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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历史性实践 

翟爱玲 

恢宏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经历了近 30 年的风风雨雨后同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起走进

了历史，然而它留给人们的震荡与思考至今没有停止。近年来，见诸各期刊的许

多文章从不同层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知青运动进行了反思，充分证明了这场运动

对人们灵魂所造成的深刻冲击及难以磨灭的历史烙印。本文重点从毛泽东知识分

子观的角度来解析此次运动的成因、过程与结果，以期引发更深人的讨论。 

一一一一、、、、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与属性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与属性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与属性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与属性 

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首先要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与属性。它

对于我们了解、认识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及其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在充满政治与道德气息的儒家文化主导下，以经学为主要内

容，以“学而优则仕”为唯一目标的传统教育模式培养了一代代富于“志道”精

神，追求经世致用的“知识精英”。从孟子的“殉道”“殉身”至清初顾炎武的

“明道”“救世”，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

操。然而，这种传统的旧式教育使他们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沿袭了许多腐朽

陋习。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播，“救世”的途径不断出新，但传统的“劣印”

却未去陈。所以，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集先觉性与保守性、革命性与摇摆性

于一身的相当复杂与特殊的群体。在他们身上，聚集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

和糟粕：革新与维旧并存、大公与自私共生、高雅与庸俗同在、渊博与无知伴行。

一方面，他们胆小怕事、追名逐利、轻视工农、附庸权贵，另一方面，他们又淡

泊名利、胸怀寰宇、追求真理、大公无私，表现出明显的复合型特征。作为近现

代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特征自然十分了解，同

时对造成这种状况的旧教育制度深恶痛绝。他曾在许多场合公开批评这种旧式教

育并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倡导教育改革。 

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其属性依其阶级立场

依所属阶级决定。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是革命的重

要力量，而属于大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只是极少数，是革命的敌人。这种思

想在他 1925 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曾明确地阐述，后来又多次重

申。他深知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桥梁作用，反复告诫全党：“在建立

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

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

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他又指出，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出

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

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的，需要长期不懈的改造，才能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能够肩

负无产阶级革命重任的一代新人。他说：“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

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

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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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

的。” 

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他还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

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

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

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

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改

造中国知识分子同改造中国社会一样，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二二二二、、、、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探析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探析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探析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探析 

(一)主观意识：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必由之路 

如何改造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

众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改造、替代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意

识，使之成为又红又专的新型知识分子，彻底融人无产阶级革命大军。 

1939 年“五四”运动 20 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

他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

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的

这一思想贯穿了其一生的革命生涯，并身体力行地实践。 

1957 年 3 月 12 日，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知识分子的改

造问题：“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

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

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他认为：“思想

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

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

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可见，毛泽东是

把改造中国社会与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他对中国社会状况的

把握和知识分子特性的了解，这种认识与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并在长期的革命实

践中得到证明。 

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与革命斗争和生产实际相结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由之

路。毛泽东亦由此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成为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家、

政治家。他的一生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紧紧相连的一生，也是与工农民众密不可分

的一生。以他多年的斗争经历和自身革命实践的经验，他十分明白欲改造中国则

必须同时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他倡导并推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内在

动力和理论依据。 

(二)客观推助：国内外政治风云的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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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长期革命实践的经验，十分清楚知识分子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因此，“团结、教育、改造”成为

我们党几十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党历来对知识分子

十分尊重，始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走教育、改造的道路。从延安时期采纳并赞

扬李鼎铭的“精兵简政”到建国时他邀请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

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从 1951 年提出“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到 1953

年提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方向；从以“风物长宜放眼量”规劝柳亚子到以“僧

是愚氓犹可训”唱和郭沫若，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一贯的态

度。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对西方的威胁、封

锁压制无所畏惧，但对西方势力采取的“和平演变”策略相当警觉。在 1953 年

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年中，接连出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波兰“团结工会”

和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事件，引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震动。我国也出

现了一些城市工人罢工、乡村农民退社的风波，几十个城市还发生了一万多大、

中学生罢课、请愿事件。 

1957 年，为了克服党内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加

强党的建设，同时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出现，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开展(党外)

整风运动。其目的一是共产党诚心听意见，二是让一些人顺势“泄不满”。毛泽

东深知当时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群体中蕴藏着部分对党与社会的不满意情绪，因

此想通过整风把他们的意见集中起来，改进党的工作。同时，也给他们一个宣泄

机会，以使大家都轻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毛泽东认为：“所谓互相监督，

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

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

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

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参与整风的真诚态度和宽阔

胸怀。 

但现实总是会在充满复杂的变数中带来遗憾。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与开展整风运动不久，极少数知识分子的狂妄自大、目空一

切、轻视工农、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一时间，什么“红旗能打多久”，

直至“成立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等言论相继出炉，这远远超出了学术争

论和批评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愈演愈浓。作为一代杰出的革命家、政

治家，出于敏锐的政治嗅觉，出于对党的地位与工农政权的维护，毛泽东发动“反

右”既势在必行又在情理之中。当然，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失误和政策的掌握出现

问题，反右的严重扩大化将不少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非常遗憾的。 

可以说毛泽东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表现是非常失望的。正是这种失望和出于对

中国未来走向的考虑，促使他开始了重塑一代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历程。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把上述情况集中起来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前者，知识分子应当改造，这是

毛泽东始终坚持并倡导的一贯思想；而后者，知识分子必须改造，则是严峻的现

实带给毛泽东的更深的思考。从“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方向里，

我们可以领悟到这场运动的真正成因。  

三三三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要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要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要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要回顾 

1955 年，北京 60 名青年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垦荒，拉开了新中

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与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农

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就是毛泽东当年在《中国农村

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所讲的一句著名话语，成为以后几十年知青运动的

方向和动力。 

随后，天津、上海等十几个城市相继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分赴江西等地

开荒垦地。截至 1957 年底，近 8 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从事农业生

产劳动。在以后的近 l0 年间，全国约 130 万知识青年自觉走上这一道路，其中

涌现出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于 tt 在当时几乎尽人皆知的先进人物，他们

中的许多人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当时成为一件十分光荣

的选择。豫剧《朝阳沟》就是反映这一运动的缩影，它在当时被拍成电影唱遍祖

国各地，其中的一些唱段被年轻人争先学唱。可以说，全国人民大多数是通过《朝

阳沟》才认识的河南豫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

认知、赞同程度。 

“老三届”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是在毛泽东时代背诵着“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成长起来并被毛泽东寄予厚望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知识青年。他们既

具有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又有很强的革命热情与抱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

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它使毛泽东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未来的曙光，也

将重塑一代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从理想变为可能。1968 年 12 月 22 日，毛泽

东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与胆识。向全国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

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

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

迎他们去。”由此把重塑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潮。最早从事知青运动研究之一的美国教授托马斯?伯恩斯坦则将

其称之为“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从 l968 至 1979 年 12 年间，全国约有 1650 万知识

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身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在与大自然斗争的实践中

锤炼自己。尤其是前三年，老三届等近 600 万毕业生分赴老、少、边、穷的黑龙

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山西等边远省区，把自己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农村和

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艰苦奋斗的足迹。“上山下乡”的故事曾经感

染和激励了无数的中国人。正是千千万万知青的无私奉献，有力地支援了中国边

远落后地区的建设，并向那里输送了知识和文化。他们以满腔的革命热忱和宝贵

的青春年华书写了一段新中国知识青年自我改造、重塑知行观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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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国内形势发生的变化，由他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历时近 30

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多数人返城的方式结束。但它却留给了我们久远、

激烈的历史震荡。 

四四四四、、、、关于这场运动的思考与结论关于这场运动的思考与结论关于这场运动的思考与结论关于这场运动的思考与结论 

(一)由上不难看出，占据共和国前期历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与升

学、就业、城镇人口等经济、政治层面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其主要的

成因。它不是一项临时缓解社会经济、政治矛盾的被动措施，而是毛泽东依据其

知识分子观和改造中国社会的信念所自觉进行的一场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

长时间、大规模的革命实践。 

(二)它重塑了新中国一代知识青年的世界观，拉近了他们与工农群众的心理

距离，基本消除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知识阶层“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

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的腐朽意识和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部分

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出现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不良倾向。

同时，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了思考、务实、知与行、权衡与理性，尤以“老三届”

为突出代表。 

(三)有些论者在评述这场运动时，带着浓厚的情绪色彩，指责它给大批知识

青年的个人生活带来极大影响，这是有欠公允的。依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知识青年即使是集中于城市，其生活水平也无法高于普通群众。然而，正是这些

被上述评者称为被毛泽东“打人社会最底层”的知识青年恰恰是当今最怀念与

崇敬毛泽东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毛泽东的荣誉。他们当中的大多数

人以成长在毛泽东时代为自豪。“因为在农村生活，我才更多地感受到了这个世

界。回顾我这一生，值!”叫邢燕子的这句话，值得我们在评价这场运动时客观

的、认真的思考。 

(四)不可否认，在长达近 30 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曾出现过许多

问题：如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较激进的动员方式、对知青下乡后生活与思想的

继续关注等等。但这些问题，远不足以抵消它的积极意义。客观地看，它对农村

文化的输入；对农村落后意识的解构；对城乡差别的缩小；对知识分子群体崭新

风貌的建立乃至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它是毛泽东留

给这个社会的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 

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处在其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都具有其形成与发展的必然

和偶然性。其实际的社会效应和影响远不是人们可以主观设想、期望和预料的。

同样，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意义也不是那个特定时期的简单评述和结论。关于这

场运动的功过是非和深远的历史作用，也许在若干年后才能真正地显现并得到公

正、客观的评说。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河南洛阳 47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