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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群众运动 中 的 宣传 、行为及其结果
——

对于
“

黄逸峰 事件
”

的个案分析

刘
一

皋

【内容提要 】 共和 国 建立 初期 是大规模 群众运动 的 高 发时

期 ，特 点是 多 个运动 同 时进行 ， 内 容基本 涵盖 了 国 家 各项 重要工

作 ， 也大大增加 了 运动 过程 的 复杂性 。 本文 围 绕
“

黄逸峰 事件
”

，

透过华 东 交通专科 学校从创 办到 终结 的 全过程 ，描述 了 复合群众

运动环境下 可能 出现的 内在 矛盾 冲突 ，
及其 间 学 生如何利 用 运动

目 标的 多样性及话语表达 自 己的 意愿 ，领导 者如何组织 斗争和运

动 中权 力位置 的移 动 ， 并分析 了 批评 、反批评 和大批判 所使 用 的

话语特征 ， 以 及掩盖在 意 识形 态话语之下 的 行 为 特征 。 本 文揭

示
，
由于 目 标选择和参 与 行 为 的 不 确 定性 ， 复合群众运 动 的 可控

性很弱 ，运动 过程 的 偶 然 性增 强 ， 并往 往 背 离 运动 的 既定 目 标 。

在
“

黄逸峰事件
”

中 ， 学校领导 、 学 生和 学 校本 身 ，
以 及作 为 运动

传媒的报纸 ， 都受 到 了 不 同 程 度 、 不 同 内 容 、 不 同 形 式 的 损 害 ，

或 无法发挥预想 的作 用 和使命 ， 或 远远超 出 了 各 自 行 为 的 原 本

期待 。



共和 国建立初期 ，各类群众运 动频繁发生 ， 基本涵盖 了 国家各项ｉ
重要工作 的方方面面 ， 形成了一 整套群众运动的参与方式 ，对于较长玉
时期 的社会发展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 既往对于群众运动 的研究 ，偏７
重于单个运动的过程分析 ， 如若涉及两个或更 多运动 （ 同时的或前后ｊ
的 ）之间 的相互关联性 ， 也多是直线性 的 简单联系 。

“

三反
”

运动 、

“

新ｉ
三反

”

运动 中 的
“

黄逸峰事件
”

研究亦如此 ， 或关注不足 ， 或强调事件发ｋ
刘

展的高层干预因素和黄逸峰的个人遭遇 ，或将事件直接演绎为权力斗了
轰

争的一部分 。

？ 事实上 ，群众运动作为全能性一揽 子解决的 动员 参与＆

复

形式 ，其过程和 内容更为复杂 。 革命战争 时期的成 功经验如何在建设Ｉ

时期运用并与时俱进 ？ 新生事物为什 么会成为运动 中 的调整 、 整顿对Ｉ

象甚至夭折 ？ 传媒上的公开批评为什么 会 由 高调提倡 转人谨慎控制 ？Ｉ

的

运动 的领导者 、积极分子与批判 、 斗争对象的 角色 为什么 会出 现急剧Ｉ

转变 ？ 普通群众是否只是运动的 被动参与 者 ， 以及在运动 中如何 寻求６

个人利 益 ？ 都是群众运动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
Ｓ

其

本文 以
“

黄逸峰事件
”

为分析对象 ， 以华东交通专科学校 的命运为管

叙述主线 ， 揭示处在各类 群众运动频发时期 ， 在特定的 政治意识形态了

宣传氛围下 ， 基层单位开展运动 的具体环境 ，领导 和群众如何选择各￥

自 的行动方式 ，运动 目标及话语如何与单位 日 常生活结合在
一起 ， 以Ｉ

及群众运动对于权力行使的制约和高层干预对运动走 向 的影响 等 ， 借Ｉ
件

的


个

① 王 顺 生 、 李 军 的 《

“

三反
”

运动研 究 》 （ 北 京 ： 中 共 党 史 出 版社 ， ２ ００６ 年 ） 中 ， 没 有分

提及黄逸峰案 ， 也未 能从 正面 讨 论 官僚 主义 问 题 。 林 蕴 晖 的 《 惊 动 毛 泽 东 的＆

‘ ‘

黄逸峰事件
”

》 （ 《 国 史札 记 ． 事 件 篇 》 ， 北 京 ： 东 方 出 版 中 心 ，
２００ ８ 年 ） 和 陈 建

云 的 《

“

黄逸峰事 件
”

惊 动 高 层 》 （ 《 同 舟 共进 》 ２ ００ ９ 年 第 ６ 期 ）都 强 调 高层 干预

因 素 ， 后 者从新 闻 史 的 角 度还 罗 列 了 《解放 日 报 》 的 批判 。 有 关 《 解放 日 报 》 的

批判
， 强 调 张春桥过 于 激进 的 观 点 也很 流 行 。 见 史 云 编 ： 《 张春桥姚 文元 实

传—— 自 传 ． 日 记 ． 供 词 》 ， 香港 ：
三联 书 店 （ 香港 ） 有 限公 司

，
２ ０ １ ２ 年 ， 第 １ ２ １

页 。 姜铎的 《
一

个传奇 式 的 共产 党 员
——黄逸峰的

一 生 》 （上 海 ： 上海社会科 学

院 出 版社 ，
１ ９９ １ 年

） ，
更 为 突 出 黄 逸峰 个性在 悲剧 中 的 意 义 。

互 联 网 络 上 广 泛

流传 的 向德撰《

“

高饶反 党 同 盟
”

真相 》 ， 借陈 毅讲 话 ，
将

“

黄逸峰 事件
”

归 之为 饶

漱石
“

挟嫌报复
”

而 制 造 ， 强调权 力斗争 因 素 。 见 ｈ
ｔ ｔｐ ： ／／

ｃｌ ｕｂ ． ｃｈ ｉ ｎａ ． ｃｏｍ／ ｄａ 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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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展现复合群众运动 中 目 标选择 的 多重性和 易 变性对于运 动形式及

全过程的影响 。

一 新型学校的创办及发展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 之初 ， 百废待兴 ， 又 以培养专业技 术人才最

为迫切 。
１ ９５ １ 年夏 ，华东第二届交通会议决定迅速开办交通运输干部

学校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规划升级 ， ９ 月 １ ７ 日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正式

成立 。 据《文汇报 》报道 ：

“

华东交通部为 了发展华东交通业务 ，完成交

通建设 的重大任务 ，急需大量交通建设人才 ；
尤以公路航运及交通管

理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需要更为迫切 。 经过两个月 的筹 备 ， 成立

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 ， 由华东交通部黄逸 峰部长兼任校长 ，这是 由 业

务部门直接掌握 的一所新型学校 。

”？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能够快速创办 ，并 由 原设想 的干部培训 班式 的

干部学校 ， 升格为创 办
一所高等技术专科学校 ， 明 显受到 主管业务部

门 的推动 ，主要是得到 黄逸峰的大力支持 。

黄逸峰 ，江苏东 台人 ， １ ９２５ 年 １ ０ 月 加人 中 国共产党 。 １ ９２ ７ 年 以

后 ，历任 中共南京地 委书记 、南通特委书记 、 江苏省委候补委 员 、全 国

铁路总工会秘书长等职 。 抗 日 战争期 间 ， 历任新 四军联抗 部队 司 令

员 、苏中军区
一

分区司 令员等职 。 抗 战胜利后 ， 历任北 平军调部 中共

方面交通处长 、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 、铁道学院 院长 、东北人民解放军

铁道纵 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等职 。 南下进人上海后 ，任上海军事 管制

委员 会铁道处处长 ， 负 责接管上海铁路并任上海铁路局局长 ， 后任华

东财经委员会运输部部长 。 １ ９５０ 年 ３ 月 后 ，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

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并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委 员 。 除革命履历十分抢眼

之外 ， 黄逸峰还接受过正规的 大学教育 ，抗 战初期
一

度担任广西大学

会计学教授 ，建国 后又兼任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 、
上海航务学 院 院

① 《 华 东 交 通专科 学校成立 》 ， 《 文汇报 ：Ｈ９ ５ １ 年 ９ 月 １ ８ 日 第 ４ 版 。



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交通 大学 教授等 职 ， 对 于高 等教育 和从事学 术ｉ
工作有 特殊 的 偏 好 ， 这 在 当 时 拥 有 实 权 的 强 势 高 级 干 部 中 较 为ｉ
罕见 。

所谓新型学校 ，除 了 由 新生政权创办 ， 有新领导 、新使命之外 ，还

具有三个鲜明 的特点 ：

ｉ
特点之一 ，是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创办体现了共和 国初期高等教［

７Ｔ

－

刘

育发展的 主要趋 向 ， 即学习 苏联经验 ， 由政府业务部 门参 与设立并直￥

接管理相应对 口 的专业技术学校 。 在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之前 ， 东北ｅ

复

地区 已经着手尝试并取得 了
一些经验 。

① 在 １ ９５０ 年 ６ 月 召 开的 第一｜

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 ，尽管就如何理解大学 的任务 以及大学与专科｜

学校 的区别 ，如何理解和贯彻
“

理论联系 实际
”

的原则 ，存在不同认识 ，ｆ

但是 ，基本接受 了苏联专家 的意见 ，强 调高等教育要为经济建设和其｜

他各 项建设服务 ； 由 教育部与各业务部 门合作 ，加强 中 国人民 大学 和

其他新型高等学校 的 教育设施 ，创设各种专科学校 ，并在各大学各学ｔ
其

院添设必要的系 和设立切合实际需要的专修科或训练班 。

？１ ９５ １ 年 ８｜呆

月 １ ０ 日 ，政务院第 ９７ 次政务会议通过 《关于改革学制 的 决定 》 ， 明文｜

规定高等学校分大学 、专门 学院和专科学校 ， 大学 和专门 学院修业年｜

限 以 三年至五年为原则 （师范学院修业年 限 为 四年 ） ，专科学校修业年量

限 为二年至三年 ；各种高等学校得附设专修科 ，修业年限为
一年至二｜

年 ，并得附设先修班或补习班 ， 以便利工农干部 、少数 民族学生及华侨^

子女等人学 。 并规定
“

高等学校毕业生之工作由 政府分配
”

。

③￥
分

析

① 在 整顿现有 高等教育 并 建立 新 型 正规的 教 育 制 度的 过 程 中 ， 东 北 行政委 员 会

试 图将 东 北 高等 学校全部转 变为 正规 的 能担 负 起培养现代专 门技 术人才 任务

的 学校 ，决 定设立 沈阳 工 学 院 、哈 尔 滨 工业 大 学 、 沈 阳 农 学 院 、 哈 尔 滨 农 学 院 、

沈阳 医科 大 学 、哈 尔 滨 医科 大 学 、鲁迅文 艺 学 院 、 外 国 语专 门 学校 及 专 门 培 养

中 学 师 资 的 东 北 大 学等 １ ２ 个 专科 以 上 学 校 。 参 见 《适 应 大 规模 建设 需要 ， 东

北 整顿高 等教 育 ，培 养专 门 技术人材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４ ９ 年 ８ 月 ７ 日 第 ２ 版 。

② 马叙伦 ： 《 在全 国 高等教育会议上的 开幕词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５ ０ 年 ６ 月 １ ４ 日 第

１
版

。

③ 《 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 关 于 改 革 学 制 的 决 定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１ ０ 月 ３ 日

第 １ 版 。
一＾―



华东 交通专科学校是在地方政府 和华东教育部 的大力 协助 下 ，

由华东交通部负责创办并管理 ， 以 满足交通部 门 自 身的 技术人才需

求 ，是典型 的 对 口 设立 并 由 政府业 务部 门 直接 管理 的 高等 专科 学

校 。 在筹备过程 中 ，华东交通部提出
“

交通部 门集 中力量办好学校
”

的

号召 ，各单位及有关业务部 门都参与 了建校工作 ，例如 ，将一些在职干

部调到学校充当专任或兼任教师及行政干部 ；各省交通厅处向学校捐

赠 了 图书书款 ，奠定了图 书设备的基础 ； 在紧张 的招生工作中 ，交通部

临 时组织 了１３ ０ 个干部参加工作 ，星期例假也不休息 ； 以及交通部
“

负

责干部夜 以继 日 的 积极从事策划
”

。

？ 实现 了学校创办 、业务及行 政

管理和毕业 生使 用 的 高 度统
一

， 以 适应 即 将全 面 到来 的计划经 济

体制 。

特点之二 ，是在贯彻新教育指导思想 、 办学方法和培养 目 标的 同

时 ，还肩 负着改造旧 学校 的职责 ， 尤其是对于私立学校的 改造 。 共和

国初期 ，对于私立学校采取
“

除极坏者应予取缔或接管外 ，

一

般地应采

保护维持 ， 加强领导 ，
逐步改造的方针

”

。
？ 又规定 ：

“

少数办理太坏而

确实无法维持和改造者 ，可劝其和其他学校合并 ，其学生及教职员 ，均

应予以适 当的安置 。

”？在 实际运作过程中 ， 随着新制度 的逐 步建立 ，

私立学校在经费筹集 、 学校管理 、 系科设立 、学生来源等各方面 ， 都面

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
１ ９５０ 年 ７ 月 ２ ８ 日 ，政务院第 ４３ 次政务会议通过

《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 的决定 》 ，规定 ： 中 央人民 政府教育部对全国

高等学校均负有领导责任 ，各大行政 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 会教育部

或文教部均有根据中央统
一的方针政策 ，领导本 区高等学校 的责任 。

① 《 华 东 交通专科 学校是 怎样 办起 来 的 》 ，
上 海 市 档 案馆 藏 ， Ｑ２５９

－

２
－

２ ８ 。 文 件 未

标 明 制 作 的具体时 间 ，
从 内 容上 判 断 ，制 作 时间 应 为 １ ９ ５ １ 年年底或 １ ９ ５２ 年年

初 ， 可视为 对《人民 日报 》刊 登批评信的 组织 回 应 。

② 《在 全 国教育 工作会议上钱俊瑞 副 部 长 总 结报告要 点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 ５０ 年 １

月 ６ 曰 第 ３ 版 。

③ 《政务 院 关于救 济失业教 师 与 处理 学 生 失 学 问 题的 指 示 》 （ １ ９５０ 年 ７ 月 ５ 日 政

务院文化教 育委 员 会第 三次全体委 员 会议通过 ，
７ 月 ２ ５ 日 政务 院批 准 ） ， 何 东

昌 主 编 ： 《 中 华人 民共 和 国 重要教 育 文 献 （ １ ９４９
—

１ ９７ ５ ） 》 ， 海 口
： 海 南 出 版 社 ，

１ ９９８ 年 ， 第 ３９ 页 。



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 高等教育方针 、政策 、 制度 、 法规 、指示 ，以 及高等

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 ， 大学校长 、 专 门学 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任ｉ
免 ，教师 、学生待遇 ，经费开支标准等决定 ，全 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专

门学院和专科学校的 日 常行政 、教师调整配备 、经费管理 、设备及参观

实习等事宜 ，得 由政府有关部 门直接领导 。

？ 私立 高等学校的 生存空ｉ
间被压缩 ，抗 美援朝运动和高等学校院 系 调整工作 ， 又大大加速了私［

―

刘

立学校的合并与改组 。

ｇ

在华东区 ，私 立南 京工业专科 学校被直接改为华东交通 专科学ｇ

校 ，私立 光华 大学主体成为新组建的 华东师范大学的
一部分 ，土木工Ｉ群

程系 、科并人 同济大学 ， 财经 、政治 、 法律等 系分别并人复旦大学和上Ｉ

海财经学 院 ，
？公路专修科则被并人华东交通 专科学校 。 如此 ， 华东Ｉ

交通专科学校 有 了基本的 校舍 ，有了２０ 人左右的专任教员 队伍和一Ｉ

些必要的教学设备 ，得 以设土木工程 、 机械工程和交通管理三科 ，在短＃

时间 内正式开学 。Ｉ

特点之三 ，是学校 的创办继承了 革命战争 时期 的经验 ，要 求迅速ｆ
果

见效和 因陋就简 ，试图 在实干中克服困难并求得发展 。 ｜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所接收的南京工业专科学校校园 面积 仅十余萃

亩 ， 大小房屋十余幢 ， 而且破 旧损漏 不堪 。 经 过紧张的维修 、 改建 ，并ｉ
逸

在政府协助下清退 了 占住 的 ４０ 余户人家 ， 到正式开学之时 ， 主要校舍ｇ

为东大楼教室 １ ５ 个 ，依计划 ５０ 人一间教室计算 ，可容纳 ７ ５０ 人 ； 西大疗
的

楼用作办公室 、会议室 、 工会办公室和教员 休息 室 ， 三楼为 教职员 宿Ｊ

舍 ；东小楼为学生会 、党团办公室和班主任室 ；西小楼二楼全部为教职袭

员宿舍
；礼堂一座 ，可容纳 ５ ００ 人 ，供上大课使用 ； 新平房全部用作 图

① 《 中 央人 民政府 政务 院 发布 〈 关 于 高 等 学 校领 导 关 系 的 决 定 ＞ 》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５ ０ 年 ８ 月 ３ 曰 第 １ 版 。

② 《 华 东 区 高 等 学 校 院 系 已 作适 当 调 整 》 ， 《 人 民 曰 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１ 月 ２ ２ 曰 第 ３

版 。 调 整前 ， 华 东 区 原 有公私 立 高等 学校 ７５ 所 ，
系 、 科 达 ５４ ８ 个 ； 调 整后公 私

４ ９

立 高 等学校减 为 ５９ 所 ，
系

、科 减 为 ４ ０４ 个 。




书馆 ，小平房为医疗室 ； 另 有几 间 平房 为实 习 工场 ，

一块小球场等 。

？

虽 然如此 ，新学校校区 又扩充了 十几亩 ， 准备兴建大礼堂 、教室大楼 、

实习工厂 、实验室 、 医疗室 、宿舍 、 厨房 等设施 。

？ 创办之初 的修建计

划 只 列 有
“

建一 座能容一 千二百人之礼堂 ， 兼作 五百人
一次用膳之

用
”

，

“

简单厨房四 间
”

，

“
一

百 加仑茶水 锅 炉二只
”

和公共厕所
一

座 ，

？

明显受到资金 、物资和基建力量的制约 。

学校能够接收的教学设备少得 可怜 。

“
土木科方面仅有光华大学

移来水平仪 、经纬仪五架 ，机械科方面仅南京工专 留存马达一部 ，车床

一部 ，老虎钳二十把 ， 图 书设备 ， 仅有百数 十册 ， 其他 如床铺 、 课桌椅 、

饭桌等设备 ，照实 际需要 ， 不敷甚钜 ，均须大量添置 。

”
？解 决的办法除

新购外 ， 主要通过部门 内部 调拨 和借用 ，或 是免 费提供实 习场所
。
师

资不足 的解决方法相类似 。

“
一年制师资 由交通部调派在 职干部来校

任课 。 每种课程 ，均用集体教学方法进行 。

”

针对不同 科 目 ， 指定部 门

内 部的相应具体单位负责 。

“

二 、五年制师资 由前南京工专 、光华大学

及新聘
一

部分教员 暨交通部在职干部来校兼课各教员 担任 。

”
？

尽管办学基础薄弱 ，但 是 ， 肩 负 重大使命的新型学校还是在短 时

期 内便迅猛扩张 ，速度远快于国 民经济的恢复及发展 。

学校筹备之初 ，原预定 招收学生 ３００ 名 ， 即基本维持 旧有学校 的

规模 。
７ 月 间 ，计划突然膨胀 了数倍 ，要求到 １ ９５ １ 年下半年 ，学生人数

① 《 华 东 交通 专科 学校校舍修建及约 估预算 》 （１ ９５ １ 年 ） ， 上 海 市 档 案馆藏 ，Ｑ２ ５９－

２
－

５
－

６ 。 在发起批判 黄逸 峰运 动 后 ， 为 了 论 证 薛 承凤 批评 大 部分 都有 事 实根

据 ， 认为
“

当 时 该校的 确 没有 图 书馆 ，
只 有阅 览 室

， 书籍很 少
；

实 习 工场 虽 有 土

木 、锻工 两 个 ，
而 翻砂 、 焊 工 、机械等都没有 工 场

”

。 解放 日 报编 辑部 ： 《 黄逸峰

等 压制 批评 、 欺骗 组织 的事 实 经过 》 ， 《人 民 Ｈ 报 》 １ 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 ３Ｈ 第 ３ 版 。

② 《华 东 交 通专科 学校 成 立 》 ， 《 文 汇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９ 月 １ ８ 日 第 ４ 版 。 该报道 称 上

述设施
“

不 日 即 可动 工
”

， 显 然 带有 宣传或想 象 的 成分 。

③ 《 华 东 交通专 科学校校舍修建及约 估预算 》 （ １ ９ ５ １ 年 ） 。

④ 《华 东 交 通专科 学校 工作 总 结 （ １ ９５ １ 年 ８ 月 至 １ ９ ５２ 年 １ ２ 月 ） 》 ， 上海 市 档案馆

藏 ，Ｑ２ ５９
－

２
－

２８ 。 文件 未标 明 制 作 的 具体 时 间 ， 从 内 容 上判 断
，
制 作 时 间 应 为

１ ９ ５２ 年年底 ， 可 以视为是 为 应 付华 东 局 工作组检 查 而 制 作 ， 或是 为 了 应 付 新

一轮高 等 学校院 系 调整工作 。

⑤ 《华 东 交通专科学 校概况 》 （ １ ９５ １ 年 ） ，上 海市档 案馆藏 ，Ｑ２ ５９
－

２
－

２ ８
－

４ 。



达 ２４ 班 １ ２６０ 人 ，其 中包括南京工业专科学校移交学生 ２ ６０ 人 ， 由 光ｆ
华大学土木科拨来学生 １ ００ 人 ，招 收新生 ４０ ０ 人 （二年制土木二班 、机

械一班 、管理
一班 ；五年制亦 同 ） ，

一年制干校学生 ５００ 人 。
① ７ 月 底 ，ｆ

计划有所下调 ，学生名 额定 为 ８０ ０ 人 。 临到学校正式成立 ， 已有二年

制 、五年制专科学生 ５６５ 人 ，

一年制干部学习 班学生 ３３ ８ 人 。

？ 此后 ，ｉ
又陆续接受各省区保送学生 ２００ 余 名 ，

一年制干校学生达 ５３ ５ 人 ， 至ｆ
１０ 月 上旬 ，全校学生人数 已超过 １ １ ００ 名 ，

？规模远超 旧有学校 ， 接近ｇ

计划 中 的高限指标 。《

学生人数骤增体现了新 国家快速发展 的意愿 ，然而 ，在设施简陋 、Ｉ

新 旧并存 、学制杂乱的情况下 ， 过快 的发展带来一系列 问题 ，对学校管竺动

理提 出 了严峻的挑战 。￥

学校硬件设施短缺问题
一

目 了然 ，根本改变需要有
一个渐进的 过｜

程
。 作为新型学校 ， 首要 问题是明 确办学 目 标和培养方 向 ，贯彻理论宴

联系实际的方针 ，提高教学质量 。 学校 的办法是
“

教师们采取集体备曼

课的方法 ，结合现场参观与实习 进行教学
”

，

④明显源于战 时经验 。 然｜

而 ，在具体操作上却存在诸多 困难 ： 其一 ， 师资程度不同 ， 集体 备课 可｜

能统一教学 内 容和程度 ，却无法在短 时 间 内解决师资是否合格 的 问￥黄

题 ，兼职教师 比例过大亦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 ；其二 ， 教学参考 书严重｜

缺乏 ，教材改造及重新编写任务繁重 ， 基本还未能切实展开 ，基 础理论ｉ

教学缺少称职的助教辅导 ， 专业实践课程除缺乏课余辅导外 ， 还受 到｜

器材 、场地的严重影响 ；其三 ，不同程度 、不同类型 的学生同时人校 ，对｜

于教学内容 、 进度及培养方向都有着不 同 的要求 ，教学工作一时很难适
ｗ

① 《 华 东 交通 专科学 校校舍 计 划 草案 Ｋ １ ９ ５ 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
上海 市 挡 案馆 藏 ，

Ｑ２ ５９
－

２
－

６
－

１ 。
二年 制专 科生招 生对象 为 高 级 中 学及 同 等 学校毕业 生或 具有 同

等学 力 者 ；
五年制 专 科生 招 生 对象 为初 级 中 学及 同 等 学校 毕业 生 或具 有 同 等

学 力 者 。 之所以 出 现五 年制 ， 主要 原 因 是 高等教育 快 速发展 时 ，
缺 乏合格 生

源 ，
五年 制有先修班 、补 习 班之 意 。

② 《 华 东 交通 专科学 校成 立 》 ， 《 文 汇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９ 月 １ ８ 曰 第 ４ 版 。

③ 《 华 东 交 通 专科 学校是怎 样 办起来 的 》 。

５ １

④同 上 。






应各层次学生的需要 ，学校工作实际上偏重临 时干训班形式 ，更加重 了

“

教
”

与
“

学
”

的矛盾 ，模糊了办学 目标 ，令人对学校的前途产生疑虑 。

其实 ，上述问题在战时经验中都或多或 少存在 ，本不该成为发展

中的严重问题 。 但是 ，校方与学生之 间对于新型学校的期望存在明 显

距离 ，也就难免出现意料之外的各种新情况 。

对于校方而言 ，学校面临 的各种 问题都 只是 眼前 困难 ，应该服从

国家建设需要 ，提倡艰苦奋斗 的革命精神 ， 什么 困难都可 以克服 。 可

是 ，上海滩的学生 ，毕竟 与战时投奔革命根据地的进步知识青年有所

不同 。 进入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学生 ， 大都 有其个人 的梦想或打算 ，

有的 以 为交通部 门有铁路 ，将来可 以得到较高待遇 ；有 的 以为一年制

干校和军干校一样 ， 自 己 当干部 ，家庭又能享受军属待遇 ； 有的认为反

正是公费 ， 招考标准又低 ，先进上海看看 ，不好再说 ；还有 的是为 了逃

避土地改革运动 ， 或为了 找爱人及照顾家庭 ；等等 。 这些学生进人学

校后 ，普遍对条件不满 认为 自 己 的学校不是大学校 ，设备简陋 ，不能

安心于学校初创时期 的物质条件
”

。

① 教师思想问 题没有学生那样 明

显 ，但也普遍存在学校前途与个人去 向 的忧 虑 ， 以及不同来 源教师之

间的磨合问题 。

面对新环境 ，校方显然没有做好开展耐心 、 细致的 思想政治工作

的准备 。 根据经验 ，校方将上述现象归 之为
“

非常浓厚
”

的
“

小资产阶

级的 片面性和过急性
”

，抱怨这些学生没有体谅
“

校方对改进教学可以

说不遗余力
”

的努力 和
“

已 获得 了相 当的 成绩
”

， 只会纠 缠嫌宿舍和教

室分散 ，嫌没有参考书 ， 没 有桌凳 ， 要露天上课和小 组座 谈等枝节 小

事 不甚了解
”“

以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办法来办学校的 意义
”

。

② 并

通过阶级分析寻找思想问题的根源 。 例如 ，在 占 学生总数近
一

半的
一

年制干校学生中 ，

“

据 目前统计情况 （地主 、 富农 、 反革命分子子弟即 占

五分三 ） ， 大部分系小资产 阶级 出身 ，受资产 阶级及 旧 社会反动教育 的

① 《 华 东 交通专科 学 校
一九五 一

年 第 四 季度工 作报告 》 ，上 海 市 档 案馆 藏 ，Ｑ２ ５９
－

２
－

２ ８ 。

② 同 上 。



影响很深 ，感情 、宗派 、 自 由 散漫 、 自 高 自 大 、好高 务远 、 自 命清高 ，特别

普遍
”

。

① 要求在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运动 中 ， 通过加 强师生 的 思想改ｉ
造 ，根本解决对于办学的思想认识问题 。ｆ

另
一方面 ， 与教师员额不足 的情况相比 ，行政职工队伍迅速膨胀 。ｙ

１９ ５ １ 年年底之前 ，全校职工人数达到 １ ２６ 人 ， 其中教员 ６ １ 人 。

？ 学校７
行政机构设置 已近完整 ，

正副校长之下设秘书长一人 ，下设校长办公
刘

室 （设主任
一人 ） 和 教导处 （设 正副 主任各 一人 ） 、 总务处 （设 主任 一：

皋

人 ） ；教导处分设教务组 、注册组 、辅导组 、 图书馆 ，总务处分设事务组 、

ｓ
复

供给组 、会计组 、 医务组 。
二

、 五年制土木 、 机械 、交通管理三科各设正｜

副 主任 ，各科并分设教学指导研究组 ；

一年制分设五个队 ，各队设正副｜

队长各一人 。 各种规章制度也很快建立起来 ， 仅 １９ ５ １ 年 １ ０ 月 ， 就建窜

立 了会议 、考勤 、 星期 日值班制度 ， 制定了校历 、聘任教员暂行规则 、 教｜

学研究指导组 组织简则 、 助 教服务简则 、 宿 舍规约 、 阅览 室规约等规Ｗ

章 。

③ 行政机构及规章制度 的首先正规化 ，并没有 给新型学校带来显Ｉ
其

著的秩序和效益 ，相反 ，

“

各科教学研究指导工作没有及时普遍展开
”

，｜

部分干部
“

对教育工作的特点不够了 解 ，工作方法生硬 ，致使校务行政｜

事倍功半
”

。

？ 再者 ，学校正副 校长由 华东交通部正副部 长兼任 ， 简化￥

了 部 门与学校 的关系 ，却不利于学校 日 常管理工作 的开展 ， 尤其是校｜

长黄逸峰经常缺席学校行政会议 ，
⑤所谓

“

能者必多劳
”

？现象 ， 对于华｜
件

． Ｉ

＿

的


个

① 《 华 东 交通专 科 学校
一 年制 学 员 政 治 学 习 总 结 》 （ １ ９５ １ 年 ） ，

上 海 市 档 案馆藏 ，分

Ｑ２ ５９
－

２
－

３ ０ 。＆

② 《 华 东 交通专科 学校概况 》 （ １ ９ ５ １ 年 ） 。

③ 《 华 东 交通专科 学校十 月 份工 作 简报 》 （ １ ９５ １ 年 ） ，
上海市 档案馆藏 ，Ｑ２ ５９

－

２
－

１ ７
－

５ ５ ．

④ 《 华 东 交通专 科 学校是怎 样办 起来 的 》 。

⑤ 据上海市 档案馆 藏华 东 交通专 科 学 校行政 会议记 录 或行 政例 会 扩 大 会议 记

录 ，与 会者 中 均 未 出 现黄逸峰的 姓名
，
此类 会议 内 容也 未见计论 学校发展 的 重

大 问题和 决 策 ， 多 为 一 般 日 常 事 务性工作 。

⑥ 这是黄逸峰部 下 赞 美 黄 的 业绩时 的
一

句 话 ， 称颂 黄在共 和 国 初期 身 兼数 职且

积极进取 。 李 俊 民 ： 《 黄逸峰 同 志八十 大 寿 诞辰 志 庆 》 （ １ ９８ ５ 年 ７ 月 １ ９ 日 ） ，

５ ３

《
一 个传奇 式 的共产 党 员

——黄逸峰 的
一 生 》 ， 第 １４ ２ 页 。





■

东交通专科学校并不
一定都是好事 。

必须指 出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是在大规模群众运 动 中创 办的 ，
运

动 的 内容和形式 ，不仅为校方借运动解决思想认识和教学管理问题提

供了便利 ，也为普通学生参与校务并提出 个 人诉求提供 了机会 ，尤其

是抗美援朝运动 中 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增产节 约运动 ， 提供 了可模仿使

用的普通群众参与 国家政治 的话 语和行 为模式 。 高等学 校院 系调整

工作 的持续进行及不确定性 ，也给创办不久 的新型学校带来 了某些危

机感 ，很容易与政治斗争捆绑在一起处理 ， 只不过黄逸峰还沉寂在短

时 间就 办起一所 高等专科 学校的 成 就感及得 到上 级好评 的喜悦之

中 ？ ，根本不可能把 自 己 的学校 当作调整对象 。

二 报纸批评与学生投书行为分析

为迎接共和 国 的建立 ， １ ９４８ 年 １ ０ 月 ２ 日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

讲话时强调 ，报纸和通讯社是党联系群众 的桥梁 ，

“

中 央就是依靠你们

这个工具 ，联系 群众 ，指导人 民 ，指 导各 地党 和政府的 工作的
”

。

？ 要

想充当指导工作和动员 群众 的导向 ，传媒就必须具有正确性和战斗性

两大要素 。 然而 ，在批判或批评的 主要对象 由 正面的敌人转为 队伍 内

部的缺点 、 错 误时 ， 如 何运 用公 开 传媒并 实现 目 标 ， 尚 缺乏 成 功 的

经验 。

？

１ ９５ 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 ， 《人民 日 报 》发表社论《开展批评和 自 我批评 》 ，

① 华 东 交通部 秘 书处 副 处 长张 启 宗 事后 揭发 ，

“
一九五一 年十 月 间 ， 黄从 北 京 回

来 ， 他喜 气洋 洋 的 告诉我说 ：

‘

中 央 说我们 华 东 以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筹办 了

一 个 学

校是不容 易 的 。

’ ”

《 黄逸峰 沽 名 钓誉招 摇撞骗 的 卑 劣作 风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２ ４ 日 第 ３ 版党的 生 活栏 。

② 《 刘 少奇选集 》上卷 ， 北京 ：
人 民 出版社 ， １ ９ ８ １ 年 ， 第 ３ ９９ 页 。

③ 例如
，
１ ９ ５０ 年 ２ 月 １ ５ 日 《人 民 ３ 报 》 第 ５ 版《 编者 的话 》称 ：

“

目 前我 国 各地的

地方报纸 ，

一

般是有 不 少成 绩 的 。 但 多 数报纸对地方 生活 的 反映不 够 ， 关 于 地

方 生活 中 的批评 与 自 我批评 ， 还作得 较 差 ， 因 此报纸在群众 中 的 影 响 也还 不

够 大 。

”



以平原省 向 中 央政府及华北 局检讨一事为例 ， 提 出
“

公开地诚实地积ｉ
极地进行革命的 自 我批评 ，正是为 了加强 、 巩固与 改善我们 的事业 ，正ｉ
是为了提高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 的政治警惕性和 主人翁的 自 觉 ，ｉ
训练他们管理国家的能力 。

” ？４ 月 １ ９ 日 ，经刘少奇直接领导起草并修ｉ
改 ， 中共 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共 中 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 评和 自ｉ
我批评 的决定 》 ， 扩大了报刊进行公开批评 的权力 ，规定 ：

“

在今后 ，报
刘

纸刊物的人员不能决定真伪 的批评仍然而且应当 征求有关部 门 的意^

见 ，但是只 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 上是正确 的 ， 即 令并未征＆

复

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 同意 ，仍然应当负 责加 以发表 。

”

又规定
：

“

批｜

评在报纸 刊物上发表后 ， 如完全属实 ，被批评者应即在 同
一报纸刊物｜

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 。 如有部分失实 ，被批评者应即在￥
的

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 ， 而接受批评 的正确部分 。 如被｜

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 ， 或对批评者加以 打击 ， 即应 由 党的 纪律检查委荇

员会予以处理 。

”
？Ｓ

在 当 时 ，倡导在报刊上进行公开的批 评 ，是发起全党全军大规模｜

整风运动的重要措施 。 很快 ，报纸收到 的读者来信成倍增加 ， 报纸发 ｜

表 的批评性报道和文章也大量增加 ，

？批评 的语言也更为激烈 ， 社会｜

影响 自 然随之扩大 。｜

１９ ５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日 ， 中共 中央 印发 《关于实行精兵简政 、增产节约 、｜

反对贪污 、反对浪费和反对 官僚主义 的决定 》 ， 并要 求
“

党 的报纸和宣^
的

传员 、报告员 ， 应积极参加这一斗争
”

，

④“

三反
”

运动正式发起 。 １ ２ 月 ３ｊ

日 ， 《人 民 日 报 》刊登了题为 《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 》 的￥

① 《人 民 日 报 》 １９ ５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 第 １ 版 。

② 中 共 中 央 文献研究 室编 ： 《 建 国 以来 重要 文献选编 》第
一

册 ，
北 京 ： 中 央文献 出

版社 ， １ ９ ９２ 年 ， 第 １ ９２
—

１ ９ ３ 页 。

③ 以 《人 民 日 报 》发表 的批评 性报 道 或文章 为 例 ， １ ９４ ９ 年 为 ； ３４ ７ 篇 ， １ ９５０ 年 为

７ ５３ 篇 ， １ ９ ５ １ 年为 １ ７ ４９ 篇 ，
１ ９ ５２ 年 为 １ ７４ １ 篇 ，

１ ９ ５３ 年 为 １ ０ ２ ７ 篇 。

一般被认

为批评旗 帜 鲜明 、 斗争坚 决 ， 产 生 了 良好 的影 响 。 方汉奇主 编 ： 《 中 国 新 闻传播

史 》 ，
北 京 ： 中 国 人民 大 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０９ 年第 ２ 版 ， 第 ３０ ７ 页 。

④ 中 共 中 央文 献研 究 室编 ： 《 建 国 以 来重 要文献选编 》 第 二 册 ， 北 京 ： 中 央文献 出

％

版社 ，
１９ ９２年 ， 第４７４ 、 ４ ８２

—

４８ ５页 。





“

读者来信
”

：

①

编 辑 同 志 ： 我 们 华 东 交 通 专 科 学校严 重地 存 在 着 混 乱 现 象 ：

在分科 方 面 ， 有 一年 制 的 交通 运输 管理 科 、 土 木 工程 科 ， 有 二年 制

的机械 、土 木两 科和 五年 制 的 管 理 、 土 木 、机械等 科 。 我校 的 校址

狭 小 ， 设备 简陋 ， 没 有 图 书 馆 ， 没 有 实 习 工 场 ， 缺 少 供 实验 用 的 机

器 。 但 学 校领 导方 面 不 去设 法 改 善 教 学 上 的 设备 ， 却 花 了 二 十 亿

元人 民 币 盖 了
一 座 大 礼 堂 ，在 开 学典 礼 时 ， 并 大 事 铺 张 浪 费 。 由

于 学校行 政领 导 的 松懈 ， 我校 至今还 没 有订 立爱 国 公 约 。 有 很 多

教 师 仍用 英文 讲课 ， 使 同 学 们 听也 听 不 懂 。 学 校行政方 面 对 学 生

的 退 学 、 转 学 事 宜 亦不 加过 问 。

我 们 希望 有 关 部 门 注 意 我 校 的 混 乱 情形 ， 将来 在进行 院 系 调

整工作 的 时候 ，对我校 加 以适 当 的 调 整 ， 或 把 我校 全 部 归 并 入 大

学 的 工 学 院 （我校 离 交 通 大 学 是很 近 的 ） 。 这样不但 可 以 为 国 家

节 省 教 育 经 费 ，并 且可 以 集 中 力 量 办好 专科教 育 。

上海 华东 交通 专科 学 校
一群 学 生

这封
“

读者来信
”

成为
“

黄逸峰事件
”

的导火索 。

《人民 日报 》为什 么会发表这封
“

读者来信
”

，其 中细节还有待于进

一

步考证 。 可 以肯定的是 ：第
一

， 《人民 日 报 》为开展
“

三反
”

运动宣传 ，

需要此类稿件 ， 以证明官僚主义 、铺张浪费现象大量存在 ，并作为运动

发起之民意 。 至于为何被选 中 ，则可能纯属偶然 。 第二 ， 《人 民 日 报 》

在发表时 ，没有依规定核实批评内容 的真伪 ，而是想 当然地认为批评

的正确 ，主 旨仍是宣传之需要 。 其实 ，委托驻上海记者加 以求证并非

难事 。 第三 ，报纸的 编辑们 可能完全不知道华东交通专科学 校的 情

况 ， 以为就是一所不知名 的小学校 ，根本无力 与 中央党报的权威抗争 。

如果他们 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或华东局办公厅 ，或华东局交通部 ，可

能在发表时就会更加慎重 ，或不予公开发表 。

至于
“

读者来信
”

的作者向党报投书反映学校情况 ，是响应党的号

① 《人民 日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１ ２ 月 ３ 日 第 ２ 版读者 来信栏 。



召的正当行为 ，也是积极参加 群众运动 的权利 。 来信的作者 ， 事后 被ｉ
证实为该校二年制机械科学生薛承凤 ， 署名

“
一群学生

”

，也许是因 担

心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愿署真名 ，但是 ，将个人行为冠之 以
“
一群

”

， 则ｉ
完全是群众运动 中 的惯常 用法 。 在运 动中 ，无论是 各级领导人 的讲ｉ
话 ，或是有机会进行公开表达的各界代表人物的 言论 ，均 习惯使用复ｉ
数形式阐 述观点 ，似乎他们可以代表群众或整体发言 。 此种表达习 惯Ｗ
也被普通群众广泛效仿 ，

一来使得个人意见更具普遍性 、 合理性 ，二来^

也多少为弱势者的发声壮胆 ， 以
“

群众
”

的名 义 向权威挑战或提 出 个人复

的要求 。Ｉ

对于公开批评 ，署名 方式并 不十分重要 ， 问题 的关键是来信 内 容％
动

的真实性 ， 以及投书 中央党报行为 的必要性 。￡的

依据学校档案文件 、

“

读 者来信
”

发表后 学校的答 复和
“

黄逸峰事Ｉ

件
”

定性后 的批判材料分析 ，薛承凤投书 中 的所谓
“

事实
”

，大致可以分兔

为几个层次 ： 第一 ，学制分科混乱和设备简陋客观存在 ，这是新型学校Ｉ

创办 和 国 家建设需要的正 常现象 ，不但上级领导十分清楚 ， 而且长期繁

以来得到鼓励 和支持 ，

？只能有计划 、 有步骤地改进 。 之所 以会成为 Ｉ

对

问题 ， 只是特定运动环境下 的特殊产物 。 第 二 ，

“

读者来信
”

批评 的核尤

心问题是修建大礼堂和开学庆典 ，学校答复大礼堂修建费用只有 ６ 亿ｉ
峰

元 ，开学典礼在大操场上举行 ， 台 子是 同学们 自 己搭 的 。

？ 定案时 的ｇ

事实认定 承认 ２０ 亿元 的数字是薛承凤照学生会黑板 报写 的 ，但肯定￥
个
案
分
析

①
“

黄逸峰事件
”

后
，
强调 物 资条件 和正规化 并未成为 高等教育 发展 的 主流 ，

而是

不 断地遭遇政治批判 ，例 如
“

大跃进”

时 期 的
“

两 条腿走路
”

现 象 和
“

文 革
”

时 期

的 电 影 《 决 裂 》 。

② 《 华 东 交 通专科学 校对读 者批评的答 复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 ５２ 年 ６ 月 ８ 日 第 ２ 版

对《人 民 日 报 》读者批评 建议 的反 应 栏 。
校分提供 的数据基本属 实 。 据 １ ９５ １

年校舍修建预估算 ，
添建部 分 中 的 大礼 堂全部工程 费 约 估为 ５ 亿元 ， 预估 算 总

额 为 ９ ． ５ 亿元 。 （ 《 华 东 交通 专科 学校校舍修 建及 约 估预算 》 ， １ ９５ １ 年 ） 即使 如

此
， 大礼 堂修建 费 用 仍 占预 估算 总额 的一 半 以上 ，在 经 费 紧 张 而 需 求众 多 的 情？

５７

况 下 ，
也会给人 留下 深 刻 印 象 。

——



学校的请客是一种铺张 。
？ 第三 ，对 于没有订立爱 国公约和很多教师

仍用英文讲课 的批评 ， 学校答复均 以非事实反驳 ， 定案时则 被认定为

事实 ，但也承认 ：

“

当薛承凤写信的 时候 ， 的确没有订爱国公约 ，后来才

订了 。

” “

虽然没有全部用英语 的 ，但的确常常用英语解释专 门 名词 ，使

学生听不懂 。

”

在学校正式开学的一个多月 时间 内 ，订立爱 国公约是否

十分重要 ，取决于政治环境 ；至于在当 时技术条件下使用英语解释专

门 名词是否属于教学 问题 ， 判断的标准就更为复杂 。 第 四 ，对 于同学

退学 、转学事宜 ，校方 以依章办理回答 ，定案时也只查到确有
一个学生

没有办退学手续 ， 也有些是在离校后才补办手续的 ，是学校敷衍不办

还是 自行离校未加说明 。

总之 ，薛承凤对于学校情况了 解并不 多 ， 投书前也未认 真核实批

评内容 。 但是 ，他仍然有权 力 向上反映问 题 ，更何况普通学生如何才

能更透明地了解校务 ，本身就是
一个群众运 动 中 的重要问 题 。 不过 ，

依常理推断 ， 批评是为了解决问题 ， 对于本单位 、本部 门 的批评最终还

是需要本单位 、本部 门的积 极行动 ， 只是在言路受阻或不作为 的 情况

下 ，才向上级反映或 申 诉 。

一开始便将 问题直接上达或公开化 ， 反而

容易激化单位或部 门 内部 的矛盾 ，不利于问题 的解决 。 那 么 ， 为什么

薛承凤会选择直接投 书党报 呢 ？ 是 否存在学生与校方 的有效沟通渠

道呢 ？ 校方对于学生 的合理要求是 否置之不理呢 ？ 这些问 题在既往

研究 中都没有给予足够关注 ，但却对事件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影响 。

实际情况并没有那样严重 。 虽然学校成立时 间不长 ，学生会在群

众运动 中仍十分 活跃 ，在薛承凤投书党报大致相同 的 时 间段 内 ， 学生

会汇总了各学制各班队 同 学意见 ， 向校方提交 了
一份意见表 ，不但包

括薛承凤投书反映 的各种问题 ，而且更加详细 、具体和尖锐 。

？

学生会意见表向 校方提出 的各种意见多达 ９ ４ 条 ，分为
“

对行政方

面意见
”

（ ５２ 条 ） 、

“

对教授意见
”

（ １ ５ 条 ） 、

“

对体育方面意见
”

（ ８ 条 ） 、

“

对

① 解放 日 报编 辑部 ： 《 黄 逸峰等 压 制 批 评 、 欺骗 组 织 的 事 实 经 过 》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２ ３ 曰 第 ３ 版 。

② 《 意见表 （ 华 东 交 专 学生 会提 ） 》 （ １ ９ ５ １ 年 ） ， 上海 市档 案馆 藏 ，Ｑ２ ５９
－

２
－

１ ８ 。



图书馆意见
”

（ ９ 条 ） 、

“

对医 务室意见
”

（ ３ 条 ） 和
“

对宿 舍方 面意见
”

（ ７

条 ）几大类 ，其 中 ，

“

对行政方面意见
”

占 意见总数
一半 以 上 ， 内 容涉及

广泛 ，大到学校体制 、 组 织分工 、基建计划 、设备采购 、
学生管理 、

工作

作风 ， 小到教室打扫 、厕所卫生 、教室添置衣 帽钩 、礼堂放置痰盂或石

灰箱等 ，应该能够反映学校初建尚未走上轨道 的一般情况 ，

与 薛承凤投书相 比较 ，学生会意见表 的 内容更为具体 ，批评语言ｎ
一－

刘

更加尖锐 ，并提 出 了
一些如何改善 的建议 ，更接近于 日 常学 习 、生活 的

－

切身感受 。 学生会批评学校 管理机构
“

组织庞大 ，分工不 明确 ，因 此对复

工作造成互相推卸 ，不负 责 ，有 问题迟迟不决
”

。 教务处下属辅导 组任盒群

务
、
范 围及性质不明确 ，

“

很多事都 由 辅导组管理 ，结果什么 都搞不好 ，Ｉ

希望改辅导组为政治教学委员 会 ， 负 责帮助 同学提高政治水平 ， 同时？

辅导组对各班级情况不够了 解 ，联系也不够 ， 形成高高 在上的官僚主誓

义作风
”

。

“

总务处组织庞大 ， 工作 不负责任 ，请裁减人员 以配合各处 ^

人员 的需要 。

” “

校医 水平太差 ，看病马 虎 （ 如 到宿舍看病 ，不带必须医Ｉ

药用品 ） ，看病手续太麻烦 （看病先到事务处登记 ） 。

” “

宿舍生活指导 员Ｉ
果

与管理员对 同学照顾不够 ， 对生活指导不起作用 。

”

对于某些具体负 责ｊ

的行政干部和任课教师 ， 意见表直接点名 批评 ，指责他们
“

作风不正派Ｉ

（ 如披衣 、歪帽 办事敷衍
”“

态度不好 ”
，要求校方撤换 同学们 以为 不＿

称职的教授 ，并要求
“

学校行 政方面设立 意见箱及专门答复同学们 意Ｉ

见的布告栏 ，加强 同学们 的密切联系
”

，

“

校方对同 学所提意见不定期
的

解答
”

，对于所提各项意见
“

请速办 理解答
”

。 针对学校校舍
、
设备短￥

栗

缺 ，学生会除督促校方认真规划 、切实实施和增加购置外 ，还提出 在现Ｉ

有情况下 ，延长教室 、 图书 馆开放时间 ，增加设备使用率 ，延长宿舍开

灯时间 以利 自 习 ，挖掘宿舍潜力 ，既保 障卫生又方便学习等改善办法 ；

对于教学秩序 ， 学生会提出 减少不必要 的各项集会 ， 政治大课请尽量

在原定时间准 时进行 ，希望教师少请假 、 不迟到和保证教学进度 ， 增加

有能力 助教 等建议
；
在 日 常生 活方面 ， 学生会提 出添置运动器械和 赶

快修建足球场 ， 不应偏重校 队而应普遍领导展开体育活动 ， 医务室在

办公时间后应仍能看病 ，生病同学应及时隔 离等要求 。

值得注意的是 ，学生会意见表也揭露 了
一些学生素质 、 品行 的 问

５９



题 ，要求学校加强管理 ，维护正常 的教学 、生活秩序 。 诸如 ，

“

校方应周

密防止偷窃现象 ，如查出 同学有偷窃行为 ， 应向全校公布
”

；

“

对部分行

动如阿飞的落后 同学 ，应加强教育 （如上 大课时抽 烟等 ）

”

；

“

考试应严

防作弊现象 （部分同学作 弊很严重 ）

”

；所学各门课程应
“

经常测验
”

， 以

巩固基础知识等 。 显然 ，学生来源复杂 ，程度不
一

，不 良行为也会进入

学校 ，需要学校加强管理。

由 此可见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并非缺乏沟通渠道 ，相反 ， 学生会在

参与学校管理事务时甚至还表现出 咄 咄逼人的强势 。 其实 ，群众组织

权威 的抬升 ，正是群众运动 中 的特点 。 依据常理推断 ，薛承凤 的投书

行为与学生会意见表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 即并不是学生会意见表遭校

方拒绝 的结果 ，校方不可能作出否定的反 应 ， 薛承凤也不是学生会干

部或学生活跃分子 。 那么 ，在学生会征集学生意见向 校方提 出交涉 以

求解决和改善时 ，薛承凤为什么还要在对学校事务了解不够且无新批

评 内容的情况下坚持代表
“
一群学生

”

向 中央党报投书呢 ？

薛承凤来信内 容简单 无奇 ， 但却是善 于把握政治环境 、 运用群众

运动话语的杰作 。 在
“

读者来信
”

中 ，大礼堂修建问题最为 突 出 ，这是

增产节约运动 中揭露铺张浪费的较 为常见 的 内容 。 再者 ，对于学生 ，

大礼堂并不很重要 ，对于校方则不然 ， 大礼堂可以用 于集会 、 上政治大

课和充当饭堂 ，尤其是集会 ，是新型学校最重要的公共活动 。 另
一 方

面 ，来信 中也提到 了缺少图 书馆 、 实 习工场 ，却没有提及学生意见最多

的宿舍 问题 ，
？显然是在有意 回避生活问 题 ，也是公开批评时的惯常

做法 。 对于
“

至今还没有订立爱国公约
”

的批评 ，就有些政治挂帅的意

义了 ，在运动中有将批评对象一击致命的作用 。 来信抱怨学校教学质

量差 ，理由 却是
“

很多教师仍用英文讲课
”

， 表面上看 ，批评似乎不能成

立且很荒唐 ，但也是当时运动环境的产物 。 为什么
“

听不懂
”

？ 薛承凤

① 该校校址在 华 山路与延安西路之 间 ，
宿舍 为 租赁校 外 房屋 ，

分处 迪化路 、 西 康

路 、长 乐路 、 东 湖 路四 地 ， 仅 能住 寄 宿 学 生 ８００ 人 ， 条件 较差 ，
且距 学 校 较远 。

《 华 东 交通 专 科学校概 况 》 （ １９ ５ １ 年 ） 。 学 生会对于 宿 舍房 小人 多 、 卫 生 条件差

意 见很 大 。 《 意 见表 （华 东 交 专 学 生会提 ） 》 （ １ ９ ５ １ 年 ） 。



没有从学生素质方面寻找原 因 ，

？而是将问 题政治化 。 共和 国创建之

初 ，大学英文水平就与
“

特权
” “

买办
”

和 培养对象等方向性问 题联系 在ｆ
一起 在抗美援朝运动 中 ，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中 ， 在教

学 中使用英文 ， 已成 为抗拒思 想改 造和学习 苏联的 政治立场问 题 。

？

薛承凤应该很熟悉这些报刊登载的运动话语 ， 并能够对照 自 己所在学

校的问 题进行批评 。［
７
一

刘

应该说 ，在什么 运动说什 么话 以表示积极参与 ，利用直接投 书 中：
皋

复


合

① 共和 国初期 ，
由 于 高等教 育 发展 过 快 ，

造 成严 重 的 生 源 质 量 下 降 问 题 。
１ ９ ５３？

年 ２ 月 １ ０ 日 ，教 育 部 部 长 马 叙伦在 华 北 区各 高 等 学 校 负 责人座 谈会 上讲 ，ｆ动
１ ９ ５２ 年

“

录取的 大 学 生 有不 少 的 人只 考 二 十 分
，
入 学 以 后有 相 当 数 量 的 学 生中

跟 不上班
”

。 ３ 月 １ ３ 日
，马 叙伦在政务 院第 １ ７０ 次政 务会议上 的 《 关 于 目 前 高▲

等 学校教 学 改革 的 情 况 与 问 题 的报告 》 中 称 ， １ ９５ ２ 年
“

全部 高 中 毕业 生 尚 不 足^

大 学招 生名 额 ， 因 而 差 不 多 是全部 包 下 来
”

。 中 央人民政府 高等教 育部 办公 厅ｇ

编 ： 《 高等教 育文献法 令 汇 编 》 （ 第
一

辑 ） （ １ ９５３ 年 彳 至 １ ２ 月 ） ， 内 部 文件 ， １ ９５ ４ｇ
其

年 ６ 月 印行 ， 第 ２ 、 １ ０５ 页 。结

② 以 《观察 》杂 志 文章 为 例 ， 萧凤在 《 记
一 九 五〇年 度新 中 国教 育 工 作的 重 点 》 中ｆ

称 ：

“

老 区 贫农 出 身 的 青年没念过英文 ， 目 前大 学偏 考英 文 的 考试制 度便对他^
们 关 了 门 ， 结果 ， 还是有钱 的 能按部 就班念 书 的 子 弟 占 了 便 宜 。

”

《 观察 》第 ６ 卷士

第 １ ０ 期 （ １ ９ ５０ 年 ３ 月 １ ６ 日 ） 。 黄开楠在《
一个 工 学 院 学 生对 于 工 学 院 教 学 的ｉ

挽
几点 意见 》 中 称 ：

“

在 旧 社会里 ，

一般教授 常 以抄 洋 文笔记或 口诵 洋文 以炫耀 自ｇ

己 的
‘

学 问
，

。

” “

另
一种 买 办型 的 教授 ， 更借 洋文作保护 ， 自 己 弄不 清 楚 的 地方 ，ｇ

就说 了
一 套 洋文 名 词 ，

一混 了 之 。

”

《观 察 》第 ６ 卷 第 １ ０ 期 （ １ ９５ ０ 年 ３ 月 １ ６ 日 ） 。^

③ 以 《人 民 日 报 》文章 为 例 ， 华 北 大 学工 学 院通 讯组在批 判 中 揭 发 ：

“

许 多 教授希￥
望 把研究 心 得写成 文章 寄到 外 国 （特 别是 美 国 ） 去发表 ， 他们 认 为 在本 国 发表ｆ

是
‘

不 够 劲
，

的 ；讲课 时用 英 语 ， 或 夹 杂 着 英 语 ， 有的 教授从 来 没有在 黑板 上写析

过 中 文 。

”

《 我们 学 生诚恳 希望教师 们 大胆地揭 发工作 中 的 缺 点 》 ， 《 人 民 ＥＩ 报 》

１ ９ ５ １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曰 第 ６ 版 。 清华 大 学机械 系 教授 张维在 思想反省 中说 ：

“
一

直到 最近 ，我们所 用 的 课本大 部分还是英文 的 《我看 到 的 清华 大 学 的
一些 问

题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１ 月 ２３ 日 第 ３ 版

。 北 京 大 学 物理 系教授 周 培 源 从

思 想根源上深挖 ：

“

中 国 的 旧 知 识分子 直接 间接地 受 过 资 产 阶级 的教 育 ， 许 多

大知识分子都是 留 洋 学 生 ， 受资本主义 国 家教 育的 影 响 ， 特别 是美 帝 国 主义 教

育 的影 响 特别 深 ， 不 自 觉 地以 为 过去 学得 的一 套是 天 经地 义
， 不 愿 意放弃 ， 甚

至在大 学里 讲书都要 用英 文
，
也不 肯虚心 学 习 社会主义 国 家的 先进经验 。

”

《从

高等 学 校 的 院 系 调 整 谈 肃 清 崇 美 思 想 》 ， 《人 民 曰 报 》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２ 月 ２ 曰ｍ

６ １

第 ４ 版 。




央党报的行为而获取重视并出名 ，都是群众运动 中普通群众惯常使用

的手法 。 不过 ，

“

读者来信
”

还夹杂着一些个人意愿的诉求 。 来信批评

了 学校行政方面对学生要求转学 、 退学
“

不加过问
”

的 官僚主义表现 ，

但是 ，转学 、退学为 什么 在作者那里会成 为
一个严重问题 呢 ？ 就部分

学生而言 ，进人华东交通专科学校 ，也许是受到学校宣传的诱惑 ，但更

多 的是一种无法进人名 牌学校的屈就 ，带有观望心理 ， 或希望 以此作

为跳板 ，使用转学而非重 新考试的办法达 到 目标 。 当受挫时 ，就 有可

能采用 自 行退学的做法 。 对于新型学校 ，学 生是根据部 门需要有计划

地招人 ，完全享受公费待遇 ，无特殊原因 ， 学生并无 自 由 选择 的权利 ，

尤其是转科系 、转校 。 所 以 ，要 求纠 正此 问题上 的官僚主义也不是批

评 的 主要 目 的 ，薛承凤来信提 出 的解决方案 ， 是想借高等学校 院系 调

整 ，将学校并入上海交通大学 ， 还美其名 曰能获
“

节 省 国家教育经费
”

和
“

集中力量办好专科教育
”

的双重好处 ，批评主要是为取消 华东交通

专科学校提供合理性 。

在重大政治运动发起之时 ， 《人民 日 报 》选登这样一封事实模糊且

充斥运动话语 、外表义正辞严？但 暗含个人利益诉求 的
“

读者来信
”

，

作为带有导 向性 的运动宣传的一部分 ，不但暴露 了复合群众运动宣传

的困境 ，也增加 了运动过程的复杂性及传奇色彩 。

三 基层组织掌控的运动及高层干预

在大规模群众运动 中突 然遭 到批评 ， 更何况 批评来源是 中 央党

报 ，批评 内 容与 自 我评价距离较大 ，又想干脆取消学校 ，强势领导立 即

做出 强势反应 ， 以求挽 回影响 。

作为学校领导人 ，黄逸 峰的 第一反应就是 利用组织资 源回 击批

① 在
“

黄逸峰 事 件
”

被揭露后 ， 薛承凤在批判 中 又 为 写信行 为 补 充 了 先天 的 阶级

感 情和 党 的教育 两 大 动机 。 薛 承风 ： 《 我衷心 感 到 党的 伟 大 、光 荣 和正确 》 ， 《 人

民 曰 报 ＞＞ １ ９５ ３ 年 ３ 月 １ ９ 日 第 ３ 版 。



评 ，

一

方面强调组织纪律 ， 要求学校的
一

切事务都应在组织原则之下Ｉ
进行 报道学校情况必须经校长批准

”

；

？— 方面进行组织 动 员 ，发动７
一切可能动 员 的力量 回应批评并展开斗争 。

显然 ，黄逸峰不满薛承凤ｉ
不顾个人服从组织 、 下 级服从上级的 组织原则而直接投书 中央党报 的ｉ
行为 。

２０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２ 月 ８ 日 晚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 召开青 年团及积极分子ｆ
会议 ，为学生投书行为定性并进行组织 动员 。 为统

一

思想认识 ， 会前ｇ

先行召开 了 团支书会议进行吹风和 布 置 ，要求各班级团支部必须派代ｇ

表在会上表态 。 黄逸峰及公路局局长程飞 白 （交通部党组组员 ）参加｜

了会议 ，黄逸峰作了关于 《人 民 日报 》登载学校情况的 报告 ， 与会者一｜

致斥责写稿者
“

破坏校誉
” “

诽谤学校
”

，是
“

破坏分子
”

。 紧接着 ，组 织ｇ

动员 迅速在学生和教职员工 中展开 ，范 围扩大 到学校的全体成员 。 在｜

青年团及积极分子会议之后 的半个多 月 内 ， 以 青年 团 、学生会 、
工会？Ｊ

等群众组织名 义及在各班级学生 中 ，召 开 了 一连 串 的会议 ，讨论与批￥

判
“

读者来信
”

的 内 容 ， 指责 《人民 日 报 》发表
“

捏造事实
”

的来信是
“

荒｜

谬报道
”

，要求 团员站稳立场 、带头批判 ，并布置追查投稿人 ，在各班级^

中号召投稿者 自 动坦 白 检讨 。 在学生会执委 的 团员会议上 ，校领导更￥
黄

是号召学生
“

自 己解决 这
一

问题 ， 因为这是学生 自 己 的事
”

，试 图将 写｜

信者树立为学生的对立面 ， 以运动的强大声势造成现实中 的人心所 向＃

和斗 争界线 。｜

群众组织冲在运动的前面 ， 以有组织的 群体行为体现斗争的群众％

性 ，党政组织则作为坚强的保 障 ， 是群众运动发动初期基层运 动 的常
＆

① 《严 明 党 纪 ， 坚 决 肃清 不 忠 诚 老 实 与 压 制 批评 的 恶 行 》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１ ９Ｓ 第 １ 版 。 由 于 已 开放 的 档案缺 乏
“

事件
”

过程 的 材料 ， 对 于过程的 描

述 ，
只 能 多 借助

“

事件
”被揭 露后 的批 判 性报道 ， 通过认 真解读 ，

仍 能 够 基本说

明本 文所 想讨论 的一 些 问题 。

② 当 时 学校 工会 只是一 个 临 时 的 空 架 子 ， 直 到 １ ９ ５３ 年 ５ 月 ， 学校还设 想
“

把 工会

组织 建立起 来后 ，在 学校 党委 的统
一

领 导 下 ， 通过 工 会 具体组 织 与 领 导
’ ’

教 职

员 的政 治 学 习 。 《 华 东 交通 专 科 学 校政 治 辅导处 关 于政 治 理 论学 习 的 报告 》？

６ ３

（
１ ９ ５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
上海 市档 案 馆藏 ，

Ａ２６
－

２
－

２ １ ８
－

６８ 。




态 。 在明确事件性质和划清斗争界线之后 ，基层运动主要 围绕集体签

名要求 《人民 日 报 》更正 、清查写稿人和 召 开思想 改造大会几项 活动

展开 。

学生的联名 更正信 由学生会牵头 ，并经华东交通部审查后发 出
；

教职员 工的联名更正信则 由 工会牵头 ，校行政与党 、 团 负责人均以 工

会会员 身份参加签名 。 《人民 日报 》接 到更正信后 ，去信征求学校党支

部意见 ， １９ ５ ２ 年 １ 月 ７ 日 ， 校方复函表示同意学生会及工会 的声 明 。

必须指 出 ， 由学 生会 、工会牵头签名 连署 的行为 ，与 薛承 凤来信署名
“
一群学生

”
一样 ，

也是在宣示 自 己是 民意或公论的 代表 ， 不过 ，

“

更 正

信
”

确实符合组织程序 ，使用真实姓名集体连署 ， 也似乎更能代表群众

意愿或接近
“

事实
”

，至少合于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 但是 ， 《人民

日 报 》的反应却非基层
“

民 意
”

所能掌控 ，
２ 月 间 ， 《人 民 日 报 》给

“

读者来

信
”

作者回 了 信 ， 却未正 面 回应学校要求更正的 强烈诉求 。 《人 民 日

报 》回信写 了些什么 ？ 在 以后 的批判运动 中也未 曾提及 ， 可能还是在

向来信作者求证 到 底事实如何 ， 不过 ，有一点十分清楚 ，那就是正值

“

三反
”

运动高潮 ， 《人 民 日 报 》不 能轻易 出来进行 自 我更正 ， 以免遭致

可能 出现 的运动宣传损害 。

其他两项工作都按基层组织 的掌控进行 。 《人 民 日 报 》 回 信 自 然

被校方获知 ，经过暗 中侦察 ，发现信件被薛承凤取去 。 ３ 月 间 ，在强大

的组织压力 和 紧张的运动氛 围下 ， 薛承凤不 得不向校方承认 《人民 日

报 》发表 的
“

读者来 信
”

为 他所写 ，并被校方责令检讨 。 斗争对象
一旦

明确 ， ４ 月 １ ６ 日 ，学校召开了思想改造大会 。 依据群众运动惯例 ，会议

经过了严密的组织布置 。 会前 ，对会议形式 、程序和 内容进行 了 细致

的准备 ，

“

召 开小型会议进行具体布置 ，并拟定了详细提纲和 口 号 ， 以

至什么时候呼 口号几分钟 ，
对那个人呼什么 口 号

，
均有规定

”

。 会议选

择了８ 个所谓落后同 学 ， 分成三类典型 ，作 为斗争对象 ， 群众则 以争

取 、冷落 、愤怒三种态度对待 ，象征错误 的程度 和适用不 同的政策 。 薛

承凤被列人
“

恶劣
”
一类 ， 当其上台检讨时 ，台 下群众

“

呼愤怒 的 口 号
”

，



提要求开除的纸条 ，而且
“

越多越好
”

。

？ 最后 ， 由 黄逸峰出 来讲话 ，严

厉批评薛承凤 的行为 ， 同时表示要继续对其加 以
“

改造
”

。 其实 ，思想ｊ
改造大会原本包含组织处理的 内容 ，只是校方开除薛承凤的意见未能

得到华东教育部的批准 。 薛承凤由 于在 同学 中遭到孤立 ， 曾
一

度想退ｙ
学 ，校方便要他写 申请书 自 动退学 ，但薛不肯 离校 。 四五月 间 ， 校方 曾ｔ

２０

两次函告薛承凤家长 ，称薛
“

旧病复发
” ‘ ‘

神 经失常
”

，请来将其领 回 ， 或ｐ
－

来信委托该校请福建交通厅派人伴送 回籍 。^

此外 ，校方还通过倡导革命传统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 回 应所谓＊

有损学校声誉 的批评 。 校 方重 申 必须用
“

革 命的 办法来办学 校的 方Ｉ

针 因陋就简
” “

逐步完备
” “

人才速成 ，课程精简
”

是办学 的基本 方｜

法 ，并强调应
“

确立
‘

政治思想教育第一
’

的 观念
”

和开设全校性 政治大｜

课的重要性 ，

“

以期更进一步提高同学的政治认识 ，树立正确 的学习 观｜

点
”

。

② 想要跟
“

老革命
”

玩
“

政 治挂帅
”

， 刚人 学 的青年学生 明 显稚 嫩坆

行

了许多 。ｇ

与此 同时 ，黄逸峰正领导着华东交通部 门 的
“

三反
”

运动 ， 而且是ｇ

上海市
“

三反 ”

运动的先进 ，并不只 是
一个消极应对批评的 领导 者 。 据ｆ

报刊记载 ， １ ９５２ 年 ２ 月 ３ 日 ，华东交通部
“

举行坦 白检举大会 ， 进一 步^

动员 群众 围剿大贪污分子
”

，

③黄逸峰在会上 向贪污分子发 出坦 白 交＿

代的 最后 通牒 ，走在上海市
“

打虎
”

阶段的 前列 。
④ ３ 月 １６ 日 ，华东交｜

通部举行围剿贪污分子大会 ， 作战总指挥黄逸峰发 出 二次攻击命令 ，｜

大会从上午 ８ 时起
一直开到晚上 ８ 点多才结束 ，采取 了

“

大会套小会
”

｜

方式 ，前后开 了三次大会 ， 两次小会 ， 小会又分成 ４４ 个
“

正规战场
”

和｜

１ ００ 多个
“

游击战场 在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 ，
以严密的组织 ，集中

的火力 ， 向
一切贪污分子穷追猛打

”

。 并决定 以 １ ９ 日 为坦 白交代的最

① 张 以达 ： 《反 党分子黄逸峰等是怎样布置 我们 斗争薛承風 的 》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５ ３

年 ２ 月 １ 日 第 ２ 版读者来信栏 。

② 《华 东 交通专 科学 校是怎样办起 来 的 》 。

③ 《动 员 群众 围 剿
“

大老虎
”

》 ， 《 文汇 报 》 １９ ５２ 年 ２ 月 ８ 日 第 １ 版 。

④ １ ９５ ２ 年 ２ 月 １ １ 日
，
上 海市委方 才 对

“

打虎
”

组 织 、

“

打虎
”

预 算做 出 具体 安排 。

？

＿６ ５

《

“

三反
”

运动研究 》 ， 第 ３ ７ 页
。





后期限 。

① ３ 月 ２ ０ 日 ，华东 交通部 召开
“

宣布宽大贪污分子大会
”

， 黄

逸峰在会上反 复说 明 严 肃 与宽 大相 结合 、 改 造 与惩 治相 结合 的 方

针 。

？ 可见 ，黄逸峰对于群 众运动 的掌控相 当熟练 。 具有讽刺意味 的

是 ， 至少后两次大会的会场都设在华东交通专科学校 ，大礼堂的重要

性一 目 了然 。

事件发展至此 ，似乎基层单位 的运动都在严密的 组织掌控之 中 。

但是 ，在大规模群众运动 的波涛之中 ，黄逸峰也非十足的强势 ，其位置

可能随运动进程发生
一定 的移动 。 对于

“

三反
”

运动的发动 ， 中央要求

“

由首长负 责 ， 亲 自 动 手 ， 发 动 自 上 而下 和 自 下而 上 的 按级 相 互检

查
”

，

？并将
“

各单位的首长们 能否 以 身作则 ， 带头检讨
”？作为运 动发

展和深入 的关键 。 华东局亦要求
“

负 责干部首先 以身作则 ， 在党组会

议 、支部大会上进行 自 我检讨 ，发动民 主检查
”

。

？ 如此 ， 各单 位 、 各部

门 的领导干部都被推上 了 运动火线 ，具有 了双重身份或角 色 ， 即一方

面要领导本单位 、 本部门 的群众运动 ，

一方面要带头公开 自 我检讨并

接受群众检查 ， 为下级或普通群众提供 了发 表意见 的机会 。 事实上 ，

黄逸峰就因为没有经过党 内发扬民主的程序 ， 只是在群众动员 大会上

附带检讨 ，并将运动迅速转 向 反贪污斗争 ， 遭到下级干部质疑 ，

？某种

① 《华 东 交通部 围 剿 贪 污 分子 》 ， 《新 民晚报 》 １ ９ ５２ 年 ３ 月 １ ８ 日 第 ４ 版 。

② 《 华 东 交通部 开会 宣布 宽 大处 理贪 污 分子一批 ， 得到 宽 大 的 贪污分子 都衷 心 感

恩 图报 》 ， 《 新 民 晚报 》 １ ９ ５２ 年 ３ 月 ２ ２ 曰 第 ４ 版。

③ 《 中 共 中 央关 于 实行精兵 简 政 、 增产 节 约 、 反对 贪污 、反对浪费和反对 官僚主 义

的 决 定 》 （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日 ） ， 中 共 中 央 文献研究 室编 ： 《 建 国 以 来 重要 文献选

编 》第二 册 ， 北 京 ： 中 央文献 出 版社 ， １ ９ ９２ 年 ， 第 ４８ ４ 页 。

④ 薄
一波 ： 《 为 深入地普遍地 开展反贪 污 、 反浪费 、反官 僚主义 运动 而 斗争 》 （ １ ９５ ２

年 １ 月 ９ 日 ） ， 《 薄 一波 文 选 （
一九 三 七九九二 年 ） 》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９２ 年 ， 第 １ ７ ５ 页 。

⑤ 《 华 东 区
一级机 关党 员 负 责 干部带头检讨 》 ， 《人民 日报 》 １９ ５２ 年 １ 月 １４ 曰 第 １ 版 。

⑥ 李 学 民认 为华 东 交通部反 官僚主 义和领 导检讨 不彻底 ，群众不满 ， 黄逸峰在该

部 中共 党组织 扩 大会议上 斥 责 李等破坏他的
“

名誉
”

，
是

“

犯 了 无组 织 无 纪律 的

错误
”

，并撤销 李 学 民的 华 东 军政委 员 会 中 共党 代表会议代表资格 。
此事被作

为揭 露黄 逸峰 时 的 重要错误 。 李 学 民 ： 《揭 发 黄逸峰压 制 批评打 击 干 部 的 恶

行 》 （ １ ９５ ２ 年 １ ２ 月 ９ 日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 ０ 日 第 ３ 版党 的 生 活栏 。



程度上也是事件升级和批判斗争的因素之
一

。ｉ
在

“

三反
”

运动中 ， 反贪污 、反浪费的成绩突 出 ， 领导机关 和舆论宣玉
传也就更加需要反官僚主 义的 典型 ，

以营造 群众广泛参 与 的 民主氛７
围 。 除刘青 山 、 张子善等大案要案 的有选择 报道之外 ，报纸公开批评ｇ

－

主要围绕
“

压制批评
”

的 官僚 主义行 为而展开 。

① 在华 东局及 中共上２－

２０

海市委首批被点名公开处理的高级干部中 ， 黎玉 、顾准等被指为
“
一贯ｐ

—

的 家长作风和严重 的官僚 主义 ，滥用职权 、擅作威福
”

和
“
一 贯地存在^

着严重 的个人英雄主义 ， 自 以 为是 ， 目无组织 ，违反党的政策方针 ，屡＃

经教育 ，毫无改进
”

，被定性为
“

恶劣分子
”

。

？ 这些案件的处 理结果 和｜

公开报道及讨论 ，无疑都会给领导者造成某种压力 ，并鼓励群众起来｜

积极检举 、揭发
“

三害
”

，
更何况

“

纪凯夫案
” “

张顺有案
”

均 以群 众来信｜

来访形式为开端 。｜

另一方面 ， １ ９ ５２ 年的髙等教育发展状况和 院 系调整工作 ，也不利^

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摆脱发展困境和稳定局 面 。^

６ 月 １ ２ 日 ， 教育部发出 《关于全 国高等学校一 九五二年暑期招收ｇ

新生 的规定 》 ， 规定除特别批准外 ，

一律参加统
一招生 ，采取短期速成ｆ

与长期培养统筹兼顾而以大量举办专 修科为主 的方针 ，计划招生增至ｉ
于
—

Ｉ

黄
逸
峰



事
件

① 以 《人 民 日 报 》相关报道为 例 ， １ ９ ５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 发表社 论 《把 隐 藏在 革命 队完

伍 中 的 坏分子 清除 出 去 》 ， 宣 布 了 对 于
“

纪 凯夫 案
”的 处 理 ，

指 责 蓄 意 打 去 报复个

向 毛主席 写 控告信 的 武 汉 市 立 第二 医 院文 书 、 青年 团 员 纪凯夫者 为
“

潜伏在革％

命队伍 内部 的坏分子
”

。 《人民 日 报 》 １９ ５ ２ 年 ２ 月 ２６０ 第 １ 版 。 社论发表后 ，析

在报纸上进 行 了
一 系 列批判 和讨论 。 ５ 月 ３ ０ 日

，
发表 《 必 须 肃清 官僚主 义 》的

评论 ， 同 时报道 了 赶车 工人张顺 有 因 检举反革命分 子 遭遇 官僚主义 重 重 阻 难

的 事件及 华 北局 的 态度 ，
强 调 恶 劣 的 官僚主 义 作风如不 彻 底铲 除 ，

“

就 等 于放

弃 了革命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５ ２ 年 ５ 月 ３ ０ 曰 第 ３ 版政 法 工作 简评 栏 。

此后 ，
又

发表 了 一 些读者 来信及讨论 。

② 《 纯 洁 党的 队 伍 、 严 肃 党 的 纪律 》 ， 《人 民 曰 报 》 １ ９ ５２ 年 ３ 月 ４ 日 第 １ 版 。
被撤

职前黎 玉任 华 东 军 政委 员 会委 员 、上海 市委委 员 兼 市委秘 书 长 、 上海 市人 民 政

府委 员 和 市政 建设委 员 会主任等兼职 ；
被 撤职前 顾 准 任华 东 军 政委 ５ 会 财政

部 副部 长 、 上 海市委 财政 经济委 员 会委 员 、上 海市人 民政府財政 经济委 员 会副
６ ７

主任 、财政局 长 和税务局 长 等职 。
——



５ 万人 ，并硬性规定 录取后不得要求转院转 系 （或科 ）及转校 。

① 由 于

当年应届高 中毕业生仅 ３ ． ７ 万人 ，又采用从部队及机关抽 调大批干部

进行补习后报考的 办法 ， 实际录取则大大突破 了计划指标 。

？ 同时 ，

教育部指示
“

运用革命的精神和办法 ，发扬创造精神 ，精打细算 ，用较

少的钱 ，办较多的事
”

，学校修建设备 ，必须
“

采取 因陋就简 、增班为主 、

建校 为辅 、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校舍
”

的办法 。

？１ ０ 月 １ ３ 日 ， 教育 部

发 出 《关于各高 等 工 业 院 校 制 定 教 学计 划 的 指示 》 ， 在 附 发 的 专

修科教学计 划 （ 草案 ） 中 规定 ， 专 修科 的 任 务是 培 养高 级 技术 员 ，

修业 年 限为二年 。

？ 此前 ，专修科培养方 向 并无确切规定 ， 为争取 和

稳定生源 ，专科学校多将培养工程师作为招生宣传及开展学生工作 的

内容 。

？

在充满矛盾的高速发展 中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加快 了步伐 。

８ 月 ，华东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成立 ，标志着院 系调整 由协商

制订方案阶段进入实施阶段 。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在暑期的 调整 中 ，
二

年制土木工程科并 入同济大学 ， 机械工程科并入交通大学 ，学 制改为

五年一贯制及
一年制 （干训班 ）两种 ，又并入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及

① 中 央教 育科 学研 究所 编 ： 《 中华人 民 共和 国 教 育 大事记 （ １ ９４９
—

１ ９ ８２ ） 》 ， 北 京 ：

教 育科 学 出 版社 ， １
９８３ 年 ， 第 ５８

—

５９ 页 。 内 称
“

实际 录取新生 七 万 九千人
”

。

② 较早 估 计 的 高 中毕业 生数字 为
“

全 国 高 级 中 学 毕业 生 只 有三万 六 千 名
”

， 当 时

公 布的 录取数 字为
“

全国共 录取 了 新 生 六 万五 千 八 百 九十 三人
”

。 《 中 央 人 民

政府教 育部 关 于全 国 工 学 院调整方 案的 报告 》 （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１ 月 ３０ 日 ） ， 《人 民 日

报 Ｍ９ ５２ 年 ４ 月 １ ６ 日 第 １ 版 ； 《 高等 学校 统一 招 生工 作 顺 利 完成 》 ， 《 人 民 日

报 ＞＞ １９ ５２ 年 ９ 月 ２６ 曰 第 １ 版 。

③ 《 中 央人 民政府教 育部 关 于实现一九 五二年培 养 国 家建 设干部计 划 的 指 示 》 ，

《人 民 Ｈ 报
＞＞
１ ９５２ 年 ７ 月 ２ １ 日 第 １ 版 。

④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教育 大 事记 （ １ ９４ ９
—

１ ９ ８２ ） 》 ， 第 ６６
—

６７ 页
。

⑤
“

黄 逸峰 事件
’ ’

揭 露后
， 学校文件 中提到 ：

“

黄逸峰为 了 维 系 学生 ， 曾说交 大是 万

金油 ， 我们 是 专科 ，
你们 在 交 专 毕 业后 都是 专 家 、

工 程 师 ， 使 学 生对培 养 成 专

家 、
工程 师 的 印 象很深 。

”

《 关 于 华 东 交 通 专 科 学 校整 顿 工作报 告 》 （ １ ９５ ３ 年 ５

月 ２５ 曰 ） ，
上海 市 档 案馆藏 ，

Ａ２６
－

２
－

１ ９９
。



大公职业学校学生 ３７０ 多人 ，学生质量下降？而人数反升 ，有五年制学ｉ
生 １ ０ １ ２人 ，

一年制学生 ４ ５６ 人 ，共计 １ ４６ ８ 人 ，设备 、 师资 的缺 口进一

步扩大 ，只能临 时租赁房屋充作校舍 。

？

在遭遇思想改造大会斗争及学生中 的孤立后 ，薛承凤只得再次投

书 《人民 日 报 》 。 此时 ， 《人 民 日报 》 的处理方式令人 回味 。 ６ 月 ８ 日 ，报^
纸刊登了早在 １ 月 间就已 收到 的校方对薛承凤批评信件的答复 ，

？但
一

刘

只选择了其 中 的解释性内 容 ，要求更正 的部分被删去 。 薛承凤的再次
－

来信 ， 则被转给了华东局办公厅 。 也许 ， 《人 民 日 报 》经过核实情况后 ，

复

以为 问题并不严重 ， 在报刊上登载校方答复后 ，

？将问题推给地方处盒
群

理 ；也许是感到事件过于复杂 ，非报纸施加舆论压力所能控制 ，从而要求｜

地方及部门 主管机关采取组织措施 。

“

读者来信
”

的内容是否真实 ，此时ｆ

已不重要 ， 《人民 日报 》没有必要加 以更正 ，宣传导 向是对报纸批评必须Ｉ

有一个正确 的态度 。 其实 ，

“

读者来信
”

风波此时在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 ^

日 常生活中也 已不重要 ，学校正为新的分割 、合并和招生工作忙得不可｜

开交 ，薛承凤也即将转而成为交通大学的学生 ，基本上达到 了 写信的 目Ｓ

桌

标 。 可是 ，群众运动的进程 ，往往与基层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时空距离 ，

 ｜

随着上级组织的全面介人 ，运动中 的角色位置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

８ 月 １ 日
， 由 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 会主持及有关各部 门共 同组成ｉ

逸

的检查组前往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检查 ， 学校领导立刻变成了 被调查ｇ
事

件

的

？校 方认 为新并来 的学 生 、教 师 问 题较 多 ，

“

两 月 来 曾数次发生 学 生 打人 闹 事 ， 不个
辛

守 纪律 等 事件 ， 因 薛 承凤 问 题 的 影 响 ，
少 数不 正确 的 及 与 薛 有 关 学 生进 行鼓分

动
， 最近 竟 发生机械 科几个 班 级的 少 数学 生在 学 习 时 间 ， 组 织 开会哄 闹 ， 结成析

小 集 团 ，
拒绝教员 上课 等严 重 问题 。

”

校 方 准 备进行
“

彻底 端 正 学校 风 纪
”

的整

顿 。 《华 东 交 通专科 学校 关 于送上整理 校纪 与 端正 学 习 态度 计 划 草 案 》 （ １９ ５ ３

年 １ 月 ５ 日 ） ，
上 海 市档 案馆藏 ， Ａ２６

－

２
－

 １ ９ ９ 。 该 文件在 批 判 黄逸峰运 动 中 ，

也被指是 为打 击 报复而 捏造的 文件之
一

。

② 《 华 东 交通专 科学校 工作 总 结 （ １ ９５ １ 年 ８ 月 至 １ ９ ５２ 年 １ ２ 月 ） 》 。

③ 《 华 东 交通专 科学校 对读者批评 的答 复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 ５２ 年 ６ 月 ８ 日 第 ２ 版

对 《人民 日 报 》读 者批评建议的 反应栏 。

④ 《 人 民 日报 》事后检讨编辑部 由 于轻信 学 校的
“

证 明
”
而发表 了

“

显 然 是 伪造事

实 的答 复
”

。 社论 ： 《 压制 批 评的 人 是党 的 死敌 》 ， 《人 民 日 报 》 １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３

６ ９

日 第 １ 版 。




者 ，展开了一 系列 复杂 的 群众运动 中 的 组织攻 防 。 作为学校 主要领

导 ，黄逸峰等人认为
“

检查组是带有
‘

张顺有 事件 ’
‘

纪凯夫事 件
’

的 框

子去学校找典型
”

，

？要求 学校干部及 党团 员
“

统一认识
”

、

一致 口 径 ；

检查组则通过启 发教育及座谈 、讨论 ，

？寻求组织 内 部 的突破 。 在群

众运动 中 ，上级组织往往具备更大的 权威性 ， 基层干部很难 独立选择

立场 ，而且 ，上级检查也提供了 发泄不满的机会 。 于是 ，学校干部 队伍

开始分化 ，部分人采取了 与 检查组合作的态度 ，其结果直接影 响学校

日 常工作 的开展 ，也影响到学生的情绪和行为 。

？ 学校 日 常工作 的混

乱 ，又被作为黄逸峰抗拒批评 ，试图转移斗争方向 的证据 。

检查组调查报告形成后 ，华东局纪律检查委 员 会于 ９ 月 ２５ 日 和

１０ 月 １６ 日两次举行会议 ，对黉逸峰等人进行批评教育 ，并拟定了给予

黄逸峰党 内警告处分的组织结论 。

？ 在此种 情况下 ，其他当事人就各

自 责任进行 了检讨 ， 黄逸峰却拒绝公开检讨 ，也不听从他人劝告 主动

找谭震林反映情况 ， 检讨缺 点和错误 。 于是 ， 华东局 派组织部负 责人

赴京 向 中共中央汇报 ，请示处理意见 。 当毛泽东得知黄逸峰压制批评

的情况后 ，在一份材料上写下 了
“

压制批评 ， 轻则 开除 党籍 ， 重则交人

民公审
”

的批示 ，

？“

黄逸峰事件
”

被最后定性 。

① 《 揭发反 党 分子黄逸峰的 真 面 目 》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２ １ 日 第 １ 版 。

② 《 严 明 党 纪 ， 坚决 肃 清 不 忠诚 老 实 与 压 制 批评 的 恶 行 》 ， 《解放 ０ 报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１ ９ 日 第 １ 版 。

③ 在揭发材料 中 ，首先站 出 来反 映 情 况 的 干部 或是 新 调 来 不 久 的 干 部 ，
或被 指

“

带有 个人 的成见
”

。 黄逸峰称 工作组到 校后 ， 学校 已 不 向他们反映情 况 ， 耽误

了 基建 工作 。 黄在给 华 东 教 育部 的 情 况报 告 中 称有 学 生说 ：

“

薛 承 凤搞 了 一

下 ， 学校搞 乱 了 ， 我要组织 薛承风第 二集 团
，
再搞 一 下 ， 学 校就 完 了 。

”

《 揭 发反

党分子黄逸峰的 真 面 目 》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５３ 年 １ 月 ２ １
日 第 １ 、２ 版 。

④ 《
一 个传奇 式 的 共产 党 员

——黄逸峰的 一 生 》
， 第 ８９ 页 。

⑤ 林 蘊 晖 ： 《

“

黄逸峰 事件
”

与 一 篇 重要文献 》 ， 《 北 京 曰 报
＞＞
２ ０ ０６ 年 ８ 月 ２ １ 日 第 １ ７

版 。 这 一说 法被广 泛使用 ， 均 未 注明 确 切 出 处 ， 实 为 １ ９ ５２ 年 １０ 月 ２ ４ 日 ， 毛泽

东 就 １ ０ 月 １ ８ 日 《 中 共 中央 纪律检查 委 员 会 关 于 处理党 纪案 件 的 经验和 今后

开展 纪律检 查 工作的 几 点 意见的报告 》所作的批语 ，该报告提 出 开展群众性纪

律检 查运动 ， 重 点 处 理对党 员 和群众 来信
“

不 予 处理 、 敷衍 了 事和压制 民 主 、报

复控 告人的行 为
”

。 《建 国 以 来毛 泽 东 文稿 》 第 三册 ，
北 京 ：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

１ ９８ ９年 ， 第５ ９８— ５９９页 。



此种结果 ，是 由于黄逸峰
“

个性倔强
”

或
“

居功 自傲
”

所招致 ？ 还是

由于华东局乃至 中央需要抓
一

个 反官僚主义 的典型 ？ 或许两方面 的ｉ
因素均有 。 但是 ，既往研究多忽略 了群众运动 中组织 内 部不同 层级对

运动的理解 、应对及 目 标选择差异 。 黄逸峰始终坚持群众参与 应是有ｙ
组织 的行动 ，批评首先要求 内容的 真实 ， 这些 都是党 的基本原 则 和经ｉ
验 ， 只不过在群众运动 中 ，尤其是在发动阶段 ，往往更偏重于鼓励 自 下ｒｒ

̄

刘

而上的 自 发行 为 ， 运动 中 的宣传舆论导 向 也往往更注重态度 、立场 、声：泉

势 ， 而非学究式的考证 。 在 已被最高层定性后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５ 日 ，黄逸ｇ

峰在华东交通专 科学校党课上还专 门讲 了
“

批评与 自 我批评
”

， 强调｜
“

批评的态度一定要老老实实 ，诚诚恳恳
”“

批评要在一定会议 中
” “

要蠢

在坚持真理的基础上
”

提 出 ， 并天真地 质问 ：

“

如某机关 因一读者批评￥

同事实不符 ，职工集体签 名要求改正 ，是否 叫做反抗党报 ？


”①宣

传

ｎ
为

四 精心组织的大批判｜
窠

Ｉ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５ 日 ， 中共 中 央发 出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 、 反对命令 主｜

义 、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 》 ，强调 ：

“

官僚主 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 党和政Ｍ

府 ， 不但在 目 前是
一

个大问题 ， 就是在一个很 长的时期 内还将 是
一个｜

大问题 。 就其社会根源来说 ，这是反动统治 阶级对待人 民 的 反动作风ｇ
的

（反人民 的作风 ， 国民党 的作风 ）的残余在我们党和 政府 内 的反映的 问^

题 。

”

要求从处理人 民来信人手 ，展开坚决的
“

新三 反
”

斗争 。

“

凡典型蓉

的官僚主义 、命令 主义和违法乱纪 的事例 ， 应在报纸上 广为揭 发 。

” ？

新的运动 ，需要新的斗争对象和典型事例 。

１ 月 １ ３ 日 ，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 会以黄逸峰犯有
“

压制 批评 、 打击

报复批评者的反党恶行
”

和在党检查处理过程 中又犯有
“

严重 的欺上

① 《 揭发反 党 分子 黄 逸峰的真 面 目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 １

日 第 ２ 版 。

② 中 共 中 央 文 献研 究 室 编 ： 《 建 国 以来 重要文 献选编 》 第 四 册 ，
北 京 ： 中 央 文献 出

７ １

版社 ， １ ９９３ 年 ， 第 ８
—

１ （ ＞ 页 。




ｒ瞒下 、 目无组织 、对党极不忠实的错误
”

， 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

①并

建议撤销其一切行政职务 。 １ 月 １ ５ 日 ，华东局决定撤销 中共华东交通

部党组 ，

？标志着黄逸峰经 营的所谓
“

独立王 国
”

的结束 。 于 是 ， 运动

完全 回到 了统一认识 、统一行动 的严密 的组织控制之中 。

“

黄逸峰事件
”

的揭露 ， 被视为华 东地 区反官僚 主义的重 大胜利 ，

《解放 日 报 》精心组织 了公开的批判运动 ，要 求
“

每
一个党员

、
干部 和广

大读者都应当采取积极参加这
一斗争的态度 ， 积极反映和报道有关这

一 问题的材料
”

。

③ 为此 ，编辑部制订 了详细 的报道计划 ④
， 根据运动

的阶段划分 ，
以及各阶段的主要工作 、任务 ， 分三个步骤实施 。 报道计

划充分展示了发动一场群众运动 的宣传 策略 ， 抓住典型事件 ， 以 组织

定性为依据 ， 展开有计划 、有组织 、全方位 的宣传攻势 ，其 中既有 各省

市 、各部 门领导机关及主要负 责人 的表态 ，也有普通群众 的热烈拥护

和强烈声讨
；
既有所谓揭露事实真相 的检举 、揭发 ，也有从问题根源深

刻批判 的理论文章 ；既有 曾因批评遭受打击者 的控诉和 曾犯有打击报

复错误者的检讨 ，也有干部 、群众经过斗争 、学 习收 获 的认识和感 想 ，

对运动各 阶段 的宣传 内 容都有具体布置 ， 以 收取逐步深入 、
全程 引 导

之功效 。

第一步 ， 主要工作是
“

公布黄逸峰事件 的真相 ， 宣传党的态度与决

心
，使人人痛恨这 类反党 的 罪恶行为 ， 为召 开 审判大会做好思想 准

备”
。 依计划列 出 了需要发表的材料 ， 尤其是前 三天报纸报道的详细

内容 。 第
一

天刊发开除黄逸峰党籍 的新闻
、
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 会的

处理决定 和本报社论 ， 以及事件 的
一

些背景 材料 ， 为批判运 动定调 。

① 《华 东 局 纪律检查委 员 会 关 于华 东 交通 专科 学 校压 制 学 生批评 事件对有 关 领

导人 员 的 处 分 决 定 》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１ ３ 日 ） ， 《解 放 日 报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１ ９ 日

第 １ 版
。

② 《 中 共 中 央华 东 局 关 于 撤销 中 共 华 东 交 通 部 党 组的 决 定 》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１ ５

日 ）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５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第 １ 版 。

③ 解放 日 报编 辑部 ： 《 关 于
“

华 东 交通 专科 学 校事件
，，

的报道提示 》 （ １ 月 １４ 日 ） ，

上海市 档 案 馆藏 ，
Ａ７３

－

１
－

１ ３０
－

３
。

④ 《解放 日 报社编 辑部 关 于 黄逸峰事件 的报道计 划 》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月 ） ， 上海 市档案

馆藏 ，
Ａ７３

－

１
－

１ ３０
－

１ ０



第二天刊发华东局撤 销华东交通部党组 的决定和 交通部干部 的检举

材料 ， 以及交通部 、交通专科学校的反应 ，
以单位 、部 门 的揭发 、批判充ｉ

当批判运动的 民意基础 。 第三天 以记者专访处理此案 的有关 负责 人

的 形式 ，公开揭露黄逸峰
一

连 串
“

反党活动
”

的事实
。
从第 四天起 ，连

续发表有关人员 及党组织的检讨和补充揭 发材料 ，报道重点逐步转 向ｉ
发表有关人员 的感想和一 些党员 、党组织对此事件 的反应与 处理意ｐ

刘

见 ， 为必须召开审判 大会营 造气氛 。 其间 ，也会选 登关于批评 和 自 我二
泉

批评的文章和领导干部讲话 ， 为批判提供理论武器和 斗争方法 。

＃

复

第二步预设 目标是
“

报道审判大会 ，组织 与发表广 泛的反应 ，使这Ｉ

一斗争全面展开
”

。 计划报道审判大会新 闻及需要公布的讲话原文和Ｉ

会后各方反应 。 由于进入运动高潮 ，报道面扩大 ，不但要
“

吸收广大党窜

员 、 干部 、群众投人战斗 ，表 明 自 己态度 ， 拥护 党的正确决定
”

，尤其是宣

“

召集过去曾经展开批评或 曾经因批评 而遭受 压制 、打击 的党报通讯６

员 举行座谈会
”

，联系 个人经历 ，批判 、揭发压制批评 的反党行为 ； 而且Ｉ

“

要过去有类似错误 的人 ，
以 此事件联系 自 己 进行 思想批判

”

， 除在报Ｉ

纸上树立
一两个代表人物外 ， 对于 问题不大又能 自 动深刻检讨者 ，不 Ｉ

报上点名 。 对于过去有类似错误仍不 自 觉悔悟者 ，则进行揭发 、批判 。￥

但是 ，是否应在报纸上公开点名 ， 《解放 日 报 》采取了谨慎态度 ， 对于问Ｉ

题不很严重 尚不需纪律处分者 ，采取由 综合通讯员 意见加 以点 名 的办Ｉ

法 ，要其公开检讨 ；对于问题较严重而态度恶劣者 ，可由 被压制批评 的ｇ
的

人在报纸上公开声讨 ， 由 报社要求其上级领导机关督促处理 ，但又规Ｉ

定 ，

“

除情节特殊严重作为典 型事件者外 ，

一般可迟 一步
”

。 基本采用Ｉ

了 《人 民 日报 》处理
“

黄逸峰事件
”

的模式 。

第三步则为配合运动 的总结 、 善后阶段 ， 计划
“

结合各地 的学习 ，

组织一些水平较高 的 同 志发表文章
”

， 拟定 了１ ２ 个要发表 的文章题

目 ， 内容覆盖
“

压制批评者为什么 是党的死敌
” “

驳斥各种压制批评 的

荒谬论调
”“

分析黄逸峰错误思想 的本质
”

等各个方 面 ，在约请写文章

的名 单中 ，囊括了华东地区各省市 、各部 门 的主要领导干部 。

检索《解放 日 报 》在批判运动 中 的发表情况可 以发现 ，第
一

步的宣

传报道依照计划顺利完成 。 自 １ 月 １ ９ 日 起 ，报纸连续刊载华东局对ｉ




“

黄逸峰事件
”

的组织处理决定 ， 并发表相关社论 ，

① 以及 检查组 的 调

查报告和相关当事人的检举揭发材料 ， 成为批判运动 的基本事实和斗

争性质 的依据 。
１ 月 ２３ 日 ， 《人民 日 报 》发 表社论 《压制批评 的人是党

的死敌 》 ， 以为批评和 自 我批评是党的建设的 根本 问题 ， 给黄逸峰戴上

了
“

党的死敌
”

的
“

反党
”

帽子 ，并指 出
“

黄逸峰事件
”

暴露出 国 民党的 官

僚主义和恶霸作风的遗留与影响 、把所领导 的单位 当作独 立王 国和把

所管理 的 国家财产 当作 私产 、借历史和地位 向党 闹 特殊性 等三个 问

题 ，

②为批判运 动定 了调子 。
１ 月 ２６ 日 ， 《解放 日 报 》在第 １ 版转载 了

《人民 日 报 》社论 ， 同 时继续刊登各种表示 坚决拥 护 的 来信 ，标 志着高

潮到来 的条件已经成熟 。

不过 ， 由 于最高层改 变了处理办法 ，黄逸峰并未依原设想 的那样

作为
“

党的死敌
”

被审判 ，

③计划 中 居于报道高潮的 审判大会也就未能

举行 。 当然 ，此种变化 ，非华东局及 《解放 日 报 》所能预料 ，但运动仍要

继续 。 于是 ，报纸宣传的 口 径出 现 了
一些微妙 的变化 ，要求召 开审判

大会的 民 意 ， 改为 由 华东交通部党总支及各单位党组织 、 各 地读者来

信强烈要求召 开大会 ，彻底批判黄逸峰 的错误思想并清算其罪恶 ，
④

① 社论 ： 《 严惩 压制 民主 ，欺骗 组织的 坏蛋份子
，
为 提高 党在 大规模建设 中 的 战 斗

力 而 斗争 》 ， 《解放 ａ 报 》 １ 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１９ 曰 第 １ 版
。

② 《人民 曰 报 》 １ 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 ３ 曰 第 １ 版 。

③ 《解放 日 报 》为 华 东 局 机关 报 ，改 变计 划 的 决 定应 来 自 更 高 层 。 姜铎撰 写 的 黄

逸峰传记这样记载 ：

“

这一事件发生 时 ， 对黄逸峰较为 熟 悉 的 刘 少 奇 、 陈毅都 去

苏联 出 席 苏共 第 十 九次 代表大 会 。 当 陈 毅 回 囯后得 悉 这一 情 况后 ，
这位领 导

过黄逸峰 多 年 、 对他 比较 了 解 的
‘

老 总 ，

， 曾作过改 变 对他 的 处分 的 努 力 ，但 结

论 已定 ， 并 经公布 于世 ，
已 是无法改 变 了 。

”“
１ ９５ ６ 年 上半 年 ， 毛 泽 东 在

‘

十 大 关

系
， 的 报告 中 ，提到 可 以允许黄逸峰重新入 党 的 问题

。
于 是

， 中 共 上 海 市委 着

手 帮 助 黄解决 重 新入党 的 问 题 ， 同 年年底 办妥 一应 手 续 。

”

《
一个传奇式 的 共产

党 员
黄逸峰的 一 生 》 ， 第 ９ １ 页 。

④ 《很 多 单位 中 党 的组 织投 函本报 ，

一

致 要求上级 党 委 召 开大 会 ，彻底 批判 黄 逸

峰的 反 党思想 》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５３ 年 １ 月 ２ ５ 曰 第 ３ 版 党 的 生 活 栏 Ｋ 中共华 东

交通部 总 支等继 续 来信 ， 要 求 召 开 大会批 判 黄逸峰 的错 误 思 想 》 ， 《解 放 日 报 》

１ 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 ７ 日 第 ３ 版 党 的 生 活 栏 ； 《 华 东各地读者 继 续 踊 跃来信 ， 要求 召

开 大会彻 底 清算 党 的 死 敌黄 逸峰 的 罪 恶 》 ， 《 解放 日 报 》 １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 ９ 日

第 １ 版 。



华东局则 接受 群众意 见 ， 举行 了
一 个小 规模 的 交通 部 总支 党员 大Ｉ

会 。

① 随后 ，报纸上公开批判 的规模有所 降低 ， 原计划发表 的高水 平ｉ
理论批判 文章 出 现 了 明显的缩水现象 ， 同时 ， 报纸 内 部开始检讨报道ｊ
中不调査 、不核实 、 不请示 的错误 。

？

在
“

黄逸峰事件
”

发生 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 ，批判运动完全依照上ｉ
级计划和 斗争经验进 行 ， 有热烈拥护 、积极揭发 、诚恳检讨 、愤怒控诉

一

刘

等各种表现 ， 十分热闹 ，较之前期黄逸 峰领导 下的 运动 ，更能体现群众－

运动参与方式的特征 。
＊

由 于事实已被认定 ，有组织 的大批判更注重态度和立 场 ， 新揭发合
群

出来的一些
“

事实
”

， 也只 是批判的 注脚 。 于 是 ， 黄逸峰需要为学校存Ｉ

在的各种 问题承担全部责任 ，甚至华东地区涉及交通的各种问题都会Ｉ

同黄的官僚主义相联 系 。

③ 在 学校干部 中 间 ，原 与黄逸 峰关 系 较远Ｉ

者 ，明确表示衷心拥护 ；

？关系较近但较早反戈一击者 ，检讨 自 己未能^

积极开展批评是
“

存在着浓厚 的个人主义情绪
”

；

⑤关系 密切且受影响Ｉ

较深者 ， 则痛陈 自 己受到
“

欺 骗
”

并积极揭发 黄
“

反党
”
的

“

具体事实
”

；Ｓ

共同的感觉是
“

压在我们 身上 的
一块大石头搬掉了 ， 我们从心底里体ｆ

对
于

５
逸

峰

① 《 华 东局接受 党 内 外 群众要求 ， 召 开 交通部 总 支 党 员 大 会 ， 揭发批判 黄逸峰反＃

党 恶行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 ５３ 年 ｔ 月 Ｍ 日 第 １ 版 。ｇ
② 批判 运动 高 潮 紧 随 自 我 检查 ，

张春桥 以 为
，
１ ９５ ３ 年 《 解放 日 报 》 已发 表 的 １３ ０个

多件稿 子 中 １ ／３ 以上有事 实 出 入 ，还 不 包括读 者 来信 。 王 晓梅 ： 《 建 国初期 党雰

报 开展
“

批评与 自 我 批评
”

探 析
——

以
〈 解放 日 报 〉 为 例 》 ， 《 新 闻 与 传 播研 究 》析

２ （Ｕ ２ 年 第 ５ 期 。

③ 黄逸峰被揭 露 时 ，恰 逢春 节 回 乡 高峰 时期 ，许 多 人 因 买 不到 火车 轮船票 ，

“

甚至

怀疑是 否铁路 、 交通部 门 又犯 了 官僚 主义
”

。
报纸 的 回 答 ， 将 主要原 因 归 之 于

春 节 回 乡 多 、 经济发展快和 美 蒋 的破坏 ， 官 僚主 义 者 只是 极 少数 ， 以 消 除人们

对政府及 国 营部 门 的 误 解 。 《 为 什 么 买 不 到 火 车轮船 票 ？ 》 ， 《新 民 晚报Ｍ ９５ ３

年 ２ 月 ７ 曰 第 １ 版 。

④ 周迈 ： 《 衷 心 拥护华 东 局 开除黄 逸峰 党 籍 的英 明 决 定 》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５３ 年 １

月 ２ ６ 曰 第 ３ 版 。

⑤ 印建强 ： 《诚恳 接受 党 给我 的 处 分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第 ３ 版 党 的

生 活栏 。



验到共产党的 伟大 、光荣 和正确
”

。

① 学生中 间也是如此 。 原 服从学

校领导 的 团员 检讨说 ：

“

过去我们 只相信错误的领导 ， 不相信群众 ，反

而责怪群众落后 。 有 意见也不敢提 。

”
一

般 同学将 学校问 题归 因 为 ：

“

过去 ，我们对领导上从来不敢提意见 ，学习 松弛 ， 纪律很坏 ，竟没有人

管 。

”过去对学校不满 ，想转学的 同 学 ，这次也安心 了 。 对学校前途缺

乏信心 的 同学吐 出 了豪言壮语 ：

“

学校 的前途是光 明的 ，我们 的专业是

伟大的 ，今后得好好加油干 。

”②群众运动 中 的政治话语 ，使 用得更加

熟练 。

至 ３ 月 上旬 ，学校 的反黄逸峰思想运动宣告
“

胜利结束
”

， 斗争 的

收获据称
“

非常巨大
”

，主要表现在 ：

“
一

、彻底解散 了黄逸峰的
‘

独立王

国 ＇ 维护 了党和 国家的统
一

， 纯洁了党的 队伍 ，改造和巩 固了 党的组

织 ，加强与提高 了党的 战斗 力 。

” “
二

、提高 了 党内 外干部的思想政治水

平 ，开展 了批评与 自 我批评特别是 自 下而上 的批评 ， 加强 了党 内 外的

民主生活 。

” “

三 、提高了 党 的威信 ， 加强 了党 内外和上下级之 间 的 团

结 ，提高了广大干部的 工作积极性和革命 自 觉性 。

” ＠表面上看 ，似 乎

学校的前景一片光明 ， 可是 ， 除 了组织清理之外 ，运动并没有带来什么

具体的变化 。

五 整顿纪律与新型学校的终结

“

搬石头
”

确实具有释放群众参与 热情 的 功能 ，但运动一经发动 ，

很快便超出 了学校领导可能控制的范 围 。 对于黄逸峰压制 民主 、压制

① 《华 东 交通专 科学校 和交通部 全体人 员 热 烈 拥护华 东 局 清洗黄 逸峰 出 党 》
， 《解

放 曰 报 ＞＞ １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第 １ 版 。

② 《 华 东 交 通专科 学校和华 东 交通部全体 人 员 热 烈拥 护 华 东 局 清洗黄 逸峰 出 党

的 决 定 》 ， 《 文 汇报 》 １ 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 １ 日 第 １ 版 。

③ 《 前 华 东 交通部各单 位及交通专科 学校 清算黄逸峰罪行的 斗争有很大收获 ，
目

前正结 合经 常 工 作深入展开反 官僚主 义斗争 》
，
《 解放 日 报 》 １ ９５３ 年 ４ 月 ２ ４ 曰

第 ３ 版 。



批评错误行为 的揭 发 、批判 ， 很快转变 为对学校党 、 团 干部 的 普遍 揭

发 、批评 ，斗争锋芒指 向
“

组长以上党员 干部及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某些ｉ
作风较不好 的辅导干事 、教师 ，

以至班级学生干部
”

，要求下班检讨 ， 而ｙ
且 ， 同样采用 了对被批判者

“

扣帽子
”“

斗争
”

的方式 。 结果一批原有骨ｉ
干被斗 ，

“

使他们怀疑新的领导对他们是否信任 ， 没有信心亦不愿意再７
去担任工作 ，这就使领导上失掉 了在群众 中依靠 的核心 力量 ， 瘫痪 了

刘

下层组织基础 。

”

对于盲 目 服从错误领导 的批 判 ， 也产生 了
一些负 作：

皋

用 。 学生 中增加 了对领导的怀疑心理 ， 因怕
“

受骗
”

而不积极地响应上复

级号召 ，特别是当与个人利益有违背时就
“

坚决不服从
”

，

“

团员 跟着落｜

后学生盲动的 现象亦多 了 ， 给今后领导工作 增加 了 困 难
”

。

① 群众运ｉ
动

动的 参与方式 ，不但无法顺利达成预设 目 标 ，反而加剧 了学校 中原本中

的

存在 的 紧张关系 ， 造成组织凝聚力 和领导威信下降 ， 使得批评 和 自 我｜

批评更难 以正 常开展 。Ｗ

更令各级领导始料不及 的是 ，薛 承凤 由
一个遭受打击 、迫 害 的 被｜

斗争对象转变成勇于反官僚主义的斗士 ， 而且成功转为上海交通大学｜

学生 的经历 ，极大地鼓励 了有类似期待的 其他学生 ，并借助运动将 愿ｉ

望直接转变为积极的行动 。 批判运动并没有解决希望转学的 问题 ，反｜

有更多 的学生 直接提 出 要求 ，

一语 不合 ， 便 向上级 及党报写 信控诉 。｜
峰

一

名 五年制 管理科二年级学生写信给华东教育部 ， 揭发 、 控诉反党分ｆ
件

子黄逸峰 ， 称其因身体不好 、 学习跟不上 、遭同 学嘲笑和受到孤立 ，要奋

求转学医科 ， 受到学校行政
“

不负责任
’’

的对待 ，并称此举 已
“

使我对政￥
分

府也产生了不满意
”

。

？ 明显是将所谓
“

不负 责任
”

上纲为破坏党和政析

府与人民群众联系 的官僚主义 。

影响较大的是已分配到华东公路管理局直属 第
一

工程 大队的
一

年制 同学的集体请愿 ，要求保送进入 大学继续学习 。 他们 的要求 ， 也

代表了
一年制部分已 留校或已 分配到其他单位工作的 同学的 意愿 ，

一

① 《 关 于 华 东 交通 专科 学校整 顿 工 作报告 》 （ １ ９５ ３ 年 ５ 月 ２ ５ 日 ） 。

② 《华 东 军政委 员 会教 育部 致 华 东 交通 专 科 学校 》 （ １ ９ ５３ 年 ２ 月 １ ２ 日 ）
，
上海 市

档 案 馆藏 ，Ｑ２５ ９

－

２

－

９２ ／９３ ／９ ４ 。




时形成较大声势 。 华东高等教育管理局认为 ，

一年制训练班不属正规

班级 ，入学时程度参差不齐 ， 既 已分配工作 ，不能再分配入大专学校学

习 。 更重要的是 ，

“

这批学 生为数甚 多 ， 如 对这少数人予以 照顾 ， 势必

引起更 多的人不安心工作而来要求学习
”

。

“

也将引 起其他人员 援例

要求学习 ， 则我们 将很 被动 ，且无法应付 。

” ①中央交通部 对进一步 申

诉的反应就更为宽缓 、 含糊 ，

一方面认为这些学生工作不到两年 ，不合

人事部规定 的调干人学条件 ，故不能保送 ；

一方面又 同意他们 自 行投

考学校 ，并要求工作单位给予一定假期温课 ，未经考取仍得 回原单位

工作 。

？ 表现出群众运动 中领导机关的 谨慎 。 此种 温和答复反鼓励

了企图
“

搭便车
”

的学生 ， 他们 以为
“

我们 的要求 已经引 起了 领导上的

重视 ，但是距离我们要求太远
”

，拒绝 自 由 参加统招 ，坚持集体保送 ，
理

由是 ：

“

我们在进华东交专时 ， 已经经过人学考试 ， 而且在交专土木工

程科 已读过
一年 ， 又工作 了 将近

一年 ，如仍读土木工程方面系科 ，根本

没有考试 的必要 ， 我们进人一年级 已 属冤枉 ，若再要入学考试 岂不太

不合理 。

”③已经近乎胡搅蛮缠 。

显然 ，群众运动的走 向 是新领导不能接受 的 。 因此 ， 当 批判运动

进入高潮之时 ， 紧随其后 的并不是对 旧 问题 的整改和争取新 的发展 ，

而是迅速转向 重 申 秩序和整顿纪律 。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方认为 ， 揭

批黄逸峰运动
“

偏重于发扬 民主
”

， 忽略了
“

较系 统的 加强组织性纪律

性的教育
”

，
以致

“

产生 了严重的 极端 民 主现象
”

，要求
“

整顿纪律
” “

整

顿校风
”

。

？

整顿纪律直指学生中存在 的各种恶劣行为 ， 运动对象由 居功 自 傲

的官员 转为放荡不羁 的学生 ，而且 ，对于学生 问题的估计远 比黄逸峰

① 《华 东 高等教育 管 理局 高 行字 第 ５ ２７４ 号 》 （ １９ ５ ３ 年 ４ 月 １ ６ 日
） ， 上 海市 档 案 馆

藏 ，Ｑ２ ５９
－

２
－

９ ２ ／９３ ／９４ 。

② 《 中 央 人民政府 交通部 关 于 华 东 交专
一

年制毕业 学 生 已 分配 工 作请 求继 续 学 习

的 办理意 见 由 》 （
１ ９５ 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 上海 市档 案馆藏 ，Ｑ２ ５９

－

２
－

９２ ／９３ ／９４ 。

③ 《 中央 人民 政府 交通部 关 于华 东 交 专 一 年制 毕 业 学 生 已分配工 作请 求 继 续 学

习 的 办理 意 见 由 》 附件 ， 上海市 档 案馆藏 ，Ｑ２ ５９
－

２
－

９２ ／９ ３／ ９４ 。

④ 《关 于华 东 交通 专 科学校 整 顿 工作报告 》 （ １ ９５ ３ 年 ５ 月 ２ ５ 曰 ）
。



任职时期更为严重 ，处理也更为严厉 。 校方声称 ：

“

少数坏学生违反纪Ｉ
律的现象十分严重 ，破坏制度 ， 违犯课堂宿舍规则 ，打人骂 人 ， 破坏公ｉ
物 ，偷窃敲诈 ， 乱讲荒谬言语 ，生活腐化堕落 ， 在校外为非作 歹 ，扰乱社

会治安 。

”“

很多干部
‘

怕 学生
’

、

‘

怕 犯错误
’

， 政治处 与下属组织机构仍ｉ
处于瘫痪状态 。

”

在宣布整顿纪律后 ， 每个班级仍有三五个学生满不在ｉ
乎 ，

“

把校规 、制度 、 纪律看做 ：

‘

当他是假的 。

’
”

更令人感到疑惑 的是 ，

刘

在紧张的政治运动之 中 ，

“

坏学生
”

的 恶行居然也发展到 了政治领域 。：皋

学校厕所里出现了反动标语 ，

“

有 的将悼念斯大林 同 志的黑纱 戴到 脚ｓ

上
”

，

“

追悼大会上有的在后边打扑克牌 ，有 的公开讲反动言论 ， 有的背｜

后煽动同学犯错误
”

。 ４ 月 ２９ 日 ，经请示批准后学校公布将 ４ 名既违％

反校规又违法的学生开除学籍 ， 其中两个 由 公安局抓 了去 ，

一个被判￥
的

处三年劳役改 造 。
？ 可见 ， 政治运 动 中 的纪律 整顿 ， 较之一般行政管｜

理整顿更为严厉 。ｇ

客观而论 ，学校秩序的混乱 ，并非完全由 政治运动所造成 ， 除 了 原｜

有 的学制 、设备 、师资等因素外 ，最重要的是学校在高等学校院 系调整ｇ

中前途未 卜 。 就在黄逸峰被解职之时 ， 学校正面临如 何制 订进一步调｜

对

整方案 的棘手 问题 。 搬 去黄逸峰并没有 给学 校前途带来
“

光 明
”

， 相＝

反 ，更换新领导 ， 以及直属上级由 华东交通部改为华东教育部代管 ， 都Ｉ

使得学校 的前途更为混沌甚至暗淡 。｜
件

贯彻调整方案的第一步是
“

决定结束
一年制 ，并将 民生公 司训练ｇ

班转 出领导关系 ， 以便集 中力量办好五年制
”

。 取消一年制 ，

一方面是ｉ
分

因此种短期训练班开办较多 ， 已 经可 以 基本满足用人需要 ；

一 方面 由析

于
一年制学生来源最为复杂 ，不易管理 。

一年制 结束后 ， 学校还有学

生 １ ０ ０４ 人 ，设备 、师资短缺稍有缓解 。 在此基 础上 ， 学校最初设计 的

方案为 ： 甲 、 由 二年级及部分三年级学生组建 四年制公路学院 ，计划迁

校北京 。 乙 、 学校改为上海公路学校 ，现有
一

年级学生交拨该校 。 丙 、

７ ９

① 《 关 于华 东 交通专 科学 校整顿 工 作报告 》 （ １ ９ ５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




部分三年级及四年级学生调往其他大专院校 。

？２ 月 初 ， 华东教育部

主管领导来学校主持制订调整方案 ，

“

决定将三 、 四年级暑假后转人其

他大学 ，

一

、二年级改成中等技术学校 ， 毕业后亦可升人大学 。

”

消息传

出 ，造成了
“

全校性的大风波 ：
以二年级为主坚决反对改为 中技 。

一年

级要求并人大学的预科 ，
二年级要求并入大学

一年级 ， 三 、 四年级要求

并人大学二 、 三年级
”

。 团 员思想情绪亦十分紊乱 ，有的 团员 提出 ：

“

团

籍可 以不要 ，方案一定反对 。

”“

管他什么党 中央 ， 要读 中技我一定不服

从
。

”

甚至要挟学校新领导说 ：

“

方案不经过学生研究就报告上级是不

民主 ，是黄逸峰 。

”

新学期开始后 ，
３ 月 １ ８ 日 学校宣布经修补的调整方

案 ，许愿
“
一

、二年级亦于读满三年后转人大学专修科 ， 校名 、师生待遇

不变
”

。 学生仍然不满 ：

“

愿读本科 ，不愿读专修科 ； 三 、 四 年级要求 马

上转走 。

”②

必须指 出 ，新领导及新代管部门主张或倾 向于放弃华东交通专科

学校 时 ， 理由 与黄逸峰招致批评的理 由 相仿 ，但解释话语却发生 了
一

百八十度 的大转弯 。 黄逸峰任职期间 ，学校能够在短 时间 内 因 陋就简

地创办 ， 是国家建设需要并符合新 型学校的 构想 ， 学制 、设备 、 师资等

所有 问题 ，都是暂时 的 ，都可 以用革命方法 和 确立
“

政治思 想教育 第

一

”

的观念加 以克服 。 黄逸峰倒 台后 ，华东 交通专科学校成了 

一个烫

手山芋 ，评价标准也就发生 了根本性的改变 。 在校方报告 中 ， 反复强

调校舍 、宿舍多系 临 时租赁 ，教室小得学生挤不下 ，侧面同学看不见黑

板那半边 ，前边同学靠近黑板
“

吃 粉笔灰
”

， 教师讲话 唾沫喷到学生头

上 ，而且 ， 中 国福利会一定要收 回 校舍
一部办托儿所 ，房屋管理局想将

学校租用的 文工 团的 房子 给卫生 局办训练班 ， 以便给部队调整房子 ，

学校新建的实习工厂 因靠近第六医 院与华东 医院 ， 医 院嫌吵并希望要

去扩大业务 。 对于教师 、学生素质的 负面估计扩大 ，教师除数量 、专业

缺 口较大外 ，且 来历复杂 ，

“

其 中有 大汉奸 、 国 民党 的 特务 、 官僚 、 政

① 《 华 东 交通专 科学 校调 整草 案 》 （

一

） （
１ ９ ５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 ，
上 海市 档 案 馆 藏 ，

Ｑ２ ５９
－

２
－

９ ８
－

１ ９
。

② 《 关 于 华 东 交通专 科学校 整顿 工 作报告 ：Ｋ １ ９５ ３ 年 ５ 月 ２ ５ 曰
）

。



客
”

；学生 中随便旷课 、不关心政治的现象仍很严重 ，落后同 学晚上逛ｉ
马路 、 下舞厅 ，

“

并有少数
‘ 阿飞 ’ 及个别 的政治嫌疑 分子

”
。
① 由 革命Ｉ

论解释转为强调条件论 ，与 中央高等教育部成立并要求努力克服过去Ｉ
“

追求数量忽视质量 的偏 向
”？相关 ，是继续 院系调整工作合理性的解ｉ

释话语 ，但在政治批判运 动中讲 出来又多少有些不谐调 。 于是 ， 黄逸ｉ
峰创办学校的举动 ，就成为

“

好大喜功 ，不 自 量力 ， 盲 目 发展 ， 造成学校

师资 、设备太差 ， 不够一个大专学校 的最低条件
”

。

？ 早 知今 日 ， 当初１

皋

还不如不办 。

ｇ

处境艰难的学校领导 ， 只得将各种调整方案罗 列上报 ，供上级定Ｉ

夺 ，也算给 了学生 、教师一个交代 。 提 出 的方案共有四个 ：

？Ｉ

第
一方案 ：于今年暑假将华东交专 全部调整 掉 。

除按原 方案将？

三 、 四年级学生转 出 外 ，将 机械科一 、 二年级 并人交通大学作 为预备Ｉ

班 ，将土木科一 、二年级并人厦门 大学作为预备班 。 原运输管理科一３

年级以 自愿原则采取个人提 出志愿 、领导批 准的办法 ，分科转去以上

两校 。 教职员 统一分配到 以上两校或他处工作 。 思想情况估计去交Ｓ
果

通大学的师生全都高兴 ， 只 是个别 的怕不能再任科主任 了 ； 可能一部Ｔ

分人不愿离开上海或觉得苏南太远 。 优点是去两个较好的学校 ，师生Ｉ

积极性高 ，没有多大思想阻力 ，较容易 贯彻实行 。 又称土木科师生如号
逸

去 同济大学 ，则更容易贯彻 。Ｉ

第二方案 ：筹办公路学 院 ，但需 以外力为主 ，交专教职员工 只能作芒

为学院的
一部分力 量 。 思想情况估计全校 师生员 工是 高兴的 ， 学生￥案

三 、 四年级漠不关心 ，二年级要求迅速加强筹设 ，

一

、二年级少数不愿容

做公路方面工作 的希望能转到其他大学去 。 优点是解决 了交专的前

途问题 ，学生动荡小 ， 教职员 赞成 ，有利于方案 的贯彻 。 但任务增 大 ，

需要从南京大学 、 同济 大学 、交通 大学 、 浙江大学几个学 校抽调 师资

① 《 关 于 华 东 交通 专科 学校整 顿 工作报告 》 （ １
９５ ３ 年 ５ 月 ２５ 曰 ） 。

② 《 中 央 高 等教 育部举行成立 大会 》 ， 《人 民 曰 报 》 １ ９ ５２ 年 １ ２ 月 ２８ 日 第 １ 版 。

③ 《 关 于 华 东 交通 专科 学校整顿 工作报告 》 （ １ ９５ 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

④ 《 关 于 调 整华 东 交通 专科 学校 的几 个 初 步 方 案 》 （代 理校 长张 永逊文件 ） ， 上 海
８ １

市档 案馆藏 ，
Ａ２６

－

２
－

１ ９９ 。




１ ００ 人 ，基本建设工作紧张 ，需今年搞好全部设计及材料购置合同 、包

建合 同 、详细预算等工作 ，准备明年春开始动工兴建 ， 明年建立起主要

部分 ，寒假搬家 。 故领导上须大力支持 。

第三方案 ：将交专改为
“

交通大学 、 同济大学联合预备班
”

， 到 １ ９５ ５

年结束 。 思想情况估计教员 学生都满意 ，但有部分 留 下来 的教职员会

有
“

临时观点
”

思想 。 优点是不增加其他大学 的负担 ，但缺点 较多 ，尤

其是修建工作会造成很 大浪费和整顿学风不如 前面两个方案有力 。

所以这一方案不大解决问题 。

第 四方案 ： 调整成 中 等技术学校 。

“

降成中 技
”

会受到很大阻力 ，

教员多数因实际经验少 ，并不适合做 中技教员 ，有的则完全不适合 ，必

须调整 出去 ，搞 １ ５００ 名学生的规模 ， 就需要调 ７０ 人来 ，其中要有实际

经验的工程师 ，行政力量亦要调整加强 。 缺点很多 ，拟不采用 。

十分清楚 ，学校领导 中意的 是最 省事且 阻力最小 的方案 。 结果 ，

上级领导接受了
“

全部调整掉
”

的
一劳永逸方案 ，可见也想尽快甩掉这

个包楸 ，不过 ，学生及教职员工的去向却远不如原设想 。 暑假期 间 ，在

先行集中力 量解决三 、 四年级 的调 整之后 ， 于 ８ 月 １ ４ 日 和 ２ ７ 日 分两

批宣布 了调整方案 ， 并结合整顿学风 ， 根据 学业成绩 ， 进行 了
一次清

理 ，全校 １００ ２人 中共退学 １ ８ 人 、降级 １ 人 、 留级 ７４ 人 。 随后 ，立 即组

织师生离校 ，除因 退学 、 休学和 毕业 生外 ， 共有 ９７５ 人被调 整 到各学

校 ，计调至苏南工业专科学校 ４ １２ 人 ，华东纺织工学院 １ ０ ８ 人 ， 青岛工

学 院 １ １ ４ 人 ， 北京铁道学 院 ３ １ 人 ，浙 江大学 １ ７２ 人 ， 南京工 学皖 ７３

人
，
山东工学院 ６ ５ 人 。

① 学校新领导本该肩 负起大批判推动大发展的

使命 ，却 以学校终结者的 身份 ，在送走学生 、教师之后 ，坚持完成 了调

拨校产 ，结束财务 、卷宗 ，并逐步将职员分配走等最后的校务工作 。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 的终结 ， 自 然是高等学校院 系调整 的结果 ，但

与
“

黄逸峰事件
”

又不无关系 ， 至少与其终结 的方式有
一

定联 系 。
以华

东交通部的 实力 ， 如果再加上 中央交通部的积极争取 ， 在当时办一所

① 《 关 于 华 东 交通专 科学 校调 整结 束工 作 的 总 结报告 》 （ １ ９５ ３ 年 １ ２ 月 ） ，
上海 市

档 案馆藏 ， Ａ２６
－

２
－

１ ９９ 。



由业务部 门领导为主的公路学 院并非没有可 能 。

？ 随着黄逸峰 的倒ｉ
台 ， 比较同期因

‘‘

条件太差 ，而一时又难予加强 ，不宜单独继续办下去
”

ｉ
而被

“

予以撤销或归并
”

的其他专科学校 ，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被分割得

最为破碎 、最为彻底 ，

？甚至连一点儿前身的影子也难寻觅 。

？

学生虽然转到 了各大专院校 ， 但所去学校不
一定理 想 ， 除去北京７

２０

３ １ 人外 ，其余被分散在华东局所属各省 ，绝大多数离开 了上海 。 因此 ，
^

刘
在某种程度上讲 ， 政治运动 中获取

一定强势 的学生 ， 在院 系调整 中也－

未能满足初衷 。 尽管存在
一些不满情 绪 ， 离校工作却 进行得 十分顺

＊

利 ，这也要归 因于政治运动 中整顿纪律的强大压力 。 校方总结称 ：

“

由Ｉ
群

于全校学生都不满意交专 的 现有条件 ，并有一定的 思想准备 ，故对学｜

校调整均表满意 。

”
＠真乃树倒猢狲散 ，令人感 喟不 已 。＿

的

Ｉ

六 余论 ：群众运动参与方式的内在冲突性兔

及
其
结

本文讲述了
一个较为完整的复合群众运动环境下的故事 ， 尽管有^
对

① 当 时 中 央 曾考 虑将黄逸峰
“

调 到 中 央 交通部 去担任 副 部 长 的 职务
”

。 见 《
一 个吴

換
传奇式 的 共产 党 员

——

黄逸峰 的一 生 》 ， 第 ８９ 页 。 交通 部 部 长 章 伯 钓 显 然 不ｇ

是一位 强 势领 导 ， 从有 关 华 东 交 通专科 学校档 案 看 ， 章伯 钓在 涉及 学校 事务 的＿
批 示上 ， 多 取尽量回避 直接 干顿 的 态度 。 再者 ， 在由 业务部 门 主 管 的 工科院 校^

中 ， 特别 是与 交通有关 的 各院校 中 ， 当 时 已有铁道 、航 空 、 海运 、 河 运等 学 院 ， 唯个

独没有公路 学 院 。
＊

② 例 如 ， 北京建筑 专科 学校 并入 清 华 大 学 ； 河 北 水产 专科 学校
一

部分转入上 海水析

产 学校 ，

一

部分转入 山 东 大 学 水 产 系 ； 甘 肃 工业 专 科 学 校并入 西 北 工 学 院 ； 海

南师 范专 科 学校部分 并 入华 南 师 范 学 院 ，
部 分并 入华 中 师 范 学 院 ； 华 东 交通专

科 学校被分别 转入 ７ 所院校 。 《 建 国 初 期 全 国 高 等学 校院 系调 整文献选栽 （

一

九五一年
九五三年 ） 》 ， 《 党 的 文 献 》 ２００ ２ 年 第 ６ 期 。

③ １９ ５ ５ 年上 半年 ， 高等教 育部 制 订 了１ ９５ ５
—

１ ９５７ 年 高等 工业 学校 院 系 、 专 业调

整 ，
新建学校及迁校 方案 ，

原接受 华 东 交通 专科 学校 学生 最 多 的 苏 南工 业 专 科

学校和青 岛 工 学 院 因 支援 内 地建校 ， １ ９５ ６ 年被撤销 。
王 红岩 ： 《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

代 中 国 高等 学校 院 系 调 整的 历 史考 察 》 ， 北 京 ： 高 等 教 育 出 版社 ， ２０ ０４ 年 ， 第

２ １ ４％ ，

８３

④ 《 关 于 华 东 交 通 专科 学校调 整结 束 工 作 的 总 结报告 》 （ １９ ５３ 年 １ ２ 月 ）
。





些问题的把握还不够细致 ，还有待 于新材料的发现 ，但基本能够反映

群众运动在一个基层单位可 能发生 的各个层面 。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

从创办到被撤销 ，仅仅生存 了两年 左右 的时 间 ，对于学校无疑是一场

悲剧 。 然而 ，也就是在这两年左右的 时间 里 ， 以学校为舞台 ， 上演 了
一

场剧情跌宕起伏 、结局又匪夷所思甚 至近乎荒唐的大戏 ，其间 ，权力运

作和 出 场人物位置 的变换 ，令人眼花缭乱 ，影 响波及整个新 中 国 的社

会发展 ， 不少人积极地投人 、参与 ，更多的人则怀着各种复杂心情 紧张

地观望 、揣摩 ，又好似喜剧或闹剧 。 这正是 １ ９５ ０ 年代初期大变革时代

社会发展特征的鲜 明写照 。

１ ９５ ０ 年代初期的 中 国 ，既是百废待兴 ， 又要高速发展 ，革 旧与创新

同时并举 ， 自 然会形成
一定 的紧 张关系 。 群众运动的全能性 ， 提供了

一揽子解决 的动员参与形式 ，故这一时期群众运动频发 ， 多个大规模

群众运动同时或交叉进行 ，成为社会发展 的重要特征 。 在复合群众运

动中 ， 不同 群众运动或重大工作 目 标往往互相支持和补充 ，或某一运

动的 内容 ， 是实现其他运动或重大工作 目标的重要条件 ，但是 ， 由 于运

动单一形式与 目 标多样性之间存在距离 ，运动过程 中又可能产生某种

冲突 ，背离发动 时的 目标设想 ，革命 的产物或经 验反会成为改造或斗

争的对象 。

就本文所涉范围 ，

“

三反
”

运动有助于改善领导机关的工作作 风 ，

极大地推动增产节约运动 的开展 ， 同时 ， 大规模 群众参与形成 的政治

压力 ，又能带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的开展 ， 推动高等学校 院系 调

整工作 的进行 ，并为部门 、单位领导提供 了 日 常管理中 的便利 。 但是 ，

在具体运作上 ，部 门 、单位领导在领导反贪污斗争时往往有声有色 ，反

浪费也有可能成为高等学校院 系调整 的理 由 ，可反官僚主义 的 内容 ，

因要求领导首先带头检讨并接受群众批评 ，故往往动静不大 ，惧怕 惹

火上身 。 高等学校 院系调整也充满矛盾 ，差不多是急速发展扩张和有

限调整收缩 同时进行 ，既能成为 国家改造 高等教育的 工具 ，也能为部

分普通群众提供选择机会 ， 利用调整反抗或逃避所处 的环境 。 运动的

缺陷或遗留 的 问题 ，都可能成为新运动发起 的原因和条件 。



“

三反 ”
运 动发 起 时 ， 中 共 中 央要 求

“

限 期 （例 如 十 天 ） 展 开斗

争
”

，

？表明 自 上而下的组织控制能力之强 。 然 而 ，群 众运动又要求 自

下而上 的发动 ， 以便激励群众 的热情和积极性 ， 在某 种程度上也扩大

了群众的参与权力 。 所谓 自 上而下与 自 下而上相结合 ，在运动很难拿ｙ
捏 ，通常是运动初期偏重于 自 下而上的 自 发性 ， 因此 ， 可能造成权力 的ｉ
分散化或破碎化 ，导致权力 位置 的移动 ， 又必须通过 自 上而下的整顿

刘

纪律 ，重建秩序和 权威 。

“

黄逸 峰事件
”

表明 ， 复合群众运动 的可控性ｇ

很弱 ， 突 出 表现在 由 于高层领导对于 多重 目 标选择的 变动 ，需要在运复

动 中反复调整政策 。 群众的参与行为也很难控制 ，在响应号召投身运｜

动 的 同 时 ，也会夹杂
一

些个人 的诉求 ， 这些要求又可能与运动 目 标相％

悖 。 因此 ，依据运动计划 和既有经验领导运动就缺乏现实可行 性 ， 报中

的

纸无法充 当运动导 向 的角 色 ，部 门 、 单位首长也不能始终发挥核心领｜

导作用 ，运动结果的偶然性 和不确定性增强 。

“

新 三反
”
一

经 发起 ， 原ｇ

强势领导的所谓
“

独立王国
”

就显得十 分脆弱 ，面对新权威 、 新 目 标很｜

快分化 、解体 。 另
一

方 面 ， 当 新领导借助群众运动批判错误 的 旧领导繁

时 ， 自 身权威性也遭到质疑 ，原来靠拢组织 、服从领导 的团 员 、 积极分 ｜

子可能会与 新领导保持距离 ，全能性强势领导 的权威在群众运动 中被^

逐渐削 弱 。Ｓ
峰

在复合群众运动环境下 ， 群众如 何选择 最符合 自 身利 益 的行 为Ｉ

呢 ？
“

黄逸峰事件
”

并 没有给 出 明确 的 答案 。 薛承凤利用反官僚主义￥

和高等学校院 系调整 ，批评学校工作并建议将学校并人其他大学 ，并ｇ

如愿 以偿地由 一所刚组建的专科学校转人上海交通大学 ， 吸引 了更多＆

学生试图借批判运动
“

搭便车
”

。 但是 ， 能够真正在群众运动 中获利的

小人物只是极少数 ，且 多为
一

时 的表面现象 ， 绝大 多数人都无 法通过

群众运动改变 自身命运 ，结果甚至可能更糟 。

但是 ，群众运动对普通 群众依然具有很 强的 吸引力 ， 因为运动提

① 《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立 即抓 紧
“

三反
”

斗 争的指 示 》 （ １ ９５ ２ 年 １ 月 ４ 日 ） ， 中共 中 央文

献研究 室编 ： 《 建 国 以 来 重 要文献选 编 》 第 三册 ，
北 京 ： 中 央文献 出 版 社 ，

１ ９ ９２

８５

年 ， 第 ９ 页 。




■

供了表达意愿 和采取行动 的方式与机会 。

“

黄逸 峰事件
”

又表 明 ，个人

或群 体意愿 的表达 ，
必须借助 当 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而群众运动话

语的学习 和使用 ，在复合群众运动 中并不十分复杂 。 群众运动话语的

成功模仿 ，要点是使用 当时运动的基本概念和选择符合运动 目 标的一

般 内容 ，并 以阶级分 析强调行为动机 的纯正性 ，重要的 是展示某种态

度或姿态 ，而非特定事实的讨论 。 因此 ， 当借助群众运动话语表达个

人或群体意愿 时 ，就可能随波逐流 ，又不想为 自 己 的言论承担责任 ， 而

个人或群体的意愿 ，也往往会被湮没在政治 表态 和批判之 中 。 所 以 ，

当新型学校的创办 由 革命行为转而成为
“

好大喜功
”

的牺牲 品时 ，剩下

的 大多是
一些群众运动话语的 自我演绎 ，需要认真清理才能看到某些

原本 的面 目 。

必须注意 ，在
“

黄逸峰事件
”

中 ， 所谓压 制批评 的行为 和 反对压制

批评 的斗争 ，使用 的方式基本相 同 ，都是群众运动式的有组织行为 ，只

是斗争对象有所不同 ，领导运动 的组织层级有所上升 ， 乃至需要最高

层的直接干预 。 这种情况表 明 ， 群众运动 的参与方式 已经影响 到 日 常

管理 ，特别是当危机 出现时 ，部门 、 单位很容易也很熟练地使用运动方

式去应付 ， 虽然在运动 中群众获取 了
一些独立 的活动空 间 ，但可能利

用 的参与 方式却十分有限 ，而且其行为是否恰当 ，需要 由 上级权威进

行判断 。 当群众行为超出 运动 目 标 ， 或有可 能动摇组织和秩序时 ， 无

论斗争对象如何 ，都 会采 用整顿纪律 的办 法加以 遏止 。
在群 众运动

中 ，不但部 门 、单位领导者 随时可能发生位置 、 角 色的 移动 ，群众也必

然会成为被整治的对象 ，这也是群众运动 的重要特征 。

历次群众运动均号召 群众抵制 或不服从错误领导的错误决定 ，并

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 但是 ， 如何判定正确与错误 ，却是群众运动始

终无法解决 的 问题 ， 是紧跟或是 反戈一击 就成为极为 困难 的行 为选

择 ， 多数人只 能
“

随大流
”

。 当报纸公 开批评成为群众运动的重要参与

形式时 ，报纸却无法承担澄清事实 、分辨是非的 责任 。

“

新三反
”

运动



要求进
一 步加强处理人 民来信来访 的工作 ，

①随之 ，各地 区党 政机关Ｉ
对报纸批评 的抱怨增 加 ， 诸如 ：

“

批评 的原则性 不高 ，有 时分寸掌握不

够恰 当 ；重点报道不够突出 ，又很不平衡 ； 报道 中在处理
‘

中央与地方
’

７
‘

个人与组织
’

‘

领导与群众
’

等原则 问题上 ， 曾经发生过错误 。

”
？表面ｉ

上是对批评原则理解 、
把握和运用的 水平问题 ， 实质则是党报如何能ｉ

在充斥群众运动话语 的批评 中确保
“

事实
”

。［

―

刘

在高调倡导批评和 自 我批评的 同时 ， 报纸上涉及批评 的报道却有^

所减少 ，转而用加强 内部参考资料 的采写 、
编辑工作 的办法 ，作为 向 中复

央 负责人提供情况的补充 ，
以减轻可能 出 现的组织摩擦 和防止运动失Ｉ

控 。 并且严格规定 ：

“

记者写参考 资料时 ， 只 负 责客观真实地 反映情Ｉ
动

况 ，不对所反映 的问题作出结论 ， 也不要向有关方面提出处理的要求 ，Ｉ

记者不得参预当地 的 争论 ，不得干预 当地的 工作 。

”③对此 ， 毛泽东提Ｉ

出 ：

“

关于报纸上的批评 ，要实行
‘

开 、 管 、
好 ’

的三字方针 。

”
＠习 仲勋在ｆｉ

中共第二次全国 宣传 工作会议上 的 总结 中 ， 将
“

三字
”

方针概 括为 三｜

点 ：

“

报纸上 的批评必 须开展 ，批评必须正确 ，批评必须在党委 的领导繁

Ｉ

对
于

① 《 人民 日 报 》在公开揭露
“

黄 逸峰 事件
”

的 前 夕
，
刊 登 了 一 篇 《各地各级人 民政 府｜

应 更加重视人 民来信 来访 》 的通讯 ， 强调 此项工 作 的 重要性
？ 《人 民 ａ 报 》 １ ９５３？

年 １ 刀 １ ９ 日 第 １ 版 。 １９ ５３ 年 ２ 月 ５ 日 ， 中 共 中 央 华 东局 召 开华 东
一级机 关 处＆

理人 民 来信和接见人 民群众 工 作 的 汇 报会议 ， 华 东 局 第 二 书记 陈毅要求各 个个
辛

机 关 ， 特 别 是党 的 纪律检 查机 关
、
人 民 监察机 关 和 党 的报 纸 ，

要 通过 处理人 民分

来信 来访 工作 ， 了 解情况 ，

“

有意识 地 、 主动 地 向 坏人坏 事 作斗争 ， 特 别 是 向 黄析

逸峰 那样 的品质恶 劣 的有权有势 、 形成一 个 集 团 的 坏分子 进行 坚 决 的 斗争＇

《 中 共 中 央 华 东局 召 开 汇报会议检查 处理 人民 来信 来 访的 工 作 》 ， 《 人 民 日 报 》

１９ ５３ 年 ２ 月 ２ ３ 日 第 １ 版 。

② 《 中 共 中 央 山 东 分局 关 于 改进 〈 大众 日 报
〉
工 作 的 决 定 》 （

１ ９５ ４ 年 ２ 月 ） ， 中 国 社

会科 学 院新 闻研究 所编 ：
《 中 国共产 党 新 闻 工作 文件 汇 编 》 中 ，北 京 ： 新华 出 版

社 ，
１ ９８０ 年 ， 第 ４ ２ １ 页

。

③ 《 中共 中央 关 于 新华社记者采 写 内 部参考 资料 的 规 定 》 （ １ ９ ５３ 年 ７ 月 ） ， 《 中 国

共产 党新 闻 工作文件 汇编 》 中 ， 第 ２ ５０ 页 。

④ 毛泽 东 ： 《 报纸上 的 批评要 实行
“

开 、好 、 管
” 的方 针Ｋ １ ９５ ４ 年 ４ 月 ）

，
《 毛泽 东新８７

闻 工 作 文 选 》
，
北京 ： 新华 出 版社 ， １ ９８ ３ 年 ， 第 １ ７ ７ 页 。

——



下进行 。

”
？第

一点是一般原则 ，

“

批评必须正确
”

显然是确保批评能够

正常开展的 核心 ，第 三点则 是报纸进行批评工作 的职权范 围和方法 ，

其 中 ，

“

批评必须正确
”

的 要素应包括 ： 批评必须基本符合
“

事 实
”

和必

须持
“

治病救人
”

的态度 ， 所谓
“

事实
”

又必须
“

让 它们 的某些细节在实

事求是的讨论 的过程 中弄清
”

。

？

“

黄逸峰事件
”

说明 ， 在复合群众运动 的 环境下 ，

“

三字
”

方针不过

是
一种理想状态 ， 想要在 三点 间保持平衡并全面贯彻落实 ，几乎没有

可能 。 在这
一事件中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领导 、 学生和学校本身 ，都

受到 了不 同程度 、 不同 内 容 、不 同形式 的损害 ，远远超出 了各 自 行为 的

原本期待 。 而且 ，作为共和 国历史的重要事件 ，改革开放后 ， 除了黄逸

峰个人得到 了
一个

“

主要错误属实
”

，

“

但不应定为 反党分子 ， 给予开除

党籍 的处分
”

？的组织结论 ， 对其在遭遇不公正对待后仍能坚持历史

研究及理论探索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 的贡献 ，有

了
一些高度赞誉的评价外 ，继任者的行为和学校干部 、教师 、学生 的经

历 ，是否 由于事件之发生受到某种影响 ，就如 同学校短暂 的命运
一般 ，

被湮没在群众运动 的混沌之中 ，难 以给予清 晰的解释与评说 。

（ 刘
一皋 北京 大 学历 史 学 系教 授 ）

① 《 习仲 勋 同 志在 中 国 共产 党 第 二 次 全 国 宣 传工 作会议上 的 总 结 》 （ １９ ５４ 年 ５

月 ） ， 《 中 国 共产 党新 闻工 作文 件汇 编 》 中 ， 第 ３ １ １ 页 。

② 胡 乔木 ： 《 致读者 》 （ １ ９５ ６ 年 ７ 月 １ 日
） ， 《 胡 乔木传 》编 写 组编 ： 《 胡 乔木谈新 闻

出 版 》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９９ 年 ， 第 ２３９ 页

。

③１ ９ ８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中 共 中央 纪律检 查委 员 会对 上海 市委 １ ９８ ０ 年 ８ 月 ２９０

《 关 于 黄逸峰 同 志 复查 意 见 的 报 告 》批 复 的 内 容 。 《
一 个 传 奇 式 的 共 产 党

员
——

黄逸峰的 一生 》 ， 第 ９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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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 ｅｐｔｏ ｆｓａ ｌｖ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ａｎｅｌｅｍ ｅｎ ｔｏ ｆａｎｃ ｉｅｎｔＥｇｙｐｔ ｉ ａｎｒｅｌ ｉｇ 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ｂｙｗａ ｓｔｏｂｅｉ ｎ ｔ ｅｇ ｒａ ｔ ｅｄｉｎ ｔｏｔｈｅＷｅ ｓ ｔｅ ｒｎｃ ｕｌ
ｔｕ ｒａ

ｌｍ ｅｍｏ ｒｙ ．

ＴｈｅＲ ｅ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ｉ ｏｎｏｆＮｅｗ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 ｓｍｂｙ
ＯｇｙｕＳｏｒａ ｉ

：

Ａｎ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ｏｆＨ ｉｓＦｉｒｓｔＢｏｏｋＫｅｎ
９

ｅｎｚｕｉｈｉ ｔｓｕ

ＹａｎｇＪ ｉｋａｉ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Ｄ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ｆｒ ｏｍｔｈｅｐ ｒｅｖｉｏ ｕｓｎａｔ ｉｏｎ ａ
ｌ
ｉ ｓ ｔ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ｅ ｓ ，

ｔｈ 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ｒｇ ｕｅｓ

ｆ 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 ｒｓ ｐｅｃｔ ｉｖｅｏ ｆＥａ ｓｔＡ ｓ ｉａｎｃｉｖｉ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ｔｈａｔ

ｔｈｅｐａｒａｄ ｉｇｍｓ ｈｉ
ｆ ｔｏｆｉｄ ｅａ ｓ ，ｔｈａ ｔｈａｐｐ ｅｎｅｄｉｎ ｔｈｅｍ ｉｄｄｌｅｏｆ

Ｔｏｋｕｇ ａｗａ
ｐ ｅ ｒｉｏｄｉｎＪａｐ ａｎ ，ｗａ 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 ｌｅ ｃｔｕａ ｌｏｒｉ

ｇ
ｉｎ ｓｏｆ ｔｈｅＭ ｅｉ

ｊ
ｉ

ｒｅ ｓｔｏｒ 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ｅｖｅｎ ｉｎ ｆｌｕ ｅｎ ｃｅｄｔｈｅ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 ｕｔｉｏ ｎｏ ｆ１ ９ １ １ ．Ｂａｓ ｅｄ

ｏ ｎ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ｏｆｈｉ 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 ，ｅｘｐ ｅｒｉ ｅｎｃ ｅｏｆｌ ｉ ｆｅａｎｄｈ ｉ ｓｆｉ ｒｓ ｔｂｏｏ ｋＫ ｅｎ
ｆ

Ａ ｚｂｗ（蘐 园 随笔 ） ，
ｔｈ ｉｓｐ 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 ｓｅｓｈ ｉ ｓｒｅｃｏ ｎｓ ｔｒ ｕｃ ｔｉｏ ｎｏｆ

ｎｅｗＣｏｎｆｕ ｃｉａｎｉｓｍｆｒｏｍｔｈｒｅ ｅａｓｐｅ ｃｔｓ ，ｎａｍｅ ｌｙｈ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ｇｏ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