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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3 月 27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品全菌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 20 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许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关

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

定头《决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学院，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和社会主义改造新的政治形势的需要，适应各界民主人士(各民

主党棒、人民固体、国家机关和人民政许各级委员会中的民主人

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对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

要求c"社会主义学院，由本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在在京举办，吸

歧和中共高级党校学员的职务或者级别大体相当的民主人士(包

括中央的和地方的〉分期分批入学。"每期定为一年。学习内容，第

一期暂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

E革命史》三门必穆课，还可以增加其他适当的选穆课，此外，还

要组织一些重要的时事、政策的学习。

3 月 28 日 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联合草拟《关于帮助民

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办法》上报周

忠来同志并核转中央，要求就此问题在党内发一文件 O

3 月 31 写 中央统战部拟定《创11-社会主义学院的实施方

案》的提告提送周忠来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方案》提出:社院学

和:为一年，每期捂收学英 500 名左右，第一期捂拉 200 名， 1956

年 9 月 1 日开学。课程为《哲学上《政治经济学上《中民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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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形式:以教师系统讲授和学员的座谈讨论为主，适当组织参

观。结业不考试，每门课完，可在自愿原则下写学习心得。组织机

构:院下设教务处，秘书处，总务处。校舍需要新建，校舍和设备与

中共高级党校的标准和罚。拟请射入 1957 年基建计埠。在坟舍建

好以前走读，利湾政协礼堂上课c 以后必要时，可在上海、武汉、四

川创办社会主义学琉分院c 建议成立一筹备委员会。

4 月 6 EJ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咛《创办社会主义

学院的实施方案》的报告就语:在来司志，我意可以私准，只该院

建筑标准不应再比高级党校高 c

4 月 9 日周恩来同志对《创办社会主义学院的实施方案》的

报告批语:刘、邓核坷。

4 月 14 日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铠办社会

主义学院的实施方案》和《社会主义学诧筹备委灵会名羊头"筹委

会"由下列单位、人员组成。人民大学:吴玉章、是真、李新、李逸

三;全国政协:对孟纯、朱洁夫、邓哲黑、周益三:中宣部:张盘石、

张子意: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张执一、程排英、张魁堂;民主党派:

邵力子、杨晓杆、千家骋。

5 月 4 臼社民筹备委员会草拟《社会主义学院校舍建立在方

案(初稿)))。一、学校位置:设于东主门海运仓中国人民大学珩近

为宜。二、规模:学员为 500 人，教员 20 人，工作人员 100 人〈其中

包括勤工人员 60 人)。

6 月 20 吁 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社会



主义学院基本建设问题。社会主义学院、城市建设部、经委、财政

部、北京市计委、北京市建委、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建工局、北京

市房屋建筑管理局竟责同志出席会议。

7 月 7 日 中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举行第 25 次会议，通过《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学习方法的规

定上《社会主义学院学员条件的暂行规定》。会议还决定社会主义

学院隶属于政诗全国委员会，受常务委员会直接领导。

7 月 9 a 社昆筹委会第二次草拟社院校舍建筑方案。校舍

面积为 60 ， 000 平方末，发展规模:学员为 500 人，教员 20 人，工

作人员 161 人(其中包括勤工人员 86 人)。

7 月 17 日社琵筹委会草拟社在第一期 (200 名〉学员名额

分配的初步意克。

再目社院筹委会讨论通过《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学员申请

入学办法2> 0 {办法》规定: 1 、在社院校舍未建成前，第一期学员采

取走读办法，只吸收在京民主人士，名额定为 200 名 0 2、凡符合社

院学员条件的在京民主人士、根据自愿房、划，可直接向社院筹委

会提出入学申请，毡，可通过自己所属单位提出申请。 3 、符合社院

学员条件的，不在京的民主人士，女口在学习期间自己在京能解决

居住问题碍，也可击愿提出申请。

7 月 23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就社院建校

方案函送菌务昆审核。

9 月 1 日 中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私、书处核定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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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报告。

9 月 15 日 国务院 (56) 国秘齐字第 260 号发文对全国政协

7 月 23 司函批复..司意将社会主义学院的校舍岳和、 37215 平方

公尺列入拉京市区 1957 年的基本建设计划 O " 

9 月 24 可社院筹委会给全 00政协学委会主任、中央统战部

部长李维汉同志写了一今关于社院第一期学员报名情况和开学

典礼给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到:第一期中请入学的学员其中职

务或者级别辛辛合条件的 136 人，不符合条件的 15 人，筹委会讨论

后认为，可考虑、把条件适当放宽，将级别条件放宽到 13 级。开学

典礼，拟清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时主席、常委、学委会主任、副主

任和杨秀峰、杨献珍、胡锡奎等同志以及政协北京市委会主席参

加。由吴玉幸在长主持，并拟请全国政势周惠来主席讲话。此外，

还请政协一位副主席，学委会主任或副主任(拟请马寅初)以及杨

秀峰或者杨献珍司志以来宾身馀讲话。

9 月 30 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29 次会议

通过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副挽长、秘书长名单 O 院长:吴玉章，副院

长:邵力子、杨明轩、聂真、千家驹，秘书长刘孟纯。

10 月 15 日社院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吴玉章在大会上讲

话，他说，社会主义学院是为了适应我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

义改造的政治影势的需要，适应各界民主人士对政治学习和理论

学习的要求丙成立的。社会主义学院开设三门理论课，即哲学、政

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还组织一些重要时事政策学习，并适当



的组织一些参观。学习方法，是采取自由、自愿、自觉的原则 C 学习

目的是帮助各民主党棒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高级干部提高政

治理论水平，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马寅初代表政协

学习委员会讲话 O 学员代表章伯钧、李德全、王藻真、卫立煌等作

了友言。

10 月 国务院齐燕铭副秘书长指示"民 1957 年建筑任务较

重，社院校舍改为一年设计，二年建成，并确定 1957 年度完成最

必需部分，约 25 ， 000 平方公尺。"

10 月 24 日法国法新社记者来社院采访。

11 月 2 日英吕珞透社记者其徨卫来社院采访。

11 月 7 日副院长聂真向全体学员讲解波句事件。

11 月 9 日吴玉章向全体学员作"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革命精

神"的学术报告。

11 月 10 El 学员座谈波句问题，并有中国人民广播电台记

者封场录音。

11 月 11 日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56)域字第 3523 号

函，为i拔西郊紫竹院北为社院校址用埠。

11 月 12 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第一期学员

中的全国政许委员去碧云寺参观。

11 月 13 耳 中苏俄文友好报来社院采访，由刘孟纯接待。

11 月 14 日 民主德国记者六人、波兰工人通讯编辑山中诺

夫斯卡来社说采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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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El 正式委托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设计民为社院

校舍作建筑设计 C

11 月 17 日北京市机关房屋管理局通知社珑"依黑国家增

产节约精神，须按;或建设面积。"

司耳 全国政坊、学委会举手于报告会，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

柯华同志作关于埃及问题的时事报告，第一期学员参加。

11 月 23 耳胡芬木同志给第一期学员作"关于学习中国共

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报告。

11 月 28 自新华社记者来社荒采访学员学习中共"八大"文

件的情况。

12 月 1 日 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传达中共中央八届二中

全会文件。

12 月 3 日接到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关于社院校址巧地

正式钉桩座林的通知。

12 月 5 日 学员"学习生活"第一期出于110 内容为第一期学员

第一次哲学讨论情况。

12 月 8 日新华社记者来社提拍摄第一期第二纽学员讨论

情况照片。

12 月 10 可组织第一期学员听薄一波副总理件关于工商问

题的报告O

同日 新华社记者来院拮才是第一期学灵上课情况照片 ο

12 月 12 司新华社记者来昆继续拍摄第一期学灵上深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照片 c

12 月 13 司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发给社院建设用地的正

式钉桩座棕文件 O

12 月 15 司组织第一期学员呀陈云副总理关于工商业改造

问题的报告转播。

12 月 31 日社院校舍拉术设计定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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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1 月 16 日组织学员听邓小平月志"关于再论无产琦级专政

历史经验"的报告录音 O

1 月 17 日千家驹斟院长传达陆定一关于修正主义问题的

讲话。

1 月 18 日组织第一黯学员去国棉二厂参观。

1 月 19 日在大贺麟教授给第一期学员作关于黑格 ijt 哲学

问题的学术报告。

1 月 28 日全哥政排副主席、学习委灵会主任李维汉在学委

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几点指示的讲话。

2 月初接北京市机关房屋管理局紧急通知， 1957 年建筑任

务，除使馆用地提 700 余万7L 7卡，其余暂停。

2 月 12 日踪翰笙司志给第一黯学员作关于 1韦斯拉夫情况

的报告。

2 月 13 日程子华同志作关于自由市场问题的报告。

2 月 19 EJ {人民画提》社来院采访，拍摄学员的学习讨论情况c

2 月 21 司《人民画报》社未提采访，拮摄说长集体办公情况

及采昔学员 O

2 月 22 日组织第一期学员去苏联展克馆参观农业展览O

3 月 2 EJ 组织第一期学员收听李富春同志关于第二个五年



计划的几点说明报告的转播。

3 月 3 日组织第一黯学员听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录音。

3 月 4 日组织第一期学员听琼云副总理关于增产节约问题

报告的转播。

3 月 15 写 聂真传达毛泽东主席在中宣部会议上的讲话。

3 月 19 自组织第一期学员听局总理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O

3 月 22 日组织第一期学员去岳各庄求止生产合作社参观。

4 月 12 日组织第一期学员去北京电子管厂参观。

4 月 18 百 听杨献珍同志关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的辅导录音。

4 月 19 E1邀请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刘建勋副部长作关于

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4 月 30 日 聂真向第一期学员作"学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

议上的讲话"的动员提告。

5 月 6 日 召开学员大会，聂真作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的动员报告，

并传达束生报告O

5 月 10 E1 聂真向全体职工待"关于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的

动员报告。

5 月 14 日至 6 月 26 日 学员分纽座谈毛泽东主席《关于正

9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c 学员进行大会发言，揭发人民

内部矛盾问题。

6 月 5 日 关于社克建技工程问题，院领导给周总理、李维汉

及全国政协常委会提出请示报告。

6 月 14 日全毒攻诗陈叔远副主席对社院建校问题的批示:

"我认为在节约中是可以暂缓建筑至外埠，希望在集中地点设分

院，不必都集在北京" (7 月 1 日全国攻势章伯钧甜主席杜示:同

意琼叔通副主津意克)

6 月 20 E1 国务院齐燕、铭副秘书长在吕务琉召集会议，讨论

社会主义学院 1957 年基建问题，出席会议的有社会主义学挠、城

市建设部、财政部、离家经委、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建

委、市计委、市建工局、市规划局、市建筑联合办公室、市机关房屋

建筑管理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后并向上述单位发出会议记要。

6 月 29 El 聂真、千家驹向全体学员作反右派斗争的动

员报告。

7 月 1 日至 4 日 学院开始进入反右派斗争。召开学员大会

和联组会，要求学员顾执中、琼新桂、合塘交待问题。

7 月 6 E1 学说整风领导小组件《关于反右泳斗争》的动员报

告，机关转入整风第二阶段。大会集中拉判右派分子颜执中。

7 月 19 日组织学员听局总理、康生、陆定一、周扬等在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

8 月 2 E1 中央统战部通知。 7 月 ll E1中央批准社会主义学

10 



民党组成员为，党组书记:聂真:纽员:李新、陈德明、周益三 c

8 月 13 日聂真作整风小结报告。

9 月 23 司 第一期第三学期开学。开学式在政诗礼堂第二会

议室举行。吴玉章、聂真讲话。

9 月 24 日全体学员参加在政协礼堂举行的欢迎印尼副总

理哈达的大会。

9 月 26 a 至 28 a 组织学员座谈文件: 1 、柯庆施在上海市

人代会预备会的政治报告 ;2、彭真在北京市人代会靖违反右总斗

争的伟大意义 c

9 月 29 日组织学员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反革命分子罪

行展览。

10 月 3 日至 5 日组织学员座谈文件:1 、《人民日报》社论;

二村庆花报告 ;3、李维汉部长在茶话会上的讲话。

10 月 23 日组织学员学习邓小平司志的整风报告。

11 月 14 a 社院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机关内部整风反右初步

小结及今后工作计封的教告送中央统战部党委。

11 月 29 日社院党组拟定关于学员中整凤和反右派斗争的

情况以及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给中央统战部的报告。

同日社院党组拟订关于社会主义学克社会主义教育计划。

学习时再从 1958 年 1 月开始， 6 月底结束。

12 月社院机关进入整风第二阶段，由整风领导小组报告反

右斗争初步小结，结合整改工作，进行政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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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1 月从 1958 年 1 月起，在学员中开展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 c

1 月 10 a 组织学员听周恩来总理和胡乔木司志关于文字

改革的报告O

1 月 16 日社院党组拟定关于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学籍处理

和纽织处理问题的初步意见给中央统战部的请示报告。

1 月至 2 月讨论处理右派问题。

2 月 8 a 、3 月 9 日、6 丹 8 司全国政协学委会和社会主义

学英组织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社会主义学院学员，参

加修建十二陵水库的义务劳动。

2 月 11 a 聂真作"社会主义思起教育计划"的报告。

2 月 15 日聂真传达周恩来总理报告。

2 月 28 吁政诗全国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举行办公会议，讨论

《社会主义学挽社会主义教育计划(草案沟。

2 月底社院机关进入整风第四叶段。

3 月 3 日第一期第四学期开学。

哥哥挽长办公扩大会议，传达政协主席办公会议决定，社珑

本年度学员要增加到 200 名(右派头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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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按黑中央统战部指示，社民先后接坎社会上资产计级右

派头岳人物 44 名入学 O 加上学玩原有的 18 名右棒学员共 6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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