力改造白己的主观世界 ,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资文明和枯神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 !

,注释

(1)《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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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恩来选集》上卷第181页。     '
(硅 )《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农大会

文件汇编》第320页。

(5)《 周思来选集》上卷第10页 .

(6)《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583页。

(了 )《 人民的好总理》上,第 426页,人 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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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氵 )《 邓小平义选 》 (lgT5-1U∷ 出:)第 40、

63、 86、 17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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