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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曲折的发展轨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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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日期：2006-9-7  阅读1304次  

研究生教育是本所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历任领导都相当重视，把它视作本所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过去的50年中，由

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本所的研究生教育并不一帆风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本所的研究生教育逐渐走向正常化

和制度化。总体上看，呈现出一种曲折的发展轨迹。 

研究生班的开设：本所研究生教育的肇始 

本所的研究生教育可以追溯到建所初期。 

1959年9月，历史所正式建所后，即根据市委宣传部、教育卫生工作部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指示，制订了《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第一期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并于同年秋季开始招收研究生。 

该培养计划共分三个部分：一，培养的方针和要求；二，课业进程；三，组织领导与纪律。 

在培养的方针和要求中，提出了明确的培养目的、基本要求和教育原则。具体如下：（一）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

一批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又红又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工作者。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锻炼，提高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政治觉悟，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此同时，采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加强历史科学基

础知识的训练，争取在三年内具有从事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以便培养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工作者；（二）为达

到上述培养的目的，必须在研究生原有的政治觉悟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政治锻炼和历史科学基础知识的训

练，提出以下要求：1、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要求在三年内应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历史科学名著选读（包括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科学名著）；2、加强历史科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训练――根据第一

期研究生的学习基础，应在历史专业知识方面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必要的基本训练。要求在三年内应学习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某

些专门的断代史和专史。与此同时，必须通过学习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和专业实习这两门课程加强历史科学工作的基本训练，培养

从事历史科学工作的能力；3、加强外文学习――要求在三年内学习一种至三种外国语文（俄文、英文、日文），具有能够阅读外

文历史著作、刊物和翻译的能力，以便具有掌握中外文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4、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在三年内经

常参加形势教育和定期的劳动锻炼（每学年下乡劳动一个月），逐步提高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在改造思想和确立无产阶级革命

的世界观方面有显著的成就，能够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三）为实现上述培养的方针和基本要求，必须坚持

自学为主与指导为辅相结合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原则：1、研究生的学习，应以自学为主，而辅助以必要的讲解和指导。

除外语和古代汉语等必须讲解者外，一般课业均以自修和讨论为主，给以必要的指导和讲解；2、研究生的学习要求贯彻理论与时

间相结合原则，各学年的课程都包括自修和实习两方面，例如第一年的中国历史名著选读就是配合中国历史学习的基本训练的课

程；从第二年起按专业分组，学习专业课，并进行实习（包括阅读、整理资料、调查研究、参加学术讨论及训练写作等），为第

三年写论文做好准备；第三年除学习外，要在第二年实习的基础上写论文。所有这一切设施，都是为着培养实际工作的能力和独

立思考的能力，达到培养的目的和要求。 

依照上述培养的目的和要求，计划中制订了详细的课业进程。这个课业进程规定：第一年的学习着重在学好基础知识；第二

年着重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三年着重在培养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的工作能力。并依据这个科研进程，订出了每一年的学习课

业：第一学年：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中国通史（包括参加学术讨论在内）；3、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及实习（包

括阅读整理资料、参加学术讨论及训练写作）；4、外国语文；5、形势教育和劳动锻炼。第二学年：1、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

学名著选读（包括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科学名著）；2、世界通史；3、断代史或专史的研究和学习（包括整理资

料工作、调查研究、参加学术讨论和训练写作）；4、外国语文；5、形势教育和劳动锻炼。第三学年：1、断代史或专史的研究

和学习（包括资料整理工作、调查研究、参加学术讨论和训练写作）；2、外国语文；3、研究生毕业论文；4、形势教育、劳动

锻炼和学习鉴定。 

为了确保该培养方案的有效实施，计划的第三部分特别对研究生的组织领导和纪律作了明确规定：1、为贯彻研究生的培养教

育计划，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采取一些必要的组织措施。在总支和所的领导下成立研究生班，设辅导员一人，具体负责政治思想

和管理研究生班的经常工作，掌握学习、生活、体育卫生、政治活动等项组织和制度，并经常向所长和办公室主任请示报告。2、
研究班的辅导工作，除邀请所外的教授进行报告外，在所内应指定专人负责各种课程的辅导工作。凡担任辅导报告者，应列入工

作计划，事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保证教学质量。3、研究生的待遇按高等教育部的规定执行，入学以后，即在辅导员领导下，

建立学习和生活的组织和制度。4、研究生的学习按每年二学期进行，劳动锻炼期间每年一个月，在每一学年结业后进行一次考试

和鉴定。5、研究生的品德和学习优良者应予表扬，遇有品德和学习不良者应予以批评或必要的处分，凡属应表扬或批评或处分

者，应提交所务会议讨论决定后经院部批准予以实施。 



根据这个培养计划，1959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了充实科研队伍，分别在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办研究生班。经济

研究所研究生班，以攻读《资本论》为主，生源来自原财经学院59届毕业生。历史所研究生班，以原政法学院政法专业10名59
届毕业生（后浙江省委党校派来一名青年教师在该研究生班借读）为学员，计划用三年时间攻读历史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由于

学员全部来自非历史专业，故开班初期以打基础为主，由华东师大教授吴泽讲授中国通史，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大教授冯

契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予同讲授中国经学史，本所老学者陈懋恒女士讲授《资治通

鉴》，本所编译组沈遐士先生讲授英语。1959年9月15日，该研究生班正式开学，共11名学员。至60年代初，该研究生班一分

为二，其中杨德聪等4人调入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学习深造；其余6人则深入国棉二厂调查研究，编写厂史，同时继续研究生课程。

至1960年4月，该研究生班正式结束。留所的6名研究生，杜庆民编入古代史组，吕继贵、张铨、简秉璇、叶庆俊、王光荣编入

中国现代史组；调出的4人为杨德聪、龚介民、朱娱斋、袁慕荣；研究生班的另一名学员，是在此借读的浙江省委党校青年教师罗

平。研究生班的英文课则时断时续，持续到1963年底。 

研究生班的开设，是本所研究生教育的肇始，也是本院研究生教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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