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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深刻指出：“搞

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析了社会

主义历史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

内”的科学论断，明确指出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



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理论的新发展。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

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

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

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

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

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

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

部。”随后，毛主席在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中，强调指出；“这次运动的

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指

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

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

为资产阶级专政。”并发出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一九七四年底，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重分析了“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

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毛主席的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

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他们的方法，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深入批判邓小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

底，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最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自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专政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变修的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不仅要警惕国内外阶

级敌人搞武装颠覆和侵略的一手，要警惕他们采用和平演变的一手，看到党内资

产阶级搞复辟的极大危险。只有清醒地看到走资派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的主要力量，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坚持同走资派作长期斗争，才能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一、怎样理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一)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就是说党内有资产阶级，不仅是一些分子或代理人，

而是作为阶级集团存在于党内。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为什

么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分析阶级要考察“各阶级的经济

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教导，对走资派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剖析，

揭露它的资产阶级本质。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是

执政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不仪决定党的性质。而且决定国家的性质和前途。党

内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集中代表了党内外

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成为

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袭。党内最大

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革命的政治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邓小平在



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伙同刘少奇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重新

工作以后，又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继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

线，大刮右倾翻案风，直到造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一切，使我们进

一步看清了邓小平这个党内走资派的反动本质。

党内走资派的政治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经济是基础，政治

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阶级的存在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相联系的。列宁

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

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走资派形式上既无土地，

又无工厂，似乎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实际上享有比资本家更大的支配生产资料和

消费资料的权力，代表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资派利用他们作了大官的

地位，运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强化和扩大存在于生产关系三

个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从而把他们篡夺到的权力变成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对

工农群众政治上的压迫权和经济上的剥削权，也就是把权力转化为资本。从现实

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单位或部门的领导权一旦被走资派所把持，他们就会

把人们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他们就会以合法和大量

非法的手段，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他们就会利

用职权支配属于国家或集体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只剩下一

个外壳，实际上变成了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走资派之所以是党内的资

产阶级，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吸工人、农民的血。

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同高岗斗，同彭德怀斗，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

小平斗，这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都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

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都是明确的阶级概念，

指的就是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于党内的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

小平这些党内资产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同工人

阶级和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二)党内走资派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为什么

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呢

党内有资产阶级，并不是说党外就没有资产阶级了，也不是说党内外有两个

独立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只有一个。既然党内走资派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一部

分，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呢?

这是因为：

第一，由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党外的资产阶级失掉了政权和生

产资料，名声很臭，力量日益削弱，要想“在公开的白色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

是没有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派，就成为整个资产

阶级的核心部分和主要力量，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第二，作为资产阶级的核心部分和主要力量的走资派，可以决定和代表整个

资产阶级。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苏联党内的走

资派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篡夺了党和同家的领导权，把第一个社会主义

围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就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了，资产阶级重新占

了统治地位。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时指出：“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刘少



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就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一切反抗

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较量

的挂帅人物。

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的核心部分和主要力量，既能决定整个资产阶级，又

能代表整个资产阶级，他们抛出修正主义纲领和路线，组织和指挥着整个资产阶

级的复辟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三)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会不会影响党的无产阶级

性质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不是两个阶级合二而一

的结果，而是阶级斗争必然引起的一分为二的表现。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

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

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统一体。这种

矛盾和斗争，同样表现在党内。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无产阶级政党作一分为二的

分析，才能正确认识党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会不会影响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毛主席指出：“事物的性

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判断一个党是马列

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不在于党内有没有资产阶级，最根本的，要看党的领导

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还是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要看在党内占统

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



我们的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

级司令部领导的党，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这是我们

党的本质和主流。尽管党内出现资产阶级，丝毫不影响我们党的性质，相反只有

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不断革资产阶级的命，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

质。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更加团结，更

加朝气蓬勃，更有战斗力。

但是，必须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

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如果我们丧失警惕，不对党内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让他们篡夺了领导权，修

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党的性质就会被改变。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

在斯大林逝世后，被党内的资产阶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篡夺丁领导权，

推行一条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变成了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就

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这伙昔日的党内资产阶级、今日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是不敢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只能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来自欺欺

人。因为，如果承认了这个事实，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

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灭亡。

毛主席指出：“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

确的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党有伟

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航程，有



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广大党员，不愧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不愧为

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我们敢于把党内资产阶级揭露出来，正说明我们党有

力量、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从而彻底战胜整个资产阶级。只要我

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下去，反修防修，把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党一定能够永葆革命的青春。

二、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

关系变化的产物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没有形成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当时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资产阶级的

核心和主要力量，它的司令部，它的主要政治代表，在党外而不在党内。党内虽

然也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他们是资产阶级和

其他剥削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但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只是资产阶级的

附庸、奴仆和小伙计，党内还没有形成资产阶级。

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必须有它产生的经济基础。在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专

政的统治下，中国共产党没有合法地位，长期处于武装斗争的环境中，在革命队

伍内部过的是军民一致、官兵平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因此，党内的机会主义

派别没有形成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那时，跑到共产党内找出路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是一个稳

固的阶级集团，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分化。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其中



不少人“开始认真地学习，学习马克恩主义，学习进行无产阶级的坚忍不拔的工

作，他们终于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来得

及或者没有本事从无产阶级政党那里学到任何东西”，他们“企图把自己的‘理论’，

自己的世界观即自己的狭隘观点强加于工人政党”。他们有的成了机会主义路线

的头子；有的害怕艰苦斗争当了革命队伍的逃兵；有的叛变自首公开投入敌人的

怀抱；有的作为党的同路人，随着革命洪流混过了民主革命关。

(二)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

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

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

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资产阶级正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

级斗争的重要特点，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关系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

一九四九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国家政权，我国进入了社会主

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

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带来阶级关系的根

本变化。阶级关系的大变动，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成为矛盾的

主要方面，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而资产阶级则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成为

矛盾的次要方面。阶级关系的这个变化必然对无产阶级政党产生深刻的影响，必

然引起党的状况发生变化。



第一，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变为走资派，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革命队伍

内部必然要发生分化。那些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大官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和

世界观，为了保护自己的、实员上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就要公开跳出来，反

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有些人为了追求升官发财的目的而混入党内。

这种人如不彻底改造，就会把党员的称号当做政治资本，谋取私利，搞资本主义，

成为党内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第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特别重视采取拉出去、打

进来的办法向我们党进攻。这种打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被拉出去的意志薄弱

者，也就成为党内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第四，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有了重要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资产

阶级法权，我们党又是执政党，如果那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世界观没有

得到改造，不能正确对待党和人民给予的地位、权力和待遇，他们就会利用自己

处于领导地位和掌握的权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代

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总之，由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党内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由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结起来的，具有

共同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和一定数量的阶级集团；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思



想上都彻头彻尾地资产阶级化了，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特征。他们就是党内的资

产阶级。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走资派就已经出现我们同党

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在各个领域逐步深入地展开了。在“三反”。五反”、生

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等重大斗争中，党外资产阶级还多少有些

力量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还能推出自己的头面人物，但已经出现了党内外资产

阶级互相呼应、互相勾结的错综复杂情况。我们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各个重大战役

的胜利，都是同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揭露党内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

活动，批判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分不开的。

经过两个阶级反复较量，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党外资产阶级，经济上失去了生

产资料，政治思想战线上屡遭失败，力量逐步削弱，想要公开聚集起来同无产阶

级全面较量来越困难了。于是他们就把颠攫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

主要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在这种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无产

阶级阳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党内，党内走资派

就越来越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首脑、核心部分和主要力量，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

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无产阶级同党内

走资派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不仅决定着党的性质，

而且决定着整个国家的性质和前途。

因此，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看到社会上资产阶级还存在，尤其要看

到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派。不懂得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抓不住社

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就会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三、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阶级根源、思

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产生资产阶级，决不是偶然的现象，有着深刻的阶级

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一)阶级根源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阶

级根源。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使各阶级的地位和

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但是，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旧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

子还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在不断地、大批地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

和土壤中产生。社会上新老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要以百倍增

长的仇恨向无产阶级进攻。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和阶级力量消长

的深刻变化，他们的名声已经很臭，没有号召力，越来越难以扯旗挂帅，同无产

阶级较量。他们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因为“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

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于是，他们便采用腐

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在党内寻找代理人。而无产阶级政

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必然有一部分革命意志薄弱的党员被他们所征服，特别是

党内那些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愿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资产阶级民主派正是他们最好的代理人。因此，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主要

力量和挂帅人物的走资派，就不断在党内出现。

党内走资派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

治要求，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也正是以社会上的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

地、富、反、坏、右为基础的。正如广大群众所说：“台上走资派是保护伞，台

下地主资产阶级是墙脚。”“党内走资派刮一阵妖风，社会上就掀起一层恶浪。”

我们只要看一看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何等的

欣喜若狂，而邓小平一经被揭露、被批判，他们又是那样地为他鸣冤叫屈，如丧

考妣，以至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就不难知道他们相依为命的

关系了。

(二)思想根源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思想根

源。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

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毛主席也指出：“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

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

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意识形态，在它

赖以产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改变以后，并不会自行消灭，特别是资产阶级和

其他剥削阶级还存在，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所以要清除旧意识形态

及其影响“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反动的孔孟之

道，阻碍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思想的传播，起着征服人心，破坏社会主义新

制度，腐蚀无产阶级和党组织的作用，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



此外，我国还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小生产的思想影响还有广泛的市场。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解放

后，小生产者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但是，他们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小生产的某

些固有特点，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小生产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仍然存在，

并“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有些出身于小资

产阶级的党员，往往也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带进党内来。这样，就会使一部

分党员变成新资产阶级分子。

(三)历史根源

民主革命时期涌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存在，是党内资

产阶级产生的重要历史根源。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到无产阶级政党内来，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在我们党内尤为突出。这些资产阶

级民主派的大多数，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

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他们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也是今天社会主义革

命的带头人。但是也有一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

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

主义者，只是程度不同地赞同我们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而没有接

受党的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他们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在紧急关头，有的成了叛

徒和逃兵，有的一再动摇，屡犯错误。如果说，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时期



与我们党还有“同路”的可能，还能为党和人民做出一些有益的事情，那么，到了

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就必然由革

命的“同路人”，变为革命的“对头人”，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毛主席指

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

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

的利益。”这一指示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怎样转化为走资派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对象、任务都有本质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因此，思想仍然停止在民主革命

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与社会主义革命格格不入。他们顽固坚持资产阶级

立场和世界观，一心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个“仙山琼阁”。他们反对革资产

阶级的命，特别反对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反对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反对批

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与广大工人、贫下中农的社

会主义革命大方向背道而驰，这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成为革命的

对象。邓小平就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活标本。他带着入股分红的思

想参加革命，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并没有触动，民主革命时，屡犯机会主义

的错误。他和彭德怀一唱一和，大念“自由、平等、博爱”经，梦寐以求的是他那

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他“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

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民主革命胜利后，高官厚禄都有了，他就不想前进

了，就要保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拚命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一旦社会

主义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他就要跳出来反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他追随

刘少奇参与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

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伙同刘少奇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剿无产阶级革



命派。重新工作以后，他旧病复发，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

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所有

这些都充分说明，像邓小平这类资产阶级民主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

观，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国际根源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影响的存在，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国际

根源。

毛主席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

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修正主义也是国

际性的。国际反动势力每日每时都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执政的共产党施加压力

和影响，他们与国内反动势力一样，指望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他们的代理人。苏修

叛徒集团不是吹捧林彪是“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吗?不是吹捧邓小平是

“真正的爱国者”吗?他们不是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的彻底失败而

感到痛心疾首吗?同样，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又总是向帝国主义，特别是向社会

帝国主义摇尾乞怜，寻求国际反动势力的保护和支持。他们的复辟活动总是同国

际反动势力的反华反共相呼应的。

四、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

(一)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重要经济

基础



我们要搞清楚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为什么会产生资产阶级，不仅要分析阶级根源和

思想根源，更重要的还要分析它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定阶级的

产生和存在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相联系的。走资派作为党内的资产阶级，

它的产生和存在也是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关系的。这个经济关系不是别的，就是社

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党内外

新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

一九七四年底，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

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

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

限制。”毛主席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联系起来，强调限

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

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继续革命的方向。在

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

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

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毛主席

还告诉我们，那些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大官，之所以反

对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毛主

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要害，

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产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以及政治思想根源。



(二)党内资产阶级是怎样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

产生的

在我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旧社会的“痕迹”，

存在着商品、货币、等级之类的花花世界。这对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是一

种强大的“物质刺激”，党内外新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在这种刺激下一批一批产生出

来的，而走资派则是他们当中能够提出纲领、路线的挂帅人物，是他们的总代表。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各个方面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情况以及走资派产生的过

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仍然是阶级关系。虽然劳动人民之间和革

命队伍内部初步建立起平等的同志式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但是，由于还存在

着三大差别，存在着旧的社会分工，存在着“分等级”的现象，在这方面，资产阶

级法权还严重存在。这种情况，就会使得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不愿意当

普通劳动者，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划等号，严重的甚至千方百计向上爬，追求“大

官”地位；对于已经作了“大官”并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人来说，他们就

会当官做老爷，把自己看成高踞于人民头上的贵族，把人民群众视为“群氓”，为

着“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压小官、

学生，压工农兵广大群众，把人们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变成统治与被统治、压迫

与被压迫的关系。这种人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也就是走资派，党内的资产阶级，

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

态中”。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就是典型。他们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拼

命维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等级特权。邓小平鼓吹的“台阶论”，就是这种货色。他



还一贯摆官架子，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对群众搞“管、卡、压”，竭力要把上下

级关系、干群关系搞成猫鼠关系，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复辟资本主义。

在分配方面，我们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按各人向社

会提供劳动的多少进行分配。这跟旧社会相比，是一个进步。但是，正如列宁指

出的：“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按劳

分配默认个人劳动能力是天然的特权，同时不考虑各人负担的不同，因此，存在

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情况，就会使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斤斤计较级

别待遇，追名逐利，严重的甚至不择手段，攫取国家财富，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

子。对于某些居于领导地位、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来说，他们就有

可能利用职权，强化和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采用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

段，聚敛财富，侵吞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这些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他们之所以对于缩小等级差别、

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那么反感，就是因为他们要保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

既得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还通过各种手段，穷奢

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还把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搬到政治生活

和党内生活中来。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就公然鼓吹读书做官、白专道路，“没

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那一套，妄图用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腐蚀群众，

腐蚀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

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方面，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建立了社

会主义公有制。但是，还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



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私有制，社会主义公

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

农业方面还很薄弱。无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

即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高度集中，不论全民所有还是集体所有的

单位、企业，都由国家或集体经济单位进行统一集中的领导，劳动人民就是通过

国家和各级领导，通过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行使他们对生产资料

的支配权、管理权以及对产品的分配权的。所以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推行

什么路线，直接决定着所有制的阶级性质。这种情况，就给一些坚持资产阶级立

场和世界观的领导人提供可能，他们只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物质刺激，利

润挂帅，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把支配属于国家或集体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

料的职权，变成为一小撮人谋取私利的特权，就可以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徒具

虚名的“外壳”，实际上成为一小撮人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样，无产阶级和

劳动人民就在实际上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这一小撮人则成为不折不扣

的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

集团，就是通过篡夺苏联党政大权，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社会主义公有制

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

由于存在着两种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货币交换。

尽管同旧社会相比，情况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它的基本属性并没有改变，商品

交换仍然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货币也仍然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有钱才能买

到东西，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马克思说：“既然货币就是一般财富，



当然谁占有越多的货币，谁便越富。”列宁也指出：“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

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这就

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情况的

存在，必然会引起一些人对商品货币的追求，少数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人就会

通过各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侵占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

和货币，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人的总

代表，就是在商品货币的刺激下产生的党内资产阶级。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随着

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在党内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是不可避免的。党内如邓

小平一类死抱着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不放的人，他们把参加革命当作“投资”、

获取“利润”的途径，把执政当作做官、享受特权的手段，把人民给的物质待遇看

成理所应得的东西，甚至不择手段谋取私利，把权力变为“资本”。他们地位越高，

权力越大，就越贪婪，越凶狠，就必然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批判和限制资

产阶级法权，就必然搞修正主义，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同

样生活于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什么有的人堕落成为新的资产

阶级、走资派，而大多数人却能坚持继续革命呢?这里关键在于内因，在于用什

么样的世界观、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来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法权。所以，我们在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要十分注意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改

造世界观，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边，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完全彻底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两条路线斗

争的焦点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尖锐地指出：

“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就告诉我们，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只要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可

以在不改变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战胜党内资产阶级并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我

们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产

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最后安身立命之

所，是党内走资派的命根子，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然会遭到走资派及其所代

表的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拚命反抗。“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

法权他们有反感”。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

扩大，这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

搞政变，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和鼓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拉拢

和煽动一些人跟着他走。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指挥炮制了《关于加快工业发

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一系

列文件和文章，其要害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只要走资派还在

走，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我们要实行两个“最

彻底的决裂”，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同扩大

资产阶级法权的走资派作坚决斗争。

五、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和活动规律



研究和掌握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对于我们更好地识别走资派，进一步

揭露走资派的阶级本质，认清他们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

险，以及更有力地开展对他们的斗争，是很有必要的。

(一)走资派的特点

走资派作为资产阶级，必然具有资产阶级的一般特征和反动本质，这是毫无

疑义的。但是，由于他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处于被消灭过程中的

资产阶级，因而具有大搞复辟倒退和反攻倒算的反动性；同时，他们作为整个资

产阶级的核心和主要力量而存在于共产党内，又必然具有区别于党外资产阶级的

特点。

那么，党内资产阶级有哪些特点呢?根据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这个科学概念，我们体会，主要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走资派是“当权的党内资产阶级，比党外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走资派，特别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可以假借党的名义，制定修正主义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党和政府

的系统强制推行，因而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党外的资产阶级更凶、更厉害、

更危险。他们窃取的权力越大危害性也就越大。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邓小

平伙同刘少奇，抛出停、缩、砍、整”的反动方针，一刀就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

社，这是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想做而做不到的，也是党内一股资产阶级分子所

做不到的。



第二、走资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比党外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他们有“共产党员”、“老革命“、“领导干部”等光荣称号，披着马列主义外衣

搞修正主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干资本主义勾当，因而能够暂时蒙蔽和欺骗一部

分不明真相，觉悟不高的人，跟着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这就要求我们认真

看书学习，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从政治路线上弄清走资派的资产阶

级本质。

第三、“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党内走资派最本质的特征。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

反对派、翻案派、复辟派，比党外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贪婪性和疯狂性。

走资派是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堆”上长出来的新毒草。他们的复辟活动

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得特别贪婪。反映在政治上，他

们愈“得志”，“权力”愈大，暴露出来的野心也就愈狂妄。他们妄图变无产阶级专

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混

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衰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

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耍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

级专政。”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就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直到搞

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邓小平也是这样，从大刮右倾翻案风，拼凑“还

乡团”，丧心病狂地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至造成象天安门广场

事件那样的反革命政治暴乱。



走资派的以上特点告诉我们，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

对象。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主要危险，抓住这个主要对象，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走

资派作斗争在当前，要集中火力，以鲜明的立场，高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深

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二)走资派的活动规律

走资派的活动规律，是由他们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

下面五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在政治上，他们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的纲领和路线，篡改党的基本路

线，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恩格斯指出：“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走资派，特别是党

内最大的走资派，其所以能把一切复辟势力集结起来，就是因为他们的纲领、路

线集中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愿望。如果按照

他们的一套搞下去，不仅要搞掉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且要搞掉民主革命的成

果。“三项指示为纲”，就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反

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邓小平妄图

把它作为今后长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纲”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为全面复辟资本

主义开辟道路。这个黑纲领一出笼，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便纷

纷出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因此，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人放火，无恶不作，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疯狂叫嚣

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妄图推出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这决不是偶然的。



第二、在思想上，他们宣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

鼓吹孔孟之道，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

走资派很懂得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大造反革命舆论，

妄图把人的思想搞乱，造成对他们有利的政治气候，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总是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捡来破烂同马克思主义相

对抗，同共产主义世界观相对抗，坚持用反动思想体系毒害人民。他们歪曲和攻

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是袭用老修正主义者的惯用伎俩，用唯心论反对口俘物

论，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对抗马克思

主义的阶级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用唯心史观代替唯物史观。由于走资派是腐

朽、没落的反动派，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因而制造和散布反革命政治谣言

就成了他们的惯用手段。“争夺思想阵地”，就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舆论准备。去

年夏李前后，正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奇谈怪论

盛行，总根子就是邓小半，是邓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邓小平躲在阴暗的角落，

煽风点火，造谣中伤，攻击诬蔑，挑拨离间，妄图以此蛊惑人心，制造混乱，攻

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但是，谣言毕竟不能变成事实，一旦真相大白，

人们就会更加看清谣言制造者的丑恶嘴脸。

第三、在组织上，他们招降纳叛，以我划线，结成死党，大搞分裂。为全面

复辟资本主义作组织准备。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搞修正主义，必然就要搞分裂主义．拉拢一部分人，排

斥和打击一部分人，竭力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都是

这样干的。“首先抓班子”，就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他反对毛主席关于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反对各级领导班子要实行老、中、青

三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他排斥、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

特别要把坚持继续革命的新干部打下去。另一方面，他对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

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怀备至，百般吹捧，把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

二要算帐的“隐士”、“逸民”抬出来，拼凑翻案复辟的“还乡团。老、中、青三结合

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组织保

证。邓小平把它看作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大障碍，处心积虑地加以破坏。这

是邓小平从组织上分裂党的一个突出表现。

第四、在经济上，他们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

名义的情况下，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际复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走资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

规律，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

实际上把社全主义生产关系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扩大人与人相互关系方

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把职权变成特权，当官作老爷，厌恶和鄙视劳动，高踞于群

众之上，对工农实行管、卡、压，使人们相互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变成压迫与被压

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他们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大搞“物质刺激”，

助长新的贫富分化，使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变成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他们这

样搞下去，会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实际上由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走资派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必然要拼命宣扬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反对从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些新生



事物统统砍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与反限制，实质

上就是革命和复辟的斗争。

第五、在策略上，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

辩证法就是如此。”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党内走资派惯用的反革命策略。邓小

平打着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的旗号，炮制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

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这同林彪“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

主席的力量”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还善于玩弄反革命权术。在形势对他们不刊时，就使用“暂栖身”的韬晦

之计，在风头上认输，表示“永不翻案”；而当形势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对自己有

利时，就扔下伪装，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无产阶级反扑过来，大搞反

攻倒算。

在斗争策略上，他们还会交替地使用和平演变和武装聚乱这两手，一般情况

下，他们“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搞倒退复辟，他们在

遭到失败而作绝望的垂死挣扎的时候，就狗急跳墙，公开跳出来煽动、划反革命

暴乱。因此，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丧失了

对他们的警惕。

认识和把握了走资派的达些活动规律，我们就能掌握斗争的主功权，当他们

刚一露头的时候就能及时识破，并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六、总结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九大”、“十大”，对于无

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经验，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认真学习这些经验，

懂得如何同走资派作斗争，对于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

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经验，我们体会，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和反

对修正主义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是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反修防修的锐利武器。推行修正

主义路线，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只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

剥去走资派的种种画皮，认清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及时识别他

们，同他们作坚决斗争。许多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能够及时识

别和抵制邓小平的修正主义

路线的事实充分说明，路线斗争是可知的，上当受骗是可以避免的，关键是

要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下功夫。我们要充分认识学习革命理论

的重要性，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重点学习无产

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着重搞清楚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深刻认识党内走资派的阶级实



质及其反动性、危险性和欺骗性，研究走资派怎样走和为什么还在走的问题，掌

握战胜走资派的方法，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主席倡导的革命学风。要在斗争中学，有的放矢地学，

紧密结合批判邓小平、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和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进行学

习。以学习推动批判，以批判促进学习。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真

正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可以使我们对邓小平这条修

正主义路线有一个深刻的全面的认识，把它批深批透；反过来，从理论上和实践

上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种种谬论，充分发挥这一反面教材的作

用，又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毛主席关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和

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我们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自觉性，

提高识别和反对修正主义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只有把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使亿万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把党内资产

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打得落花流水，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在关于理

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强调指出，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要使全国知道”。去年，

毛主席在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中又强调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就

告诉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到广大革命群众中去，就能坚持反修防修，保证我

们的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要深入地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看书学习运动，就必须加

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使专业理论队伍与工农兵业余理论队伍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理论队伍的作用。各地理论队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批判邓小平、反

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充分说明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队伍，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同走资派作长期斗争的

战略措施。

(二)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同走资派作针

锋相对的斗争

走资派手里有权特别是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修

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掌握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搞起复辟来是很凶的。他们

往往盗用党的名义，利用手中的权力，施展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诡计，围剿革

命派，镇压革命群众。因此，敢不敢起来同走资派作斗争，敢不敢反对修正主义

潮流，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严峻考验。毛主席教导我们：“反潮流是

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

时候，我们要出以公心，挺身而出，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

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敢于同走资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无私才能无

畏，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自觉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才能提高同

走资派作斗争的自觉性，增强斗争的勇气。

我们的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党，是坚决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同党内资

产阶级作斗争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坚持

毛主席革命路线，敢斗走资派、敢顶修正主义的革命者，必然要受到广大人民群

众的拥护。一切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派，尽管诡计多端，气势汹汹，嚣张一时，但

因手中无真理，背叛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旦阴谋败昭，就会彻底孤立，彻底

破产，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四大”武器揭露和批

判走资派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同走资

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尤其要放手发动和充

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有亿

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深刻指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

讲不行，耍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毛主席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拿到群众中，

直接依靠亿万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揭露混进党

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摧毁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他们的反革命修正

主义路线，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同走资派斗争的好形式和好经验。我们同走资

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

路线。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四大”武器，才能彻底清算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

义路线，肃清其流毒。

(四)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响

同走资派斗争，比起过去革命战争来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

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加上走资派又总

是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裂革命队伍，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的

大方向，这就更增加了斗争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百倍警惕，特别注意正

确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斗争



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走资派。当前，要集中火力批邓，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广

大革命干部和群众要顾大局，识大体，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对于一小撮走资派，我们要彻底揭发和批判，对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路线要批深批透，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清算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罪行。

走资派作为党内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是对抗性矛

盾，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党内资产阶级的本性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一样，是

不可改变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摄后消灭它。但是，对走资派个人的处理，

要持慎重态度，注意区别对待。走资派作为个人，除了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

走资派以外，一·般来说。犯走资派错误的人，经过党和群众的批判、教育，大

多数是可以改好的。怠资派个人只要在受到党和群众批判时，不坚持错误，愿意

作自我批评，真正悔改，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于那些愿意悔改的

人，我们党历来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予他们重新工作、改正错

误的机会。有的走资派在风头上认输，表示悔改，一旦重新工作又旧病复发，这

是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再次跳出来表演，我们就再次发动

群众进行批判和斗争。

(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无产阶

级先锋队作用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同走资派的斗争

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坚决按毛主席和党中

央的部署和方针、政策办事，才能取得胜利。

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毛主席指出：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

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一个能够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对于阶

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坚决同修正主义，特别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当修正主义潮流涌

来时，能够及时识破，坚决顶住，给以反击。在当前深入批邓、反出右倾翻案风

的斗争中，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前

列，经受锻炼和考验，要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积极带

领群众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领导要和群众站在一起，虚心向群众学

习，从群众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在斗争中加强党的思

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把党组织建设成同走资派战斗的坚强堡垒。

七、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整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

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出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阶级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越来越集中地表现

为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一)“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

长期作战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

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

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

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还存在，党内就会

不断出现走资派，即使老的走资派没有了，新的走资派还会不断产生出来，“走

资派还在走”就是长期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有多长，

走资派就会走多久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

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和特点。文化大革命以来，毛

主席多次告诫我们，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要提高警惕。最近，在反击右倾

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一百年后还耍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

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

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因此，我们对于同走资派的斗争，对于在无

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走资派作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总是要跳出来

搞复辟，同无产阶级较量，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同

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夺取胜利。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

亿人口，不斗行吗？！”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同党内走资派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的伟大胜利。正是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无产



阶级专政越来越巩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越来越深入人心。现在我们正

在深入进行批判邓小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同刘少奇和林彪修正

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我们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用马克

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现在邓小平虽然垮台了，但是，他

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在各条战线各个

领域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深入的批判，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

它批深批透，肃清它的影响和流毒．通过这一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将更加

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将更加蓬勃

地发展。

(二) 为逐步铲除走资派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而斗争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革命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

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

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同走

资派长期作战，不仅要在他们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够及时地识别他们，

揭露他们，把他们斗倒批臭；而且还要进一步挖他们的根子，逐步削弱和铲除走

资派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为此，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下的继续革命，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经济基础方面，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

有制，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不断解决好领导权问题，使领导权牢

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贫下中农手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断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并

逐步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要改造小生产，在农村深入进

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同

资本主义势力坚决作斗争；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大力扶植、

热情支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并且积极创造

条件，为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

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斗争。在上层建筑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工厂、农

村、机关、学校”，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不断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

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不断克服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打破重叠

的行政机构，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扫除官僚主义的恶习，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把

国家机关建设成为革命化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组织，防

止走资派利用人民给的权力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在群众中广泛、深入、持久地开

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

权思想，批判孔孟之道，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消灭产

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条件；要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

生革命以及各个文化领域的革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阵地，

“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防止走资派

利用思想文化阵地复辟资本主义。

(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我们在同走资派长期作战，逐步铲除走资派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的斗争中，必

然会遇到走资派及其所代表的整个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斗争会出现反复和曲

折。在我们面前偶然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经过反复较量，无产阶级彻底战

胜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是资产阶级暂时得势，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关键在路线。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

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列宁说：“使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精力增加十倍的一个

强大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危险的认识。“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复辟的危险

性，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领

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特别注意同党内

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一定能够防

止资本主义复辟，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那种认为“迟早要复辟”的“必修论”

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极其反动的。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们相信辩证法。“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

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新生战胜腐朽，革命战胜反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

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苏修

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苏联党变修、国

变色，这是历史的大倒退。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

和干部，是要革命的，他们一定会起来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重建无产

阶级专政。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专政，只不过是一个

插曲。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面看起来，有权有势，张

牙舞爪，好像很有力量，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产生在整个资产阶级已经

腐朽没落的时代，他们的反动性、疯狂性，不过是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表现。“古



道、西风、瘦马”，正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形象。他们刮着资产阶级的“西风”，骑

着复辟倒退的“瘦马”，去走资本主义的“古道”，这完全是倒行逆施，违背历史发

展的客观规律，违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他们一无真理、

二无群众，因而是极端虚弱的、孤立的。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只纸老虎。

十年来，我们同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重大斗争，都充分说明党内资产阶级是

十分虚弱的。这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更加坚定了我们战胜走资派的信心。尽管斗

争中会出现曲折和反复，但是，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早

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只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会

不断取得胜利，共产主义就一定会实现。

八、毛主席的科学论断对马列主义的重

大发展

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

发展。为了理解毛主席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是怎样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需

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马克恩、恩格斯、列宁，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关资产阶级问

题的论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在人类历史

上，第一次科学地分析了资产阶级。他们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研究了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创造了剩余价值理

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提出了关于自由资产阶级的科学论断。思格斯



说：“资产阶级是指古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在分

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

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

的历史使命是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组织与领导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第二，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同社会上资产阶级的关系，揭

露了它的阶级实质、反动作用和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蒲鲁东、拉

萨尔、巴枯宁等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

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因为资产阶级的渗透、腐蚀和收买，在党内必

然会产生机会主义派别；这些派别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

级分子组成的；他们“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企图先夺

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他们是

资产阶级的附庸、小伙计，是“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

当时，只有英国一国的资产阶级具有垄断地位，可以从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

分，收买本国工人，造成工人贵族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洞察

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尖锐地揭露了混入第一国际内部的“被中产阶级收买了

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是少数工人贵

族的组织”。

第三，预见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无产阶

级专政的国家机构内部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可能性。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的历



史经验时，特别指出：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追

求自己特殊的利益”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在同伯恩斯坦、考茨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

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光辉思想。列宁的新贡献主要是：

第一，剖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关于垄断资产阶级的科学论断。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寄生或腐朽的、垂死的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腐朽的、没落的、溃烂的、反

动的阶级。”列宁正确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

矛盾，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直接实

践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科学结论，领导俄国人民

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二，总结了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第二圈际各国党内的机

会主义者是“按资产阶级精神而不是按无产阶级精神指导党的全部工作的资产阶

级”，“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

列宁认为，从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英国工联式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

现在“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列宁分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

和典型的现象”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根源。他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垂死

挣扎的垄断资产阶级，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

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



去”，因此竭力到党内来找代理人；同时，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来

收买、扶植工人贵族阶层，“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

济基础。”列宁还指出：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在接受

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自己筑一个安乐窝。“如果按

照他们的世界观来改造党，党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掩护物，或走向资产阶

级独裁的阶梯”。

列宁认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从属于垄断资产阶级

的，他们只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奴仆、帮凶和看门狗。

第三，分析了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我国

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

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老的地主、资产阶级并没有绝迹，“他们的残余

分子则隐藏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中间”，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土壤上，新

的资产阶级正在从小生产中、工人阶级队伍中、苏维埃职员中产生出来；存在着

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在整个资产阶级的复

辟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列宁在反对托洛茨基、

布哈林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阶级斗

争的新动向，及时指出：“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方

法的特点。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卫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

了，所以他们竭力利用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象是

最拥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如果让孟什维



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让他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这

样的苏维埃中央机关里占一个相当大的数目，那末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

的。”

列宁没有来得及解决苏联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就去世了。一九五三年，斯大

林逝世不久，隐藏在苏联党内的资产阶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发动了反

革命政变，使列宁亲自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蜕变成资产阶级法西斯党，使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党内的资产阶级高岗、彭德怀、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地跳出来，也想步赫鲁晓夫的后尘，颠覆无

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伟大斗争中，总结了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

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

学论断。毛主席这个科学论断和一系列有关重要指示，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革

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

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第一，毛主席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提出

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资产阶级的科学论断。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

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

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是整个



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核心部分和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

矛盾集中表现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

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

第二，毛主席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资产阶级产生、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

治思想根源。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

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

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

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这就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既是社会上新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也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重要经济基础，“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

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

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在分析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政治思想根源时，着重

指出那些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大宫们，如果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保护大官们的利

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就必然变成走资派，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毛主席揭示

了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根源，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改造世界观提到了

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

第三，毛主席总结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提出

了“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阶级斗争和路线

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尖锐性，教导我们要善于识别走资派，树立长

期作战的思想。



第四，毛主席指明了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矛盾，是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

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

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对党内资产阶级作了深刻的分析，而且在实践上领导我

们同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

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和亿万革命群众同党内资产阶级

的斗争。这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开辟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最终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建设社会主义，

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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