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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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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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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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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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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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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决定圃家的性质和前途。党内走资派最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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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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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则是经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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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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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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开的白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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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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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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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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较超的挂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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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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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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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内存在资产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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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党是马列主义的还是修正 

土义的，不在于党内有没有资产阶级，最恨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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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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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他们篡夺丁领导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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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赫鲁晓大、勃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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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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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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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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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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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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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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一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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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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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畦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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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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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取私干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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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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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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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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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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谴逐步削弱，想要公歼聚集起来 死J 阶级仝7直j较一 一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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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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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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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酋JjIjf、核心部分和主要力*，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成为 

社会主义革命的正， 划。袋。无产阶级同党内止资派的斗争，码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 义 

路线的斗争，不仅决定膏党的性质，而且决定着整个同家的性匝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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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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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上。 

三、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阶级根源、 

恩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在社会主义时期，党 内产生资产 阶擞，决不是偶然的现象，有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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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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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发生丁恨；4二变化， 厄产阶圾成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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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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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_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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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消长的深刻变化，他们的名声已经很臭，没有号召 

／J，越来越难以扯旗挂帅，l司无产阶级较餐。他们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因为 

“由工人运动内部的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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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便采嘲孵让侵袭，分 }匕坛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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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必然有一邸分革命意志薄弱的党员被他们所征服，特 

别是党内那 坚持资产阶级比土心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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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好的代理人。因此，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主要力量和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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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人物的走资派，就不断在党内l出现。 

范内走资派推行的修止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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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为塔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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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是那样地为他呜冤叫屈，如丧考妣，以至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就 

，i 难知道他们相依为命的关系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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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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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魁，他们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小生产的某些同有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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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的重要历史根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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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树立了无产愉级的立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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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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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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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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着入殴分红的思想参加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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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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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缎 产 生 的 国 际 根 

毛主席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手帝国主义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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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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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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币交换，这些跟旧社 

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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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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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情况以及走资派产生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繁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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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着旧的社会分二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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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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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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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f三小官、学生，雎工农兵， 大群众，把人们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成 

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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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脯高临下，盛气凌人，对群众搞“管、卡、压”，竭力要把上下级关系、干群关 

系搞成猫敝关系，， 人』j人的相互关系上复辟资本主义。 

在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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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几{：I=会相比，是一个进步。但是，止如列宁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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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因此，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情 

况，就会使一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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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取刚家财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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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就是这样的典型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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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5么反感，就是因为他们要保护修正主义大官们 

的既得利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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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邓小平面：新 作以后，就公然鼓吹读书做官、自专道路，“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 

劳有疲劳”那⋯套 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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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建 丁社会主义 

公有制。f 是，还必 番圳，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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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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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两种昕有制，全民所 制在作为圈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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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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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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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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理权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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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决定若所有制的 

阶级性质。这种情况，就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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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社会主义的汁划经济，把支配属 

于国家或集体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职权，变成为一小揪人 私刷的特权，就可以 

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徒具虚名的“外壳”，实际上成为一小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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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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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制，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 

由于存在着两种所 ‘制，造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 ．货币趸换。尽管 

同旧社会相比，情况已不完全相同，但是 它的基本 晡性并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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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能买到东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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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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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闻家和集体的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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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商品货币的剌激下产生的党内资产阶级。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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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一尖死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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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玳“利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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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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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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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一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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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资本主义复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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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法衩问题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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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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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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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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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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于[ 邓，把反击右 

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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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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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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卜j‘期“各项_T作的 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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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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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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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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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j 

唯心史观代替唯物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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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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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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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造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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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拼凑资产阶级州令部。从刘少奇、林彪到邓，J、平．部是这样干的。“ ‘ 

先抓班子”，就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他反对毛：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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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f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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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般吹捧，把那些对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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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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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邶小平 扶组织上分裂党的一个突出表现。 

第四 在经济上，他们强化和扩火资产阶级法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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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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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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的一个重要 规律， 

就是利用手 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强化和扩火 产阶级法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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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资产阶级 法 权， 

把职权变成特权，当官作老爷，厌恶和鄙视劳动，尚踞于群众之上，对 I 农实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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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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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反革命两画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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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革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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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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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们“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摘复坼倒进； j他们在遭到欠败 

而作绝望的垂死挣扎的时候，就狗急跳墙，公开跳出来煽动、策划反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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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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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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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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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反击右倾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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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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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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能剥去走资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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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不变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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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起复辟来是很凶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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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唆考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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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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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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走资 派。当 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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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j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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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批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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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日|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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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走资派韵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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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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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盼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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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争，当修jE主义潮流游来时，能够及时识破，坚决顶住，给以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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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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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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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解放以 

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同党内迮资派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粉碎 l『他们 

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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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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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逐步铲除走资派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而斗争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牲 ． 盘斗 并没有结束，革命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的最 

终 日的是要彻底消灭资产阶 那一}丌剁削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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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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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同走资派长期作战．不仪要在他们 

产生 出求或正存产生的时 能够及时地识别他们。揭始他们，把他们斗倒批奥；忻且还 

要进一步挖他们的根予 墟步j 蹦 jj椰铲除走资派产生的=匕壤和条件。为此。我们必 · 

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 々歧 I 的继续革命，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 Ⅱif；已 

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城 

在经济基础方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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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位，不断解决好领导权问题，使领导仅牢牢掌握在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贫下中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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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步创造条仆，
．  终实现： 

产j三义的全 民所有制；要嫂造小生产，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水l丰 

义的自发倾 向，依：： 贫下I1l农 吲结中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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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大差别，人力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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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积极刨造条件，为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杈，消灭三火差别，“造 

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斗争。 

在上层建筑方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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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文化 

犬革命一不断改革一切不适 于仕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不断克服国家制度中 

泉 与环节上的缺陷，打破重 的行政机构，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 督， 持干部参 

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除 一．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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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机关建设成为革命化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为广大人民群众谍利砬 

的组织-防止走资派利用人民给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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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孔盂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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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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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实行金面的专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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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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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j ：听 ℃暑 个资产阶级的 ； 狂眨扑，-"i 争会}}J理反僵和『{}1折。在我们嘶前 

， A 孙 ：： ·再是经过反笼较 ，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产阶缎，实现共产 

；． 一利；是资产阶级 时得势，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变为 现 实， 

谴柱踏 。一毫 席说：“思想上政fO~O~j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列宁说 “使我 

们的力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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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阶级站命j：咨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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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孑圳注 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 n掏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我们 

善：．-一 能够防J t-资本土义 孵 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那种认为 “迟早要复辟”的 

‘’

，Zl，：j-葩”址根本站不住脚的，t 极其反动的。 

无产阶级是=I：iJI=命的乐观主义者。我们相信辩证法。“新陈代谢是字宙间普遍的 永 远 

可抵抗的酒簿，”新 战 蜡朽。： 命战胜反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 

1 奉 ， i芝： 壶历 龙 的总趋掳 ，仆何人也改变不了。苏修叛徒柴团鲤夺了苏I 觉 

昀 似 椎衍修II| 芒义路线，使苏联党 修、国变色，这是历史的大倒逖。阻 

楚 们 决俏 ， 职j一 人民、广大的 范峨和f部，是要：革命的，他们一定会起 

翻 修叛徒集团旧反动麓 ，． 建尢产阶级专政。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米看，苏修叛 

， 钷阅的法西斯々 吱，只不过是一个插 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囊 开 术 杈有势，张牙蜒爪，好像微有力量，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产生 

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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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h l 。 j 吐、西风、 马”，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形象。他们刮着资产阶级的 “西 

腿”，骑精复辟倒退的“瘦马”，去走资本主义的“古道”，这完全是倒行逆施，违背历史发 

艇昀客观规律，违背无产阶级和j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他们一无真理、二无 

． { ． 而是 端嚏弱的、孤立的。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只纸老虎。十 年 来， 

川 司刘少． 嘭和邓／j、平的最大斗 ，翻5充分说明党内资产阶级是十分虚弱的。这 

一  一 次 f斗 ，史JJ{l坚定 r我们战胜走资派的信心。 管斗争中会出现曲折和反复， 

似，■ 詹胜剁一定 ；于 妃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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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撑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 

阶 革命路线。社会』三义： 业就一定会不断取得胜利，共产主义就一定会实现。 

／ 毛主席的科学论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 

芙予资产阶绥艟在i}L(j-e党内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 发 展。 

为 j 世  ̈ 霄 这个重火f副艟上，是怎样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l ，就需要简略地 顾 

一 l 马克j 譬、恩情斯、列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关资产阶级问题的论述和国际共产 

土 “l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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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 辩证法的宇宙规。 人类历史一h，第 
一

次科学地分析了资产阶级。他一们的主要贡献是： 

莉一，研究丁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绎济结构，创造 r剩余价值理论，揭 

露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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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恪斯说：“资产阶级 

是稻 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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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礼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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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力打碎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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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笫二，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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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东、拉萨尔、巴枯宁 

等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发羼，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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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这些派 

划：仃4：}l当一部分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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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的私小资产阶级的观念”，“企图先夺取这个组织的领辱衩，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 

鞔力图破坏这个组织”，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附川 、小伙计，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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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工人，造成工人贵族和 “资产阶级工人政党”。! 克愆剥 格斯洲寮这种阶级斗争 

怕新动向，尖锐地揭露了混入第一国际内部的“被审产阶级收买了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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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苇三 预见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出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 

旧 客机构内部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可能性。 惜斯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特 

别指出：要 “防止国家和国家祝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 

十九世纪术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聪到帝 主义阶段。列宁在新的历史条 件 下， 

在同伯慰斯坦、考茨基代表的 二嘲际机会主义的斗争 中，继承、捍卫和发蜒了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上述光辉思想。列宁的新负献主要： ： 

第一，剖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缸E，提出了：定于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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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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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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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点的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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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俄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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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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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从前马克思和恩挤斯所说的 阿=『_= 式的“资产阶缀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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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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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此竭力到党内来找代理人；旧 

时，各国的垄断资产 阶级用超额利润， 求收买、扶桃工人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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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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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参加节命的 的是“为自己筑～个安乐离。 

如果按照他们的世界观米改造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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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饥会主义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从脒于垄断资产阶级的，他 

们只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缀的代理人、奴仆、帮[xl和荷门狗。 

笫三，分析了十，】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 际协 ，叫确指 ：“玻围现在存在 

着新的资产阶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魁阶级斗争的锖求，淅是阶缀斗争在新形 

式下的继续；老灼地主、资产阶级并没有绝迹。“他们的残余分子则隐藏在体维埃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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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莆资本主义复聍的危险性。在这科I情况下，党 

内机会主义派别在绉个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中起着越米越大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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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敏锐地觉察锄这种阶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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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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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让盂什维克、改 良奎义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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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推 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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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夫、勃列日渑夫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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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圈家和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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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领导我困人民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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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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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这个 

科学论断和一系刑=1。关重要指示，进一步闸明了 社会主义革命的性厅 对 、任务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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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极大地丰宙和发喂了马列 } 义荚二『阶缉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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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社会主义革纬，不知道资产阶级 

在哪里，就在共产觉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揭示丫社会主义时期资本 

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米目党内锭， 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权派。走资派是咎个 

资产 阶级的挂帅人仞、核心 矗剐主要力量；屯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 中表 

现为党内--sj~摄走资本主义迫持的当权派同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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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埘象。指明J’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7=『r；47~ 务。 

第二，毛主脯揭示了 弛会一 义时期党内资产阶级产生、一 在的经济基础和政 tLt 

根源。毛主席指j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舞产阶级法权。 

我们 自己就是建凌了遮榉一个冒象，跟l墨社会羞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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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了，要保妒大亩们的利益。”这就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既是社 

会上新资产阶缎产生的土壤邗条件，也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重要经济基础，“这些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顿导人，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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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们，如果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儇护大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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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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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把无产阶级々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最终消 乏整个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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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