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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学习座谈会的由来
胡鹏飞

重 视 学 习 、 崇 尚 学 习 ， 是 人 民 政 协 的 优 良
传 统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 在 毛 泽 东 、
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
下，学习成为人民政协的重要任务和重要基础

性工作之一。学习座谈会是人民政协在上个世
纪 50 年代创立的一种学习组织形式，在提高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理论政策水平、广泛凝聚
智慧建设新中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Z 政协记忆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

史的新纪元。我国进入了由新民主

主义有步骤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

渡时期。

新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要求

我们党进一步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此时，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

和社会各界也都深切感到需要用新

的观点来认识问题，使自己的思想

跟上时代的发展，提高为人民服务

的能力，因此迫切要求学习政治理

论、时事政策，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

改造。

1950 年 3 月 16 日，第一次全国

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

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明确统一战线工

作的方针和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

政策，以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长期合作，努力建设新中国。

中 央 统 战 部 部 长 李 维 汉 作 了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

任务》的报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各

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作了明确

阐述。

李维汉在报告中说：“现在有许多

党外人士要求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

毛泽东思想，这是好现象。应积极帮助

他们进行这种学习，并有一部分干部

同他们一起学习，为政治协商建立良

好条件，为长期合作建立思想基础。”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在《关于

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党

派工作中的进步分子团结问题、各民

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整顿、帮助民主党

派学习政治理论、研究解决民主党派

经费问题。其中提到的学习政治理论，

就是帮助民主党派学习毛泽东思想，

进行理论政治教育，使他们了解党的

政策，并做好对他们的各种安排，做到

各行其是，各得其所。

周恩来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两次到

会讲话。4 月 12 日，他论述了党在现阶

段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强调包括

民主党派在内，“只有注重学习，正确掌

握政策，才可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13 日，他又作了题为《发挥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

的讲话，指出要把民主党派组织起来，

这样“便于他们学习，便于他们把各个

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民主党派

的成员在我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愿意

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

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第 一 次 全 国 统 战 工 作 会 议 和

周恩来等的讲话报告，都将学习、特别

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增

进团结与凝聚民主党派智慧的重要手

段，为建立人民政协学习座谈会开了

先声。

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除 周 恩 来 外 ， 刘 少 奇 、 彭 真 等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也先后到学习座

谈会作报告。1951 年，刘少奇两次

在学习座谈会作讲话或报告。

第 一 次 是 在 5 月 13 日 ， 作 关 于

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的讲

话。他指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至

少需要 10 年 20 年以后，中国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是有它的进步

作用和革命作用的。如果目前即采

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对人民是无益

的 。 伤 害 私 人 工 业 生 产 的 积 极 性 ，

无疑是破坏着目前的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的。

第 二 次 是 在 11 月 4 日 ， 作 关 于

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他介绍了中

国 共 产 党 人 进 行 思 想 改 造 的 经 验 ，

指出：思想改造，不只是对一般的

人们需要，它首先对于共产党人就

是 需 要 的 。 共 产 党 人 不 是 只 改 别

人，不改自己。共产党人在过去长

时 期 内 进 行 了 思 想 改 造 ， 在 现 在 ，

仍然在进行思想改造，在今后，还

要进行思想改造，直到完全改好为

止。而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取得革命胜利、并在今后还要取得

胜利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保障。

刘 少 奇 在 报 告 中 还 说 ， 我 们 共

产党人，在最初的时候，在没有加

入共产党以前，也和普通的中国人

一样，是有各种不同的从旧社会得

来 的 错 误 的 思 想 的 。 他 以 个 人 为

例，介绍了自己在年幼时，是随着

母亲求神拜佛的，在读了孔孟之书

以后，也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

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后来进了所

谓洋学堂，又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

响，并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

主 主 义 的 学 说 。 直 到 五 四 运 动 以

后 ， 他 才 接 受 了 社 会 主 义 的 影 响 。

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

接 受 的 ， 而 是 经 过 了 研 究 、 考 虑 ，

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

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

接受的。以此来说明若干共产党人

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经过了一

系列的思想改造，之后才成为共产

党人的。

刘 少 奇 的 这 篇 报 告 ， 从 共 产 党

人的视角向民主党派介绍了思想改

造的意义和进行思想改造的态度方

法，使参加学习座谈会的同志尤其

是民主党派人士受到很大触动，取

得了很好的反响。

1951 年 12 月 19 日 的 《人 民 日

报》 刊载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

理资耀华的文章 《工商业者要从实

践中进行思想改造》。他说：“就我

个 人 学 习 的 经 验 来 说 ， 在 解 放 之

初 ， 每 天 都 从 头 到 尾 用 心 阅 读 报

纸，见了马列主义的书刊也是随买

随读。但不知结合实际，更谈不到

联系自己。”“自从参加了人民政协

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获得了比

较有次序、有步骤的自学和小组讨

论，才得到了不少启发，认识到学

然后知不足。”“也只有在实践过程

中 学 习 ， 才 能 求 得 真 正 的 自 我 改

造 。 …… 坚 决 地 为 人 民 事 业 而 奋

斗。”

1952 年 4 月 24 日 ， 彭 真 在 学 习

座谈会上就“三反”“五反”作了发

言。彭真的发言，强调“三反”“五

反”是“全体人民对违反共同纲领

分子的斗争”，而不是当时某些人所

说的是“三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斗

争”的错误说法。同时指出尽管运

动中出现一些偏差不可避免，但也

不 能 因 此 就 认 为 这 些 偏 差 是 对 的 、

可 以 不 必 纠 正 。 这 对 于 统 一 思 想 、

打消工商界人士的疑虑，推动“三

反”“五反”运动健康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

毛 泽 东 虽 然 没 有 亲 自 到 学 习 座

谈会上作过报告，但是他很重视学

习座谈会对于民主人士思想改造的

积极作用。建国初期，组织参与重

大社会变革是人民政协提高民主人

士 思 想 政 治 觉 悟 的 重 要 方 式 之 一 。

1952 年 6 月 9 日，时任政协第一届全

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劳

保部部长的易礼容，就参加土改有

关 情 况 给 毛 泽 东 写 信 。 10 日 ，

毛泽东即给易礼容复信，认为“参

加土改有收获，甚好”，还特别提到

“政协全委会每周或每两周有一次学

习座谈会，许多老先生都在学习”，

建议易礼容也去参加。

可 见 ， 在 毛 泽 东 看 来 ， 这 种 坐

下来学习的形式，加深了对马克思

主 义 理 论 ， 对 党 和 国 家 路 线 、 方

针、政策的理解，对于提高自我教

育和自我改造的自觉性大有益处。

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学习座谈会作报告

1950 年 6 月 17 日，人民政协全国委

员会制定了学习座谈会暂行办法，共有七

条：

一、全国委员会基于各民主党派的发

起和提议，为适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全国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

等五个方面高级人员的学习需要，组织学

习座谈会。

二、上述各方面高级人员的参加，悉

依自愿原则，其有不愿参加学习座谈会而

愿依据学习座谈会计划自学者，亦得享受

各种必要的帮助。

三、学习的内容为马列主义理论和

毛泽东思想。

四、学习的项目及其程序暂定为：

1.思想方法论；

2.社会发展简史；

3.国家学说；

4.中国革命问题。

学习思想方法论，以斯大林著 《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为基本学习材

料，每二周举行讨论会一次，学习进度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但以不超过八次为原

则。

五、学习座谈会的进行方式，以自学

为主，以小组讨论及报告会为辅。参加者

依据学习材料及提纲进行自学，小组开会

时按照预定的题目进行讨论。为了帮助学

习和解答问题，由学习干事会邀请专家于

适当时间作报告。参加小组会及报告会，

亦均可自由选择。

六、学习方法，通过自由论辩，相互

帮助，力求领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

真意，同时着重联系中国的历史与现状，

以及参加者个人的经验与工作。

七、学习座谈会之工作机构为学习干

事会，由学习座谈会推选若干人组成之。

《暂行办法》 的制定，明确了学习的

原则、内容、方式、方法和工作机构等，

使学习座谈会的组织开展得到了进一步规

范。

1954 年 12 月 ，毛 泽 东 邀 请 各 民 主 党

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进一步

明确了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即“学习马列主

义”，强调“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制”，对于

有的政协常委，“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三

勤夹一懒”。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

把学习列为人民政协的五大任务之一。同

年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

《政协章程》，学习工作作为各级政协的一

项重要任务第一次写入章程总纲。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

究员）

制定学习座谈会
暂行办法

1950 年 3 月 14 日，人民政协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应各民主

党派的要求，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

吸收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各民主党派

（包括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团

体在北京的高级人员，在自愿的原

则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4 月 27 日，在各民主党派总部

发起和提议下，人民政协全国委员

会决定成立学习座谈会，并设立学

习座谈会干事会负责学习工作。当

日，周恩来作了关于学习问题的讲

话，他说：“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是

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要防止学习

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最好的

办法就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把

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和什么实际

结合呢？最好是和自己的实际来结

合。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有经过自

己检讨以后，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改

正；但在检讨时，应该注意大问题

——路线、方针、政策等。要做到这

一点，就必须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

主要是自我学习、自我检讨，其次才

是互相批评，这样才能把学习搞得

更生动。”

学习座谈会主要学习思想方法

论、社会发展简史、国家学说和中国

革命问题等基本理论，还有涉及当

时国家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重大

现实问题。学习方式以自学为主，同

时与小组讨论和辅导报告相结合。

学习方法提倡自由思考，互相帮助，

理论联系实际，讨论时自由发言，各抒

己见。

6 月 14 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陈叔通在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指出，学习

座谈会的自愿参加者“截至目前已达

二百余人”，“已开始思想方法论的学

习，情况至为热烈。方法分自习、大报

告及小组讨论，亦听各人自愿取舍，不

加拘束”。

1951 年 6 月 3 日出版的《学习》杂

志（1949 年 9 月 15 日在北京创刊，由

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编辑，1958 年

10 月停刊，其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在

当时同类刊物中首屈一指）第四卷第

四期“理论教育动态”栏目，专门介绍

了学习座谈会成立一年来取得的成

效。指出，“大家的学习情绪都很好”，

“经过一年来的学习，学习者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

了解，并且能够联系到当前所发生的

一些实际问题来进行研究”，“逐渐养

成了学习理论的习惯”。总的来说，大

家一致感觉到“开卷有益、开会有益、

听报告有益”，学习座谈会确实是“各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学习理论较好

的方式”。

学习座谈会的成立

▲1954 年 12 月，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

1951年 6月 3日出版的 《学习》 杂

志第四卷第四期“理论教育动态”栏

目，专门介绍了学习座谈会成立一年

来取得的成效。

▲1950 年 6 月，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1950 年 6 月 18 日，《人民日报》 第

一版刊载的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

谈会暂行办法》。

1954 年 12 月 ，毛 泽 东

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

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把学

习 列 为 人 民 政 协 的 五 大 任

务之一。

“ 政 协 全 委 会 每 周

或 每 两 周 有 一 次 学 习

座 谈 会 ，许 多 老 先 生 都

在学习”

第一次全国统战

工作会议和周恩来等

的 讲 话 报 告 ，都 将 学

习、特别是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增

进团结与凝聚民主党

派智慧的重要手段，为

建立人民政协学习座

谈会开了先声。

“ 我 们 学 习 理 论

的 目 的 是 要 联 系 实

际，解决问题。要防止

学习上的教条主义和

经 验 主 义 ，最 好 的 办

法就是进行批评和自

我 批 评 ，把 理 论 和 实

际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