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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缘起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1952年我从清华大学分配到中宣部，成为在陆定一部长领导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但很长时间，我都没有与“定一同

志”见面。 

  我第一次见到陆定一，是到中宣部一年之后。不是在中宣部机关里，而是在《中国青年》创刊三十周年的庆祝会

上。庆祝会很隆重，还摆了宴席，我曾为《中国青年》写稿，也被邀参加。席间，一位长者站起来讲话，无锡口音，话

很难听懂，人也不认识，就问接待我的《中国青年》编辑:“这是谁？”编辑吃惊，说:“你不认识？就是你们的部长

呀！”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陆定一的情景。 

  1949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1955年进一步设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

并且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聘任学部委员。这是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来，向中央提出的

建议。 

  聘任学部委员的事，具体操办的是中国科学院；上面拍板的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来指导此事的，是中央当时联系科

学工作的部门——中宣部。当时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61人中，在中宣部任职的共有5人:陈伯

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陆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项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但

陆定一并没有当学部委员。 

  那么，陆定一是不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平心而论，应该说是。他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写的《我们对于

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反对“新闻就是‘政治

性’之本身”的说法。我以为，这篇论文应该视为中国唯物论新闻学的奠基之作。他1947年发表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

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我以为也算得上是那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扛鼎之作，美国大使特地把这篇文章选送美国国

务院，后来收在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 

  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学问，他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学者。他这位有学问的高官都不当学部委员，

别的行政性质的或者学问没有那么大的高官，就都无从提起、无从争起了。 

  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是他执行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还是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映了他的观点，现在无从考

证了。但是无论如何，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称道的事。 

  如果要问，在中宣部长这个岗位上22年，陆定一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想，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的人，无论是党内

还是党外，回答恐怕会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

求。 

  最先提出“百花齐放”，是在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

陈出新”八个字。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1953年。当时，对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

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向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第二年创办《历史研究》杂志，也以此作为办刊的方针。这件事，

历史学界几位党内主要领导人大概是知道的，在历史学界外一般还不知道。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次会议以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劳动人

民的一部分和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而载入史册。在这次会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不

党史视听  

★文献记录片

伟人毛泽东 伟人周恩来

伟人刘少奇 伟人朱德

伟人邓小平 开国大典

★红色旋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东方红 唱支山歌给党听

春天的故事 走进新时代

重大事件  

邓小平南巡讲话 八七会议

1989年政治风波 遵义会议

粉碎“四人帮” 瓦窑堡会议

秋收起义 庐山会议

百色起义 七千人大会

 

历次党代会  

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中共二大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

 

网上党校  

  

党旗 党徽

  

党章 入党誓词

 



 

要做“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

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

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 

  这段话，虽然还没有用“百家争鸣”这四个字来概括这样的政策思想，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包括陆定一在内的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原由是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陪同人员

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关方面向中央反映这个情况。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

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

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就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的过程

中，4月27日陆定一发言，他从对苏联专家批判中国植物学家胡先 问题的处理，说到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把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从苏联过去反对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后来又不反了，说到中国科学院一

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不知道这样一来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

干涉最多，说到中国关于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争论，说到昆曲旧戏《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陆定一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四字，不仅呼之

欲出，事实上已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初步展开了。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讨论总结，讲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

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又讲了关于“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陆定一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

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由此可见，陆定一积极参与了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决策，是这个方针的权威的阐释者和创造性执行者。 

  1956年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从而使这个方针成为党的全国代表

大会这个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 

  编写:石戊《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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