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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建立及其历史影响

张建华

摘要：红色教授学院作为苏联第一所新型的高等学校，是十月革命后“文化革命”的重要成果，

它在培养政治上可靠、理论上过硬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人才和知识分子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苏联红色教授学院这种新型高等学校模式。也陆续被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

关键词：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文化革命；苏维埃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D1；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10)01—0046—09

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波澜壮阔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同时，苏

维埃政权推行了同样激荡人心并且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通过高等教育的调整和改

革，培养苏维埃知识分子①，特别是培养第一流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和人文科学家，是文

化革命的重要任务。红色教授学院作为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所新型高等学校，在培养

苏维埃知识分子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一、苏联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调整

1921年初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不仅是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同时也是思想文化领

域的政策调整。由于苏维埃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使思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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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准确地讲，“苏联知识分子”概念宽泛，包含了苏联境内各种职业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乃至苏联

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内涵较窄．专指拥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坚持社

会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特别在苏联早期，即知识分子群体转型和角色建构时期，。苏维埃知识分子”概

念具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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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界出现了较强的反对派意见。部分教授坚持“高校自治”的主张，对抗俄共(布)对

高等教育的领导，甚至在1922年初鼓动包括莫斯科、彼得格勒、萨拉托夫等地高校的

罢课罢教。1922年2月，在莫斯科大学发生了教授和大学生罢课事件，西伯利亚出现

了反对在大学教学计划中开设公共课程的抗议，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也发生了大学生罢

课事件①。在列宁格勒苏维埃改选期间，一些教师领导了坚决反对选举“党棍苏维埃”

的活动，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劝说选民不要给党组织推荐的候选人投票⑦。

在一系列会议中，持反苏立场的教师公开发表反苏言论。第二届全苏科学工作者代

表大会是在对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政策极其不满的氛围中进行的，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工作

者的尖锐发言十分引人注目，发言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工资问题和教学计划的经常变动与

人民委员对科学工作者生活条件的无知以及大学本身存在的问题等o。在新西伯利亚举

行的第一届西伯利亚科学研究大会上，一名教授尖锐批评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在会

议休息期间教授们还称“苏维埃政权是恶棍，是一伙红色匪帮，共产党员是瓦解祖国和

人民的人”④。在列宁格勒市各区举行的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一些教师在发言中抨

击苏维埃政府“十年间没对教师做过一件好事，把他们折磨得赤贫，现在给他们可怜的

施舍”⑤。在彼尔姆大学，谢尔佐夫将自己周围的一些反动教授联合成派，力图保留在

大学的领导职位。“这一派一向习惯于坚决破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威信，从而在大

学生中获得威信。经科学工作者小组成员同意，谢尔佐夫教授在苏维埃科学工作者代表

大会上提出下列要求：1)废除苏维埃的高校条例，恢复旧的沙皇时期的条例；2)撤消

大学生在高校的行政管理权；3)撤去党在大学安插的人；4)必须在院士当中选举校长

而不是指定共产党员担任。”@在莫斯科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领导反动教授和教授

团体的多亚连科甚至提议，创建一个独立于国家政权和政党之外的科学工作者协会⑦。

高等学校是教育的中心所在。布哈林在1923年强调，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风

格的新文化，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立法者就主张，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文化教育事业；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这意味着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改变，并且要适应当时急进的社会变革运动。布哈林认为：“势必要通过那样

的途径：首先培养干部，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实践统帅之下建立它的

军官队伍，然后是士官阶层，然后是中介者的等等队伍。”@他还指出，“最高统帅部”

即教授构成的快速培养，能够成为更新的源泉，它要比教会识字重要得多；在社会科学

①[俄】萨哈罗夫主编：<绝对机密：卢布扬科呈斯大林的关于国家状况报告(1922—1934)>(C旺apDB

A．H．CoBepmeImo cexperno：JIy6ⅡH聃一CTa删Hy 0 HOJl0)KeHHH B cTpa腓1922—1934rr)，第5卷，莫斯科：俄罗斯

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0同上，第155页。

④同上。第154页。

④同上．第155页。

0同上．第639页。

⑥同上，第261页。

⑦同上，第260页。

④[俄]布哈林：<为培养干部而奋斗：演说和文集)(Byxapmt H．Bopb6a抽KI且pH．Pe,mH CraTbH)，莫斯科一列宁

格勒：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26年舨，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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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教授共同体的充分改组应该是这一战略的成果。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精英的培养，

与教师构成的“无产阶级化”和“布尔什维克化”相关联，与建立新型的科学研究和培

养人才的机构相关联，与完善的教学计划、大纲、学术教育文献相关联。与将新的教学

和创造方法引入集体和计划原则之中相关联。首要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的学术力量应该

占领资产阶级的阵地，直接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以区别于资产阶级出身或与

其有着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以保障苏维埃政权“文化革命”的胜利。这实际上意味着

要忽略受过教育与未受过教育之间、有知识与没有知识之间、职业化与非职业化之间的

差别，尽管苏维埃政权宣布要将工人和农民提高到知识分子的知识水平高度。因此，建

立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体系，在科学和教育干部培养中占据了首要位置。

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的党和国家机构立即推行了高等学校改造运动。人民委

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以加强吸引工农青年入学和限制资产

阶级出身者。1918年8月2日，列宁批准法令，废除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接受高等教

育的特权，每个16岁公民都有权利直接进入高校学习，不需要中学毕业证书或通过考

试。为帮助工人出身并且文化水平极低的人员顺利接受高等教育，教育人民委员会还于

1919年在大学设立了“工人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工人系是搭在高等

学校窗口的“救火梯”，以便于工人和农民借此踏入高等学校。

1918年lO月1日颁布的《关于俄罗斯共和国国立高等学校组成和结构的几个变

更》，首先宣布改变高等学校的干部构成，减少革命前时代教师的数量，增加经过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教师的数量；改变从前所实行的将高校教师划分为教授、副教

授、见习教授和候补教授的做法，在高校独立工作的讲师皆可以获得教授称号；教授职

位的候选人通过全俄竞争获得。到1918年10月10日，在高校工作满10年或从事高等

教育满15年的讲师，自1919年1月1日起自动废止其教职，通过全俄竞争才能恢复教

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苛严的法令，而苏维埃政权的宗旨就是将旧俄时代的从教人

员从高校驱逐出去。

第一次全俄范围内的挑选并没有达到政权预想的结果，实际上，所有的教授职务都

为拥有很高水平的旧教授所占据。显然，要彻底改变高校教师结构，就必须采取更严厉

的暴力，以及培养全新一代的教授和讲师队伍。1921年9月，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

通过《关于高校状况的决议》，决定将科学一教师干部划分为三部分：教授(从事教育

人民委员会设立的独立课程的教学)、讲师(在教授指导之下从事辅助性教学)和科学

研究员。其中，教授职称需从业10年、讲师职称需从业7年才能获得；编外教授和编

外讲师职称需从业5年才能获得；科学研究员职称需从业3年、特别情况下需从业1年

才能获得。

从1920年12月1日到1921年1月4日，召开了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党的会议。

俄共(布)的基本路线是把高等学校变成“政治学校”，其综合任务包括：赋予高校革

命的马克思主义导向，给予青年人政治教育，任命党务工作者为红色高校校长，加强党

在高校社会科学教育中的理论力量，向高校派出青年党员。这次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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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改革的决议>。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在其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社会一计划

的综合措施”，扩大青年党员的数量，尽管他们还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①。这

次会议对社会科学的教学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做出了<关于高校社会科学教师构成考虑

的决议>，规定了以下措施：1．清除资产阶级教授；2．立即从青年党员中充实红色教授

队伍o。

从这个决议起，开始了红色教授学院的筹备工作。然而，高校社会科学改组并没有

局限于这个文件。1920年末到1921年2月11日，专门负责高校社会科学改组的“罗

特施坦委员会”开始工作，该委员会由罗特施坦院士领导。委员会成员波克罗夫斯基点

明了这个委员会的基本使命：如果旧的大学教授占据位置并且“繁殖”和“增生”，就

不可能有社会科学的根本改革o。“罗特施坦委员会”的任务是吸引资产阶级专家为苏

维埃科学和教育事业服务，其工作包括两个方面：1．将所有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党

的力量集中于教学之中，即吸收党员教授以及有经验但并不直接从事学术的党务和行政

人员参与高等教育；2．培养共产主义青年，派专业上受过训练的虽并不具有充足经验

然而政治上可靠的青年，成为资产阶级教授的助手，最终完全取代他们从事社会科学教

学工作。

但根据上述两个《决议》建立起来的“罗特施坦委员会”，在其具体任务中并没有

特别关注吸引“旧专家”的工作，国家教育的根本改革计划在颁布了列宁的两个文件

——《俄共(布)中央委员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共产党员一工作者的指令》和《关于教

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后，实际上就终止了。列宁认为，新的科学和教育不可能凭

空而建，因此社会科学和教育要利用旧专家，原则是：“第一，非共产党员专家应该在

共产党员监督之下工作；第二，教学内容(包括普通教育课程，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

和共产主义培养)的确定，应该只由共产党员来从事。”④1921年初，苏联完成了高等

学校包括社会科学教育的改革计划，其基本内容是：1．使“党的一切理论力量”占领

社会科学教育领域；2．在短期内从工农中培养青年党员教师干部，为此要立即着手

“红色教授”培养工作；3．吸引资产阶级“专家”，使其在共产党员监督之下工作。

波克罗夫斯基认为，培养青年党员教师的工作最初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在工农中

间很少有人具备必要的理论水平并能自如地从事党的工作，即使是当时很有名的党的理

论家，也未必人人都能立即胜任在大学的理论和教学工作@。吸引资产阶级专家参加新

① [俄】‘俄共(布)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RapearaBbl BKH(6)no eOnlXr．aM npoceemenna)，莫斯科一列宁

格勒：国家出版社1929年版。第96页。

⑦同上．第99页。

0[俄]沃罗热金、吉姆主编：‘苏维埃知识分子：形成和增长历史：1917—1965年>(BopomefiKnn H．E．，

KaM M．Ⅱ．Coeercram H14Te．BJIl4l'el-IIHIⅡ：HcroFa．q帅p0姗R 14 ixx-ra．1917—1965)，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68年版。第135—136页。

④<俄共(布)中央给人民教育部党员工作者的命令> (RnpelKzaBu UK PKll KOblblyHllc'raM pe60,rnngaM

I-Iapao^mpoca)。莫斯科：<真理报)1921年2月5日。

0【俄]科兹洛娃： ‘20年代红色教授学院的充实> (Ko∞osa JI．A．KosataegToaaaae Flacrmryca gpacnoit

np0妞ypM，1920一e rq且H)，莫斯科：‘社会学杂志>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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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教育工作也不顺利，这是因为：首先，这些革命前成为社会科学家的专家，不想

也不愿意放弃旧的世界观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也很难掌握新的理论和方法论；

其次，严重缺乏必需的社会科学教学计划、大纲、教科书和辅助材料；第三，旧教授在

对待新政权和新科学方面，明显地表现出不接受或消极的态度。显然，1922年向国外

驱逐教授和大学教师，不仅是政治整肃行动，实际上也是高校教学改革的组成部分，这

一行动导致大部分教授转向了反对派立场。

因此，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的任务，就显得异常重要。然而，工农

青年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没有特别的热情，尽管根据党的决议，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年代按

照“苏维埃化”和“纯工人化”的原则招收了大量工农大学生(实际上是党、红军和共

青团组织根据调令强制性安排的)。波克罗夫斯基在红色教授学院建校一周年时乐观地

估计，党已经确定好了正确的教育改革路线，“在本校培养未来的社会科学教师的事业

中，我们只能依靠党的力量，非党人员只有显现特别的教学和科学能力才能给予优惠。

⋯⋯在不远的未来，红色教授的构成将接受党自身的构成，即工人阶级在其中将占据支

配地位”①。

二、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建立

1920年初，苏维埃政权各机构开始了社会科学教学改革的准备工作。据波克罗夫

斯基回忆：立即“改组”大学教师结构的想法似乎是“可怕的、勇敢的和崭新的”，一

些党员教授雄心勃勃地“抽出”刚拿到的“生产计划”，从青年党员中选取合适人员取

代资产阶级教授的工作也在积极筹备，但适合的大学教师从哪里培养呢?于是，一个想

法在列宁的办公室中诞生了，即设立专门培养红色教授的大学⑦。在列宁于1921年2

月11日签署的教育人民委员会法令《关于筹建红色教授学院机构》中规定：“在莫斯科

和彼得格勒培养大批红色教授，为共和国的高等学校讲授理论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发展模式、现代史和苏维埃建设课程。”@根据法令，红色教授学院于1921年10

月3日正式创建，校址在今天莫斯科市中心特维尔大街旁的“俄罗斯”电影院和普希金

纪念碑处，这里原来是一处女子修道院。

红色教授学院第一任院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他于

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当选为莫斯科党委委员，1918年起担任副教育

人民委员，先后创办并主持工人系、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红色教授学院，1929

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还曾主编(-B克思主义史学家》、《红色档案》、《阶级斗

争》、《共产主义学院通讯》等杂志。此外，他是苏联早期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多次当选

① [俄】沃罗热金、吉姆主编：‘苏维埃知识分子：形成和增长历史：1917—1965年>，第6—7页。

⑦ ‘工农政府法令和指示汇编>(C06pa_Ime y3&K伽e咖14 p曩cIIop，I玳朝H蠡lⅪ60qe—Kpc托'TbB．HCKOFO npsBsTe．nbersa)．

莫斯科：1921年第19期。

o [俄】西涅茨基： <苏联高等学校教师干部>(CxsemcmA A．豇．rIlx岫eccopcxo—npenoAaBaTe,rlbcKae xa丑pM

BMcme矗IIIKOJI-a CCCP)。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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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和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作为苏联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著

有《俄国历史概要>、《19和20世纪俄国革命运动史论集》、(20世纪的俄国对外政策》

等。

最初，红色教授学院实行党的民主工作风格。波克罗夫斯基回忆：未来的大学生积

极参与了红色教授学院的创建工作，他们挑选修道院大楼，维修和整理宿舍。第一次讨

论课是在位于小兹那明斯基胡同①的社会主义科学院图书馆进行的。学院的第一次招

生在红军政治部的支持下完成，红军派来了年轻士兵以及从战场上复员的青年人。这一

事件表明，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响应接受高等教育的号召。在头2—3年里，红色教授学

院像其他高校一样，允许接受知识分子代表，因此在第一批大学生中，有习惯于在学习

中遵守纪律的复员军人和目标在于完成学业的革命前大学生以及各社会阶层的自学者。

后来，学院的大学生来源就有了针对性，开始采取主要招收工农党员的措施，但困难很

大，因为工农学生要么受过极少教育，要么根本不识字。绝大多数中学毕业生都来自

“资产阶级阶层”，而来自工农阶层的中学毕业生根本不存在。

同时，大学生的挑选也出现了问题。在宣布有关政策之后，从党的、共青团的组织

和军队中派遣的大量青年人充实了学院。然而，所谓高比例的工农学生，完全是虚假现

象。1924年，第一批毕业生诞生了，而当年的入学者与此时的毕业生在出身方面有着

很大差别，真实的情况是：大部分毕业生来自非无产阶级阶层。1921—1930年红色教

授学院的听众总共超过3500人，其中完成学业者仅335人，退学者和被淘汰者达到

90％左右(见表一)⑦。在毕业生中，党员学生年平均仅占2％；头三年的入学者中，工

人出身的数量下降，而职员出身的数量增长(见表二)@。

表一：红色教授学院听众和毕业生人数统计(*为计划听众人数)

年份 听众人数 毕业生人数

1921 105 O

1922 151 O

1923 153 0

1924 179 · 51

1925 217 53

1926 294 39

1927 384 23

1928 483 29

1929 546* 42

1930 1076’ 99

总计 3588 335

① 即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大街。

0 <红色教授学院院长波克罗夫斯基在联共(布)中央秘书处(关于1921—1928年间学院工作总结：红色教

授学院简史)报告记录>(210x．nannas 3alIHCKa peKTOp·l HKI'I／Vi．H．1-loKpoBcKoro B CeKpe'rapHaT LtK BKH(6)

06 HTOFaX pa60TN HHCTHTyT8∞1921—1928 rr．：K Hcroprm HHCTHTyTa KpaCHOI：!np0忙cypM)，莫斯科：‘历史
档案)1958年第6期，第86—87页。

0[俄]科兹洛娃：(20年代红色教授学院的充实) (KoⅫoBa J-'I．A．KoMn．,'IeKTOBaHIIe HHCrH'ry'ra KlmCHOIi

npoclⅪccypm，1920一e rozhi)，莫斯科：‘社会学杂志>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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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红色教授学院大学生中工人和职员出身者数量的百分比

年代 工人出身 职员出身

1921 6。67 89，5

1922 8．0 87，4

1923 6。1 90，8

1924 21．O 71，0

1925 30，9 58．5

1926 30，61 59．86

1927 32．8 53，l

1928 39，75 55．38

据统计，1921—1928年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生的社会来源为：7．2％出身于工人，

2．8％出身于农民，90％出身于职员。到1929年，在所有236名毕业生，只有19人为

工人出身；在听众中，有43．6％为工人出身(1921年为6．67％)①。因此，从工人中培

养红色教授就变成了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作为主要干部来源的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生，其

数量在上述年份中比原计划逐年增加，而其社会出身远未达到计划的标准。

1924年俄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建立红色教授学院预备部，它很快就成了无产

阶级青年和学院之间的过渡环节。此时，学院大学生的社会来源调整为三个：工人系、

共产主义高校和预备部，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来源于预备部。在学院学术委员会

1929年的会议记录中写到：“预备部的基本任务是提高红色教授学院的社会成分⋯⋯通

过党的教育系统给直接来自生产的工人充足的发展和预备空间”⑦。红色教授学院还制

订了一个有利于未来大学生进入预备部的过渡方式——短期培训班，以适用于预先计划

的目标，如“偏远乡村”和“少数民族”的代表。经过上述各种方式的努力，在1924

年后的红色教授学院听众中，无产阶级和工人出身的比例得到了较大增长(见表三)。

袭三：红色教授学院基础部工人出身学员数量增加百分比

年代 工人数量

1925 9．8

1926 19．16

1927 20．8

1928 29．45

资料来源：科兹洛娃：(20年代红色教授学院的充实)。

①[俄]科兹洛娃：(20年代红色教授学院的充实> (Ko,．anosa d1．A．Koma,nexroEaMne HnerHryra XlmCaOft

npoCeccypza．1920一e ro,KIM)．莫斯科：‘社会学杂志)1997年第4期。

o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5284，目录1，存储单元336．件109(1"oeyaapertmnn岫apxrm Rm自“o矗
日beAelmmm(FAI：M))．o．5284，OH．1．e且．xp．336．d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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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青年工人给予了针对性的帮助，但青年工人代表仍经常性地被列入淘汰之列

而转任实际党务工作，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成绩极差，根本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能力。当

然，被淘汰还有其他原因，如课业负担过重和疾病等，再如1922年的党内清洗导致红

色教授学院听众缩减了13％一15％①。直至30年代初。大学生和毕业生的“纯工人化”

目标也未能实现，但在高校领域，招生政策仍然继续依据阶级出身的原则。1929—1930

年通过了红色教授学院发展的五年计划，其根本内容是：在坚持“无产阶级化”和“布

尔什维克化”的原则下，将毕业生数量提高数倍；方法是将党组织派遣预备部学员与联

共(布)中央的“积极上层网罗”结合起来o。为了实现这一干部培养目标，1930—

1931年又将红色教授学院划分为几个独立学院，但学院的“无产阶级化”目标仍未完

全实现。．

1938年，根据联共(布)中央决议，将红色教授学院改组为附属于联共(布)中

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红色教授学院从而结束了其17年的办学历史。

三、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历史地位

红色教授学院作为第一个党的高校，其目标是培养苏维埃社会科学家、科学工作者

和大学教师，以及党的宣传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国务活动家和经济领导者。同时存在

的还有其他几个类似机构，如共产主义科学院、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共产主

义大学等。但在整个30年代，有79．8％的科学组织工作者是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的研究

生和大学生，只有5．3％的毕业生在科学机构工作，占全部科学工作者的8．7％@。红

色教授学院毕业生成了苏维埃社会科学院梯队建设的首选，其代表人物对科学政策的影

响直至60年代，这种影响体现在：它确立了培养苏维埃类型的社会科学家的专业标准

和规则。红色教授学院本身，也成了生产符合苏维埃政权政治标准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

学知识及批判反苏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实验室。正是在红色教授学院里，率先发动了批判

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唯物主义者和布哈林派的思想斗争，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大纲，确定了苏联高校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结构。1921—1928年在红色教

授学院从教的46人中，有24人是该学院不同年代的毕业生，很多人从大学生时代就开

始了教学工作，尽管他们尚未完全获得知识和职业训练；有75％的教授、讲师年龄低

于45岁④。

经过十余年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维埃知识分

①【俄]科兹洛娃：(z0年代红色教授学院的充实) (K03JIoBa J1．A．Knmpbt。1920一e FORM)，莫斯科：<社会学杂志》1997年第4期。

HHeraryra KpacHo蠡

⑦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5284，目录1，存储单元135，件33(ky且apcTBe删瑚apxrm POCCHIiCKOii

OeA,epatm．(FAPO)．o．5284，Oil．1．e11．．xp．135，3"1．33．)

0卢那察尔斯基：<论知识分子(文集))(J1y啪啊pcKH螽A．B．06 (C60pHrlX c'raTe而))。莫斯科：

红色处女地出版社1923年版，第18、24页。

④[俄]科兹洛娃：(20年代红色教授学院的充实> (KoaaoBa 3"1．A．KOMnaleKTOBaHHe Hserrlryra xpacnoii

Ⅱp0忉pH．1920一e ronH)。莫斯科：‘社会学杂志)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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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社会结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战后十年间，它不仅在数量上飞速增长，而且在

质量上发生了巨变”①。据统计，在20世纪初，苏联从事智力劳动的工作者不到一百

万，1926年已达近300万，1939年达到1300万，1971年则超过了3000万人o；在全

国总人口中。知识分子所占比例为16．7％@。到20年代中期，在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

形成了建立在社会政治妥协基础上的实际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成熟于20年代末④。

1928年，红色教授学院首任院长波克罗夫斯基院士表示：“我们已经进入需要苏维埃政

权所承认的学者的时代⋯⋯现在我们需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者”@。

· 苏联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群体转型至此基本完成，以政治忠诚、工农出身、专业全

面和业务称职为基本特征的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已基本形成。这一批知识分子所接受的

思想和理念是不同于旧知识分子的，他们接受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一套全新的社

会主义思想。在党和政府的宣传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对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很高的热

情，乐意把自己奉献给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严格遵守党和国家所制定的政

策。红色教授学院在旧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从工农中直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红色基地作用。此外，苏联红色教授学院这种新型高等学校模式，也陆续被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应用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理论人才培养和意识形态管

理领域。正如俄罗斯社会学家科兹洛娃所评价的：红色教授学院“是祖国科学、教育、

文化领域干部培养的象征，特别是培养拥有阶级性和党性的脑力劳动者的实验地”⑥。

(责任编辑：蒋锐l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知识分予) (B鲫b山觚001kTCKIDI 9Hrd．HKnone3,HA．?H-UTe．,_mtrenU．rm?)，http：／／

www．cuhinfo．ru／fulltext／I／001,／008／055／456．htm(2010年1月15日)．

⑦ [俄]西姆切拉：<1900～2000年百年俄国经济发展：历史排列·世纪趋势·制度周期> (CnMgepa

B．M．Pa3arlTrle 9KOHOMJl4KH Poccaa鞠100 JIeT．1900—2000．HcropnqecK-_le pa且H，BeKOBble TpeH且M。

HHCTHTyllJ'lOHKJIbH／，／e llHK．rlbl)。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o[俄]贝科娃：‘苏联知识分子的社会发展》(5bigoBa C．H．Cottrm删oe pa3BHl'He c0即朋湖HHTeJIJIHI'eHU,HH)，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④陂]伊兹莫金科：(20年代上半期知识分子与政权>，载‘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经验批判)(HaM03ml【

B．C．。IIa¨oa B．C．I,'lrrre．nJiHreHtl．rl，l H BJISCTb B nepeaofi HOJl0BHHe 20一x rr．．in：Poccn自cKau HHTeJIJIHI'eHIUIfl：

KpHTHKa HCl"OpnqecKOrO OlfIblTa)．叶卡捷琳娜堡：乌拉尔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0‘共产主义学院学报>(BecrnHK KOMMyHIICTHqeCK0aI AKa,ⅡeMHH)．莫斯科：1932年第4—5期。

⑥[俄]科兹洛娃：(20年代红色教授学院的充实) (K03noBa JI．A．KOMKneKTO姗e HHcraryTa KpacHoA

Ⅱp0慨ypM，1920一e rozH)。莫斯科：‘社会学杂志)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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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2条)

1.期刊论文 徐则浩 王稼祥：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安徽史学2002,""(4)
    王稼祥早年曾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通过给国内友人的通信，转达俄罗斯人民对苦难的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在战争年代两

次赴莫斯科治伤，亲自感受俄罗斯人民对中国革命者的关切。履任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访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

订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尽心尽责地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

2.期刊论文 那海 革命家兼文学家:沈泽民 -党史博采（纪实版）2008,""(5)
    沈泽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党员之一,是五四运动影响下涌现出来的新文化战士.

沈泽民(1900-1933),浙江桐乡人,名德济,字泽民,笔名明心、罗美、李清扬、成则人等.1916年至1919年期间就读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曾留学日本

,后入苏联中山大学和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大革命前,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南京地区的早期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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