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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为何走向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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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走向延安的潮流，成为当时国共对垒政治格局

下的一大景观。这一潮流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标志，进入高潮在1938年至1939年间，至

40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时间，延安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

集”。 

    ●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当时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直接因素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党内一度盛行“左”的知识分子路线，其特点是对知识分子

的排斥和不信任。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为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的转变奠定了基础。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首先打破了“左”倾关门主

义的束缚，改变了知识分子政策。决议明确指出： 

    （一）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

待。 

    （二）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都

可以到苏区来。 

    （三）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论其出身如何，苏维埃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查阅1939年至1941年间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电文可以发现，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开始

走向成熟。在这一时期，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党内高层领导对知识分子的现状、

特点、阶级归属以及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号召， 明确提出，“对于

知识分子的争取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后又强调指出：“笔杆子跟枪杆子结

合”。1939年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呼

吁“抢夺”知识分子，指出：“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

慢了就没有了”。为了更好地吸引知识分子，我们党还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

欢迎”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可以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当时国内知识分子

政治走向的一个直接因素。 

    ●在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下，大批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双重考虑，作出了走向延

安的选择 

    20世纪30年代曾被历史学家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西方世界爆发的1929年至1933年的

经济大危机，打破了自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以来的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世界局势发生

很大的变化。当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都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

义者的经历。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国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双重考虑走向了延

      



安。 

    首先，知识分子走向延安源于士大夫的“入世”精神。近代以降，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

变局，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民族危机，知识分子承担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责任，把自

己的事业同国家民族的未来相联结。就上世纪30年代而言，抗战救亡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历史选

择。在日本加剧侵华、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形势下，知识分子自然具有选择走向延安的历史

动因。 

    第二，走向延安也是知识分子面对日本侵华危机作出激进政治参与的必然选择。在空前严

重的民族危机下，救亡又一次压倒了启蒙。由于思想倾向和阶级立场的差异，知识分子呈现不

同程度的政治参与：有的通过学术研究关怀现实；有的直接参加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革新政

府来挽救危亡；有的因不满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而走向了体制的反面。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

的妥协退让，使许多进步的青年学生、学者，以及当时社会上最有威望的文学才华的人如鲁迅

等，都逐渐左倾。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了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节节败退。在

这种形式下，知识分子面临“走向何处”的问题：是留在北平、南京——日本占领区，还是投

奔重庆——大西南国统区，抑或走向延安——中共的陕甘宁根据地？对于“左翼”知识分子和

共产党作家来说，前往延安是他们必然的归宿。 

    第三，“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对延安政治生活的强烈认同。

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陪都的“重庆”，呈现出腐败无能之态。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

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实行特务统治；政府办事效能低下，官场贪污腐

化成风。经济上，国统区经济凋敝，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四大家族控制经济命脉，大发国难

财。军事上，国民党军队军纪废弛，战斗力不足，正面战场上接连丧失国土。这一切使大批知

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骤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革命圣地延安是平等自由民主的“乐园”。政治上，延安是“民

主中国的模型”，党努力建设抗日民主模范特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鼓励学术研究，提倡言

论自由。物质生活上，实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军事供给制生活。此外，延安革新社会旧俗，

主张男女平等，提倡革命道德，普及大众文化，反对封建礼教，废除封建陋习，建立同志式的

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此外，我们党还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吸引

中外记者、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来延安，他们以第三者的眼光，在延安参观访问，观察思考，

撰写了相关文章，这进一步扩大了延安的影响。所有这些使知识分子对延安产生了强烈的认同

感，延安成了昭示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灯塔。作家丁玲在《七月的延安》写到：“这是什么地

方？这是乐园”。 

    “延安”与“重庆”的对比，使得许多知识分子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由

秩序的反叛者向民族利益的维护者转变；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合法性遭受空前严重的质疑。在广

大知识分子眼里，只有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声音是最真诚的，最高亢的，最打动人心的。而

国民党“政府自绝於国民，非国民先绝於政府”，从反方向把大批知识分子们推向了通往延安

的革命之路。 

    ●中共地方党组织和设在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千方百计地把一批批知识分子送

往延安 

    当时，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具体途径和过程如下： 

    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为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南方局等

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领导团结下的社会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人士的引导

疏通，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1937年，为适应抗战培养干部的需要，我们党通知上海党组织，

调艾思奇和何干之到新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他们一行12人是第一批到延安的著名知识分子，

受到了热烈欢迎。1940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张仲实和茅盾到达延安。更重要的是，中共地



方党组织和设在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以合法机构的名义吸收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

把他们一批批送往延安。 

    二是参加延安革命根据地学校的招生考试。我们党在1937年至1942年间，先后创办了抗日

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17所院校，大都面向全国广大青年招

生。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以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

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经《新中华报》刊载后，各地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当时的八路

军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后有“红色桥梁七贤庄”之称。 

    对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我们党设立了交际处负责对其进行接待和安置。交际处担负的一

项重要任务就是经常了解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生活特点和业务专长，使他们学有

所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一般来说，青年学生先由延安交际处负责安排食宿，造册登记，

然后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安置，绝大部分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培训后再分配工

作。 

    总之，这一潮流的出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政治纲领的巨大吸引力。知识分子

走向延安，壮大了革命队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化水平，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

设。他们通过我们党的政治整合，实现了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成为思想上认同和接

受革命意识形态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架起了连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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