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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对此，刘少奇结合国内外形势，站在世界

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度，将其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通过调查研究和深度思考，给出了自己

的理论解释和解决之道。刘少奇对中小学毕业生及相关问题的解答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

业生产问题》一文中有着集中反映。在此基础上，他又不断思考这一问题，形成了一套富有远见

的理论解释。这体现了刘少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精神。因此，无论是这

篇文章本身还是他由此展开的理论思考，都有深厚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刘少奇；中小学毕业生；农业生产；劳动；理论意义

刘少奇《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一文的诞生及理论意义

易海涛

1957年，刘少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

成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下称《中小学》）一文，在反复修改后于当

年4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共1万余

字，图文并茂，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阐述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也指

出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所存在的客观困难，号

召广大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科学对待“劳

动”二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文章系统总结

了青少年的受教育情况，分析了如何对待个人

出路与国家建设问题，指出：“从事农业是今

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

后就业的主要途径。”[1]此文发表后引起强烈反

响，对中小学毕业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少奇

在此基础上仍不断思考这类问题，提出了“半工

半读”“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对国

家、社会和当时的青少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5年12月出版的《刘少奇选集》完整收

录了这篇文章。可见，其在刘少奇的思想谱系

[1]《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人民日报》

1957年4月8日。

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但既有研究对此文的理

论意义重视不足[2]，缺乏将其放在刘少奇对党

和国家建设的理论思考中的考察。为此，本文

以《中小学》一文为线索和研究对象，从刘少

奇的理论思考出发，结合当时党和国家所面临

的相关问题，对此文的诞生及理论意义进行探

讨，以此探究刘少奇对中小学毕业生问题与党

和国家发展的理论思考及其历史意义。

一、文本的生成

《中小学》一文发表后，全国各地迅速掀

起对这篇文章的学习和讨论。1957年4月10日，

《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5篇相关文章，包括教

师、学生及家长等在内的作者，表达了他们

[2]大多数研究将其作为刘少奇处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

注脚，或者是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

问题过程中的一份重要文本。参见曹瑞天：《就事说理 事理

交融——读〈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新

闻战线》1986年第5期；王玉强：《刘少奇关于两种劳动制度

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教育与就业现状背景下

的历史文献解读》，《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4期；李庆

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探索中的制度创新——论刘少奇

“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的形成》，《北京党

史》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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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到农村参加劳动的重要意义的理解和认识。

随后，安徽、江西、上海、陕西等省市均说明

各地升学形势严峻，同时也批判了轻视劳动的

思想，并指出学习上述社论和有关文件的重要

性。陕西、江西等省还组成“中小学毕业生升

学和就业指导委员会”，做好应届中小学毕业

生升学就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安排工作。[1]可

见，《中小学》一文在当时的重要影响，这也

与刘少奇的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有直接关系。

1957年春，刘少奇率调查组离开北京，

沿京广铁路南下调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据调查组成员回忆：“当时反映的问题，突出

的主要的是青年这部分。青年始终是社会的晴

雨表，社会问题往往集中在青年的身上，所以

当时少奇同志主要力量是放在研究青年问题

上……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

业劳动的问题。”[2]2月19日、22日，3月3日、

5日，刘少奇先后在河北保定、石家庄，河南

郑州、许昌，同中小学教职员工、学生进行座

谈。[3]在此基础上，刘少奇对中小学生的情况有

了更进一步了解。对此，刘少奇意识到：“办

学情况跟不上人民要求。就是小学生毕业升不

了初中，初中毕业生升不了高中。县里有初中

就算好的了，乡里还没有初中。大家很有意

见。这反映了学生和农民对子女的升学愿望。

在郑州、开封，也都反映这个情况。学生座谈

会，教员座谈会，对升学问题众口一词。”[4]

据调查组成员回忆：“这个问题一直研究到汉

口，到了汉口文章基本上出来了。然后到了湖

南，作了个报告，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

的问题。那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听报告，讲了之

后，大家很赞成。所以这个文章就发回中央，

[1]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

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

2979—2980页。

[2]张黎群：《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

[3]《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7—

389页。

[4]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

年，第82页。

中央也发了，全国就一下子找到了出路，解决

了这么多中小学生毕业的出路问题。”[5]虽然事

情经过大致如此，但过程却更为复杂。有同行

成员回忆，从郑州到武汉，刘少奇“一直在研

究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说”[6]。3

月20—21日，刘少奇在湖南听取党政领导的工

作汇报，对中小学生的情况作了进一步调查研

究，并于22日同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他在

座谈中指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小学毕

业生和中学毕业生不可能都升学，有很大一部

分要转入生产……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

要方向是从事农业。一切下乡的青年学生，应

当努力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

个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7]这是刘少奇在考

察途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

自己对这一问题较为系统的看法。随后，他对

这一看法进一步梳理，并撰写了文章初稿。

3月31日，刘少奇在广州修改、审定《中

小学》一文，并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

昆，请他将此文报中央审定后发表。信中指

出：“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

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

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

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

是没有前途的，是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

要有这样一篇文章。”“现在有不少学校的学

生对学校当局进行的所谓劳动教育，大有反

感。原因是这种所谓劳动教育是枯燥无味的

教条，不能解决学生思想中所存在的实际问

题。”[8]这封信对文章的缘起和目的都有明确交

代，即廓清社会上对中小学生升学问题的思想

迷雾，正确对待升学、劳动教育问题。

总体来看，《中小学》文本的形成过程大

致如此。它是基于大量调查研究，经过长时间

酝酿形成的理论思考，对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

生产的原因、方法及意义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因

[5]张黎群：《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266页。

[6]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82页。

[7]《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90—391页。

[8]同上，第393—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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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得到了中央高度肯定，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

烈响应。在此基础上，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给予了

持续思考，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解释。

二、持续的理论思考

刘少奇在南下考察途中既发现了中小学毕

业生升学的困难所在，指出中小学毕业生参加

农业生产的必要性，同时也强调继续学习的重

要性。因此，《中小学》明确指出：“一切在

校学生，不论毕业的或不毕业的，不论能升学

的或不能升学的，都应当继续努力学习，认真

学习……在参加生产以后，也要利用业余时间

和农闲时间，继续进行学习……青年人在参加

工农业生产以后，决不要停止自己的学习。”[1]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反复强调要多办学校。

1957年4月3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文

教部负责人汇报后指出：“办学有几种办法：

第一是国家办学，要搞得正规一些；第二是合

作办学、集体办学，城乡都可以办，可以叫教

育合作社；第三是私人办学，个体办学。”13

日，他在同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等谈话时也提

出：“可以集体办学。农村合作社自己办学；城

市街道、机关、工厂都可以组织起来办学，但不

能从工厂、机关开支公家的钱。提倡半工半读，

勤工俭学。”[2]由此可见，尽量多办学校以解决

中小学毕业生安置问题也是刘少奇的重要考虑。

1957年5月5日，基于刘少奇南下考察的几

次谈话整理而成的《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

动》一文，经他审定后作为《中国青年报》社

论发表。[3]文章既讲到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严

峻形势，又指出了国家对中小学生教育的巨大

投入和负担；既批判了轻视劳动的错误现象，

也表扬了参加劳动的多种好处。同年10月26日，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明确指出：“城市的中、小学

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

[1]《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人民日报》

1957年4月8日。

[2]《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94页、第396页。

[3]《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中国青年报》1957年5

月5日。

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

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

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

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

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4]这就进一步在政策

上肯定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与此同时，中央一再强调要关心参加农

业生产的学生的学习。1958年1月31日，《中共

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做好城市下乡学生巩固

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对于参加农业生产

的学生，除帮助和指导他们积极进行劳动锻炼

外，同时还应适当地关心他们的文化学习，解决

他们学习上的一些困难。”[5]这其实也是对刘少

奇“决不要停止自己的学习”这一指示的贯彻落

实。

针对上述问题，刘少奇也在不断思考。

1958年5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发表题为《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

动制度》的讲话，结合自己早年在保定半工半

读的经历，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

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

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

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

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

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

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

度。”[6]此后，他多次提出要抓好半工半读。

例如，6月14日，在与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

邦等人的谈话时指出：“共青团抓两项工作：

一、半工半读；二、把家务劳动组织起来，解

放妇女劳动力。”[7]不过由于受到“大跃进”的

影响，这一制度当时未得到很好落实。

“大跃进”结束后，中小学毕业生升学

安置问题再次凸显。1962年11月7日，国务院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二十六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4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二十七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9页。

[6]《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刘少奇选

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4页。

[7]《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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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办在《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

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议的

报告》中提到：“汇总各地计划，共拟安置

一百一十二万人，比原报数字增加了六万人。

其中城市精简职工三十三万七千余人，青年学

生三十八万二千余人，家属约四十万人。”[1]

这份报告中的青年学生安置数约占总数的

34.11%，很显然属于重点任务之一。而在这之

前，同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原则同意在山区

设立半工半读学校给福建省委的批复》中便指

出：“中央原则同意你们关于在山区设立半工

半读学校的意见。由于目前经验不足，学校工

作尚未打下基础，在开始创办的时候，规模不

宜过大。”[2]可见，半工半读作为安置青年学生

的重要方式再次被提出。1963年7月9日，周恩

来在接见参加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

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代表时指出：“今

后十五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

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

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

编制十五年安置规划。”[3]这也证明当时中小学

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大势所趋。不过，刘少

奇早在1957年、1958年所指出的学习问题仍然

存在。与此同时，城市青年下乡后的巩固工作

难度较大。1963年12月20日，《中央安置城市下

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特别是要把他们长期巩固在农村，并非一件容

易的事，而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4]此外，

当时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也比较重。1964年3月

31日，教育部临时党组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

《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

质量的报告》，指出：“近来，中小学学生课业

负担过重的现象有所发展，有些情况已经相当严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四十一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5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三十九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1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四十三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8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四十五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重……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5]

对此，刘少奇也在不断思考解决之道。

1964年5月14日，刘少奇在听取国务院计委领导

小组汇报后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怎样普及教

育？按照现在的办法，农民负担不起，国家也

负担不起，在目前的制度办法下谈普及教育是行

不通的。要提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只有一种

制度不行，必须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

度、两种学校制度。”[6]对于刘少奇提出的“两

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毛泽东也在不同

的场合表示赞同。同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面肯定了刘少奇“两

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好东西”。[7]

为进一步推进这一制度的落实，1964年

夏，刘少奇到北京、天津、山东等地视察时多

次论述这一问题。[8]通过视察，他对这一制度

的推行又有了进一步认识。1965年3月26日至

4月2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

半农半读教育会议，刘少奇在会议期间听了汇

报。[9]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

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

议的报告》提出，要“积极试行半工半读、亦

工亦农制度”[10]。这说明“半工半读、亦工亦

农”制度尚不够成熟，需要各地在推行过程中

进一步总结经验。5月21日，刘少奇在给北京市

一○一中学校长王一知关于拟在该校试验半工

半读问题的信上批示：“在短时期内半工半读

还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学校。全日制学校大批改

为半工半读学校，目前也不适宜。但是作为试

点，个别地改制是可以的……半工半读学校同

样有一个升学问题。半工半读的小学、中学、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四十六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8页、第90页。

[6]《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90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第357页。

[8]连瑞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提出及其现

实意义——纪念刘少奇90周年诞辰》，吕星斗主编：《刘少奇

和他的事业》，中共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四十九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四十八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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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课程，都应该衔接，以便毕业后能够升

学。”[1]与此同时，刘少奇也要求各地进一步做

好试点工作，及时总结提炼经验。8月2日，他

在给中央学制小组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半

工半读，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要扩大

试验。”[2]显然，半工半读是一个较为系统的工

程，既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又需要各地

积极推进。对此，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持同

样认识。1966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

记处会议上便明确表示：“发展半工（农）半

读教育要谨慎一点，步子稳妥一点。”[3]

综上可见，半工半读是刘少奇对中小学

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持续思考的结果。从

参加农业生产到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两

种劳动制度），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日益系统

化。同时，通过不断调查研究，他也发现了这

一制度在推行过程中的利弊，并就此不断提出

新的指示，要求各地进一步落实好这一制度。

三、文本及持续思考的理论意义

《中小学》之所以重要又经典，是因为它

建立在坚实的现实问题基础之上。刘少奇对这

些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并在此基础上持

续跟踪这类问题，形成了自己对这类问题的理

论体系。

（一）这篇文章建立在坚实的现实问题
基础之上。第一，升学困难长期存在。新中国

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教育投入持续增加。1953

年、1960年，国家对文教、卫生、科研部门的

拨款数分别达到7.78亿元、18.26亿元。[4]随

着国家投入增加，中小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加

之人口基数不断扩大，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

业也越来越难，成为一个长期的社会性难题，

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杨尚昆

[1]《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19页。

[2]《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等方面的讲话

记录》，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1-023-00383。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第2页。

[4]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司：《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统计资料

（1950—1975年）》，1979年7月，内部编印，第19页。

1957年1月25日的日记记载：“今后初中、小

学升学的只是小部分，高中毕业的也不能全部

升学。”[5]可见，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意

识到了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1957年6月5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

业生的指示》，指出：“据教育部的统计，今

年暑期应届毕业不能升学的学生，高中约有

八万四千余人，初中约七十七万九千余人，高

小约三百五十六万余人。”[6]一方面中小学毕业

生的升学困难，另一方面适龄儿童的入学也面

临困难，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入学率仍然不

高。1964年10月19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

于组织农村青少年学习问题的一些意见》中指

出：“农村从七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少年和

学龄儿童，总共约二亿二千万人，现在在各级各

类学校学习的有六千万人，仅占百分之二十七，

而在校外的却有一亿六千万人。”[7]显然，很长

一段时间里升学、入学的困难也很大。刘少奇的

这篇文章为上述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

第二，必须加强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在

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加大的同时，全国也不

断掀起对忽视劳动、轻视劳动尤其是轻视体力

劳动的批判。1954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社论《为今年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和升学

做好准备工作》指出：“许多中、小学生轻视

劳动，轻视工人和农民，缺乏对劳动生产的光

荣感。这是他们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主要思想

障碍。”[8]刘少奇在这篇文章中也指出了这个

问题，强调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与

此同时，他又认识到中小学毕业生对学习的渴

求，因此要求各地多办学校，但需要将学习与

劳动结合起来。显然，这篇文章是基于生产劳

动和升学两方面现实问题的综合考虑。

第三，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中国共

[5]《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74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二十五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3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四十七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8页。

[8]《为今年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和升学做好准备工

作》，《人民日报》1954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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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从乡村到城市走向胜利的，

一直注重维护农民的利益。新中国成立后，党

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推动农村发展，关

心农民切身利益。1961年7月初，毛泽东同从湖

南来北京的同乡谈话，详细询问家乡农民的生

产生活情况。他说：“我对农村教育工作考虑

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

少文化，受人欺压，这个教训不能忘，要在农

村普及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

点好事才行。”[1]由此不难体会当时党和国家

领导人关心农村、农民的朴素心情，而“要在

农村普及文化”则是其关心的重要内容之一。

1964年10月8日，国务院农林办在《关于逐步

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初步设想

（草稿）》中也指出：目前农村高小毕业程度

以上的知识青年约有4000万人，第三个五年计

划期间还将有3000万左右高小以上的知识青年

留在农村或由城市返回农村，其中初中以上的

约700万人。今后必须有计划地通过半工半读的

形式，对他们施以必要的技术训练，组织他们从

社队来，回到社队去，成为推广新技术、建立现

代农业的生力军。[2]可见，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

少奇，他们的共同心声都是推动农村发展。

（二）这篇文章为此后解决类似问题提
供了理论基础。围绕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

业等问题，在《中小学》的基础上，刘少奇提

出了“半工半读”“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

制度”等。对此，有学者认为，“两种劳动制

度、两种教育制度”源于刘少奇对1957年11月

8日《参考资料》刊载的《美国大学生有三分

之一半工半读》一文的批示：“中国是否可以

试办。”[3]但通过本文的梳理可知，刘少奇在

《中小学》一文中便透露出这种思想。而且，

他在完成这篇文章后仍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

并不断完善其理论设想，从而形成了“半工半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1页。

[2]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农口各部关于逐步推行两种劳动制度

和两种教育制度的初步设想（草稿）》（1964年10月8日），上

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0-2-131。

[3]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 年）》，当代

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读”这一理论。而且，刘少奇还就具体政策给

出相应的指导。例如，1965年6月29日，国家计

划委员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

一九六五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和一九六六年

毕业生预分问题的报告》，指出：“根据少奇同

志关于分配一批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指

示，在今明两年分配给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数

之内，共安排了一万多人，并由高等教育部拟订

了具体分配方案，已报经中央批准下达。”[4]可

见，刘少奇希望通过这样的政策既能解决中小学

毕业生的问题，又能真正推动农村发展。

（三）这篇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和发展，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同认识。

1893年12月19日，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

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希望你们

的努力将获得成功，能使大学生们意识到，从

他们的行列中应该产生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

它的使命是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同自己从事体

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发挥

重要作用。”[5]恩格斯提出的“脑力劳动无产阶

级”是对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高度肯定，说明

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既需要脑力劳动者也

需要体力劳动者。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关

系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同年11月，刘

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

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

工业，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

的生活……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

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

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

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6]中小学毕业生

的升学问题、参加农业生产等问题，就是“人民

的生活”，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之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

四十九册，第18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446页。

[6]《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78—379页。



51

党史人物研究党史人物研究

一。为此，刘少奇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自己的

理论思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发展。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

用》一文中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

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

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

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更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的重要品格。1957年春，刘少奇南下考察时

在讲到中小学毕业生问题时便反复提及“劳动”

二字，号召大家要正确对待劳动与升学等之间的

辩证关系，这与党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早在延

安时期，毛泽东就反复提及劳动的重要性。1939

年5月4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

演讲中明确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

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

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

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2]新中国

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反复提及

教育要与劳动相结合，不断重申青年要与工农

群众结合在一起。在毛泽东看来，“党的教育

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3]。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

刘少奇的这篇文章中，还是在当时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相关论述中，并不是单纯突出“劳动”

二字，而是如恩格斯所言的“脑力劳动无产阶

级”，注意将劳动与学习结合起来。与此同

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意识到了既有学制所存

在的不足，学生压力大、课程设置不合理等。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学校课程和讲

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批示》中明确指出：“现

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

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

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

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4]显然，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759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6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356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第290页。

刘少奇的这篇文章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思

一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四、小结

《中小学》一文是刘少奇在1957年南下调

查人民内部矛盾时所产生，这既缘于他当时与

人民群众、地方领导人的交谈，更缘于他本人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对现实问题的深

入思考。刘少奇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并非简单地

就事论事，而是站在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

角度、思考党和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

题。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均视中小学毕业生及

相关问题为人民内部矛盾，其妥善解决与否影

响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因此，刘少奇在这

篇文章中既指出了升学问题，同时也指出了继

续学习的问题。总之，他并非将其视为简单的

中小学毕业生安置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社会

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持续、系统思考。

刘少奇对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

题的持续思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以及

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怀。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在

党的历史上是一脉相承的。新时代以来，劳动

教育再次被提到历史新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对青少年的关心，也反映了青少年在国家发

展中重要性。回顾历史，面向未来，刘少奇在

《中小学》一文及后续中的所思所想，尤其是

对广大青年的学习、劳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之

间的深层次分析，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即

既要解决好广大青年的安置问题，又要处理好

继续学习问题，同时还必须牢牢扭住“劳动”

这个体现党的性质的鲜明特征，解决好社会性

结构性问题，帮助广大青年进一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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