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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蒋介石大陆政权溃败，
百万大陆军民仓皇迁台。但当时究
竟什么人能获得一张去台的船（机）
票？

除军队之外，中央研究院是蒋介
石最先指示迁台的机构。但中研院
成功迁台的仅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
究所和数学所，其他 12 个自然科学
研究所与社会学所，都选择留在了大
陆，在 81 名院士中，仅朱家骅、傅斯
年、李济等9人选择赴台，陈寅恪、李
四光、陈垣等60人留在大陆，另有胡
适等 12 人去美。拒绝赴台的学者
中，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比较有代表
性。陈垣读《西行漫记》后，“看到了
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
治……深深地受到感动”。北平围城
期间，他给儿子写信说，“政府来电并
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
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

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是
除军队外，政府组织迁台群体的主
体。但国民政府行政院当时对所属
各机关的迁徙并无任何统筹计划，最

后国民政府五院十二部，“到台湾者
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

“家眷未能随行者比比皆是”。
除军队及政府机关人员外，国民

政府当时已无力组织其他人员集体
迁徙。

至于私人赴台，起先几无限制，
但随着战局恶化，赴台者急剧增加，
陈诚基于“防止‘共谍’的潜入”与“预
防人口过分增加，以减轻台民的负
担”的考虑，于1949年2月开始实施
对私人赴台的限制，颁布了《台湾省
准许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
法》，规定“暂准入境”者为“中央各机
关派台工作人员及其眷属”“中央各
院部会及各省市政府，因公派员迁台
者”“工商人士”等七类。

从 1950 年开始，由大陆赴台的
人数明显下降，只有1955年较多，因
大陈岛撤守时，有1.6万多百姓被迁
往台湾，据台湾的普查报告，自1945
年至1956年，到台的外省人约64万，
再加上迁台的 60 余万现役军人，总
数有120万左右。 杨津涛

1949，哪些人去了台湾

1935年11月，毛泽东提
议，并与张闻天等商议，中共
中央党校在瓦窑堡龙公巷小
学天主教堂复校。当时决
定：党校校长董必武，教务主
任成仿吾。教员有冯雪峰、
马士良、朱子修等9人。第一
期招生300余人，分3个班，由
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分
任班主任。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党
校很关心，负责人经常来校
作报告。1936年5月21日，
周恩来来校作《论中国的抗

日人民统一战线》报告。6
月，中央党校先后迁往保
安、定边。8月8日，毛泽东
在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
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
众的反应是一个标准。刘志
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
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群
众的领袖。党校学员，要学
习刘志丹，忠于人民，为老百
姓做事。1936年至1937年
初，中央党校培养了近1000
名学员。1937年2月，中央
党校迁入延安。 孙国林

毛泽东提议恢复中央党校

1933 年中央马克思共
产主义学校创办时，备受重
视。据当年的学员肖锋等
人回忆：任弼时和邓颖超教
中共党史，他们经常给学员
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中
共一大的召开；讲国内外历
史背景；让学员们明白共产
党是怎样成立的，为什么要
热爱共产主义。

董必武讲世界历史和
西方革命史。他从哥伦布
发现美洲大陆，讲到法兰西
内战、巴黎公社、英国产业
革命，及在美国南北战争
中，华盛顿如何领导人民争
取民族独立和创建美利坚
合众国。董老学识渊博，学
员都喜欢听他的课。

徐特立教世界地理。
他当过毛泽东的老师，精力
充沛，边讲边演示，使人越
听越有精神。徐老说：“同
志们呀，‘地是一个大地球，

世界有五大洲，有二十多万
万人口……”

杨尚昆讲政治常识。
他的课很生动，讲的第一课
是“猿猴变人，劳动创造世
界”。开始大家都不相信，
杨尚昆就解释说：“人就是
猿猴变的，当然不是一下子
变的……由于猿猴（经）常
劳动，前脚慢慢变成了手，
身体慢慢直立用后脚行
走。后来又学会了制造简
单的工具，尾巴没有什么作
用，就慢慢磨掉了，这样就
变成了人，大家可以摸摸脊
梁骨下部屁股骨还有个尾
巴根子。”

刘伯承也来上过军事
课。他们还要求学员加强
军事训练，理论结合实际，
安排学员开展打靶训练，防
空时，还学习用机关枪打敌
人飞机，学习用三角测距，
很实用。 钟燕林

特殊教员们的趣味教学

今年是中央党校建校90
周年。2011 年 5 月 22 日，中
共中央批复同意将1933年3
月13日确定为中央党校建校
日，将3月13日作为校庆日。

中央党校前身

我们党最早以党校的名
义办学培养干部，始于刘少奇
1923年11月在安源开办的安
源党校，这是我们党的第一所
党校。1926年2月，中央特别
会议作出《开办最高党校问
题》的决定，提出在北京及广
州各办一长期党校，这是中共
中央首次决定创办中央党
校。但由于当时形势所迫和
条件所限，临时中央直到迁入
瑞金之前，创办中央党校的计
划都未能实现。

1931年9月，中共苏区中
央局进驻瑞金后，加大了对中
央苏区干部教育培训的力度，
于1932年春创办了中共苏区
中央局党校，由中共苏区中央
局组织部部长任弼时担任校
长，重点培养县级干部。该校
就是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
校的前身。

1933 年 3 月 13 日，中共
中央局集中了中央苏区的党、
团、政府、工会的力量，创办了
一个大规模的苏维埃党校——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址开
始在瑞金叶坪洋溪村，很快迁
至瑞金沙洲坝大埠村黄竹堪
下，最后迁至云石山田心村。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被正式确
认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

举行成立大会

从 1933 年 3 月 至 1934
年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先后有
3位校长：任弼时、张闻天和
李维汉。党校共分3个班：苏
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团苏
维埃和工会训练班、高级训
练班。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的课程，主要是学习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与
政府各项建设的理论、经验以
及工人运动等。不同班次课
程不一样，总计课程的科目达
10余门之多，如党的建设、军
事斗争理论与经验、工人运
动、西方革命史、地理等。

1933 年 3 月 13 日下午 1
时，全体学员及各相关代表齐
集学校礼堂，举行了庄严的开
学典礼。少共中央局、中央政
府与全总执行局代表均有重
要演说，最后由校长训词，学
员答词后即宣布散会。当晚，
学校举行晚会，工农剧社表演
歌舞、新剧等，节目均极精彩，

博得观众热烈掌声和喝彩，直
至11时，始尽兴而散。

编入“红章纵队”

党校即办，校内各项事务
纷纷启动，气象不凡。学校很
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和国家职工工会支部。学校
学术活动也很活跃，开学伊始
便于3月18日和4月9日举办
了2次演讲，主讲人分别是董
必武和张闻天。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期
间，虽然办学时间短，条件艰
苦，学校还开始自编教材，这
里举 2 本书为例：一是张闻
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
埃怎样工作》，该书由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出版；
另一本是以马克思共产主义
学校名义出版的《中国革命基
本问题》。这 2 本教材的编
写，反映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
校不仅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
也开始关注中国革命的具体
问题并注意提高干部的工作
能力。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马克思
共产主义学校的干部和小部
分学员向西突围到于都，编
入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的中央第二纵队即“红章纵

队 ”，夜 渡 贡
江，开始了艰苦
卓绝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马克
思共产主义学
校这一历史阶
段就自然结束
了。 谢煜桐

中央党校是怎样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