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

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

识分子》的决定。这一专门论述

知识分子问题的党内正式文件指

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

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

一”。规定：“今后一切战区的党和

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

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

学校，加入政府工作。”

决定下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各

级组织开始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的工作，掀起了一场知识分子“抢

夺战”。

1938 年至 1939 年间，约有 6

万名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冒

着生命危险冲破日伪反动派的重

重障碍投奔延安。除了延安，晋

察冀根据地因为靠近京津，吸引

了两地许多高校以及东北的流亡

学生前往投奔。苏沪等地的青年

学生则大量奔赴江南新四军的驻

地。

此前，除了大量的青年知识

分子外，还有不少名流学者和民

主人士来延安访问。

中国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

溟回忆1938年1月去延安访问的

动机时说：“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

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

百闻不如一见。”五四时期梁漱溟

是北京大学教师，与毛泽东的岳

父杨怀中(昌济)是同事，关系甚

好。毛泽东在杨怀中的引荐下认

识了梁漱溟。这次到延安访问，

与毛泽东也算是老朋友重逢。

梁漱溟到延安的当天晚上，

毛泽东同他进行长谈，中心话题

是抗日前途问题。梁漱溟根据他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所见所闻，表

示出失望和悲观的情绪。毛泽东

表示不能苟同梁的观点。他广征

博引，十分肯定地说，对中国抗战

前途大可不必悲观，最终中国必

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

在延安期间 ，梁漱溟同毛泽东交

谈八次，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畅

谈。梁漱溟回忆起与毛泽东的这

段交往，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不

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

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

不舒服之感。

凡是来延安访问的知名人士

和社会贤达，毛泽东总是设法挤

时间同来访者见见面。毛泽东在

细微之处体现真诚。一次，一位

著名教授来访，毛泽东拿烟待客，

恰恰烟盒里只剩下一支烟。毛泽

东把烟折成两半，一半给教授，一

半留给自己。那位教授为毛泽东

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而激动不已，

心悦诚服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

抗战胜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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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1949

年年99

月月1919

日日
，，
毛
泽
东

毛
泽
东

邀
请
部
分
民
主
人
士
游
天
坛

邀
请
部
分
民
主
人
士
游
天
坛
。。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途中爱国青年奔赴延安途中。。

1937
1937

年年1212

月月
，，

陈
云
在
延
安

陈
云
在
延
安
。。

陈云提出“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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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伴随着中共工作重

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如何争

取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知识分子

的支持？

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攻城

时尽量避免使用重型武器，进城

后宁愿露宿街头也不住居民家，

这些细节无疑给城市居民（包括

知识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

不仅如此，中共没有以打天

下者自居，也没有依靠军事力量

将其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积极

寻求与知识分子集中的民主党派

进行平等协商，筹建民主联合政

府，共享新政权。

1949 年 3 月，叶圣陶等人北

上解放区参观国民党被俘高级军

官收容所时，感受到了新政权的

“宽大政策之道”，他们见到被俘

的王耀武称“在此学习，读书讨

论，大有兴味。又谓此间待遇甚

优，颇为感激”，被俘的杜聿明“颜

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

囚”。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

共产党人，更懂得礼贤下士和争

取知识分子参政的重要性。

例如上海解放时，83岁的张

元济作为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帝、

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

等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老人，他

的心情极为复杂，本不愿参政，还

写了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

为了争取张元济，陈毅、陈云

等亲自上门拜访，张元济才决定

参加政协会议。到了北平后，中

共领袖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还

在祈年殿外等候他，与他握手寒

暄，并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

人民革命。会议结束时，毛泽东

还亲自将其“送于门内”。不仅如

此，朱德上门拜访过张，周恩来邀

请政协代表们聚餐时，将张推为

“首座”。张也向毛泽东当面进

言，期望中共能下情上达，发展经

济，解决民生疾苦。

中国文化强调只有“处处以

他人为重”才能换取对方“交

心”。很多个案都显示了中共处

处以知识分子为重的优秀品质，

为知识分子解决了不少工作和生

活的困难。

例如徐铸成在香港所办的

《文汇报》面临经济困境时，负责

报馆的张稚琴电告，有一批钢缆

准备在解放区出售，利润将用作

《文汇报》的经费。就在钢缆生意

谈判陷入僵局时，华北人民政府

负责人董必武得知了此事，即吩

咐姚依林办理，并关照：“这批电

缆，由我们全部收购下来。不要

讲价还价，他们要多少，就给多

少，他们是为维持香港《文汇报》

而筹划经费啊！”徐铸成对此很是

感激。

北平解放时，中共接收清华

大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教职人

员发粮食、现钞，给教授们送去了

900 元人民券和 30 斤小米，为他

们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

中共的极力争取也是很多知

识分子留在大陆的重要原因。

曾加入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刘

绪贻就是一例。在刘留美期间，

中共通过芝加哥大学一位犹太学

生告诉了他许多关于延安的传

奇，帮助其了解中共。回国后，地

下党组织安排武汉大学工学院的

教师蔡心耜接触刘绪贻，蔡便

经常找刘打桥牌，还利用刘的

校友来争取他。1948 年底，蔡

动员刘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

“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负责

将学校完整保存下来。

杭州解放前夕，中共地下

党积极争取浙大校长竺可桢，

据时任浙大党支部书记的许

良英回忆：“1949 年元旦，我

们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义

给他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

年信（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

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

一次），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

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地

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把 2

月 25 日误认为竺可桢的生

日，师生自发举行庆祝活动，学生

准备演戏，教职员纷纷送礼、写贺

诗。

尽管这一天距竺可桢的生日

还有十来天，他还是在日记中称：

“和我的阳历和阴历的生日统如

风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

但是亲友如此记挂我，我内心总

是感激的。”

由上可见，1949年中共对知

识分子的争取可谓亮出了“十八

般武艺”，让知识分子感到了新政

权的亲切与温暖。

（本版稿件摘自《文献中的百

年党史》《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组

织人事报》《北京日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

我军战略的展开，各敌后抗

日根据地和部队逐渐扩大，为解

决干部缺乏的问题，我们党大力

开展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参军

及加入干部队伍工作。

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

1938 年 3 月，陈云组织起草了中

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1937 年中共党员只有 4 万，1938

年猛增为50多万。

陈云非常重视吸纳知识分

子，许多人对他当年提出的要“抢

知识分子”的口号记忆犹新。他

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

子，国民党在抢，抢得慢就没有

了。”“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

取到我们这边来，充分发挥他们

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

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

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在延安时，曾经发生了这样

一件事，中央医院的傅连暲要求

入党，却没有人肯当他的入党介

绍人。傅连暲原是福建汀州的一

个个体医生，是个知识分子。红

军打下汀州时，他参加了红军。

后来关闭了自己经营的西药店，

带着医药器材，随军撤出汀州，也

参加了长征，一路上表现还是不

错的。

红军到了延安以后，傅连暲

被分到中央医院工作，他的主要

任务是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病，以

后担任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

医术好，看病时也很认真。但与

一般同志相处时，显得态度古板，

说话生硬。中央医院里的一些同

志看不惯他的这种作风，就不介

绍他入党。

陈云知道了此事，就同中央

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多次找

傅连暲和中央医院党支部的同志

谈话，交换思想，了解傅连暲的历

史情况，帮助教育他，肯定他的优

点，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要求他

改正。

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

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由陈云、王

鹤寿作为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

傅连暲入党以后，工作更积极

了。建国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

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1938 年的延

安城，破旧不堪，

连一栋整洁的好

房子也难以找到，

日军的飞机有时

还要飞临上空进

行骚扰。然而，这

一切都没能阻止

人们冲破国民党

顽固派的重重封

锁和阻扰，从四面

八方像潮水般地

涌来，由此形成了

“ 天 下 人 心 归 延

安”的壮观景象。

“到延安去”，尤其

成为一大批有志

青年和知识分子

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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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学者慕名访问延安B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