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

林彪、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一、毛主席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

部的垮台 

历史经验证明，国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总是和国际上的阶级

斗争和路线斗争相呼应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猖狂反华，

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以为复辟资

本主义的时机已到，利用我国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背信弃义，撕毁

合同，撤走专家所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

已经开始战胜了困难，于 1962 年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发展自由市

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三和一少”（对帝、修、反

要和，对世界革命支援要少）的对内对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少

奇叫嚷：“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邓

小平同刘少奇一唱一和，鼓吹“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黄猫黑

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与此同时，刘少奇重新抛出黑《修养》，再

一次故意删去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结论。大

肆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



“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替罢了官的彭德怀翻案。大造反革命舆

论，刮起一股右倾小台风，妄图改变党的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

辟资本主义。 

为了迎头痛击刘少奇一伙刮起的右倾机会主义妖风，粉碎国内外阶

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1962 年 9 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

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向

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提出了党在整个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

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

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

高蓄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

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

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

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

话（1662 年 9 月），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0 期。】党的基本路线，

科学地阐明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明

确指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任务，规定了党的总政策，体现

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条基本路线是毛主席对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度概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

大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指导各项工作的灯塔。离开了它，

就要犯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中

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新的进攻，揭开了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3 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

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3 年 5 月，党中央

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主持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

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

路线、方针、政策。毛主席亲自为这个决定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

里来的？》一段极其重要的指示，精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

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毛主席针对地主资产阶级反

攻倒算、拉拢腐蚀干部等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向全党发出警告，如

果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忘记党的基本路线，“那就不要

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

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

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

的情景啊！”【毛主席：《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8



年 5 月 9 日），转引自 1964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城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迅

速地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煞住了刘少奇刮起的“单干风”，广大干部和

群众受到了深刻教育。在社教过程中，充满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

一伙跳了出来，抛出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公开

攻击毛主席提倡的对社会情况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过时”了。他们竭力

掩盖阶级矛盾，用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

奇谈怪论，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党的基本路线，妄图把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斜路。1964 年底，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

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

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明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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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自《农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 年 1 月 14 日），《红旗》

杂志 1967 年第 10 期。】同时，毛主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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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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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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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1976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关于社



教运动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指

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1965 年 11 月，毛主席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

芒直指刘少奇控制的修正主义巢穴旧北京市委。刘少奇一伙慌了手脚，

在 1966 年急忙抛出反动的《二月提纲》，妄图扑灭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斗争的事实充分暴露了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搜罗了一帮叛徒、特务、走

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

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

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在赫鲁晓夫上台后，他们加紧勾结苏修，反华、反共、反人民。 

1966 年 5 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党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批判

和撤销了反革命的《二月提纲》，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

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毛主席在《通知》

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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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全党要警惕“例如赫鲁晓

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1966 年 8 月，党中央召开

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主持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



《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揭开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

次接见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的大字报象

燎原烈火，万炮齐轰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广大群众性的大鸣、大放、

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荡涤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

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 

    毛主席在 1967 年 2 月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

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

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

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转引自 1969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

报》。】现在找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亿万群众用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

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

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

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

主席语录。转引自 1968 年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它的目的，是要粉碎资

产阶级司令部的猖狂进攻，夺回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

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正如毛主席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1968 年 10

月 31 日《人民日报》。】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 1967 年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 1968 年 9 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整个

过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复的较量，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

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

的那一部分权力。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

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

利。1968 年 10 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

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清

算了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宣告了刘少奇资产阶级

司令部的彻底垮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根据毛主席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转引自 1968 年 8 月 21 日《人

民日报》。】的指示，为了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全

国城乡各级单位根据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进一步深

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进行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



的规章制度，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土山下乡，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

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开展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工

农业战线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1969 年 4 月，毛主席

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根据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综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

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大会选举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期间，毛主席为党制定了“团结

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明确指

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

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转引自 1969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在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去迎接新的战斗。 

二、林彪反革命政变的破产，全国批林批孔运动的蓬勃开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无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斗争，不是经过一次两次较量就能解决。刘少奇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垮台，党的九大的召开，并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结

束，而是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继续深入。1966 年，在这次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

定，非跳出来不可。”【转引自 1969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报》。】这是阶级

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1968 年 10 月，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

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又一次告诫全党：“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

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

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在

九大期间，毛主席又指出：“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转引自周

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 年 8 月 24 日）。】毛

主席的这些科学预言，又一次为我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事实所证明。 

    我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同以林彪为头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全国解放以来又一次无产阶

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

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中国共产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经营了几

十年。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林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怀疑“红

旗打得多久”，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信，批判了林

彪的右倾悲观情绪和流寇思想。林彪狂热鼓吹王明路线，抛出《论短促

突击》黑文。在长征途中，林彪伙同彭德怀分裂红军，妄图篡夺毛主席

的领导权。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无耻地吹捧蒋介石，鼓吹“国共合并”，

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对抗毛主席关于辽沈



战役的指示，伙同彭真在东北搞独立王国。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反对毛

主席的战略决策，害怕美帝国主义。事实证明，林彪混入革命队伍后，

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犯右

倾错误，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要同一切

私有制和传统的旧观念进行彻底决裂的时候，当着国际阶级斗争尖锐激

烈的时候，蓄谋已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

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进

行较量。在国际，他勾结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他拉山头，搞宗派，

结死党，拼凑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当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林

彪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透露了他处心

积虑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这时毛主席已经看出林彪不讲马列主义，不

讲阶级斗争，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专讲宫廷政变。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

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操纵“5.16”

阴谋集团，煽动派性，制造武斗，反党乱军，唯恐天下不乱，极力破坏

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党的九大前后一段时间，林彪反党集团又进行了

一系列破坏活动。他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认为九大以后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



搞什么“民富国强”。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

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这个

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林彪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

暗中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

在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加紧进行阴谋活动。这个不读书，

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这时躲在阴暗

的角落里，乞求孔老二的亡灵，把孔孟之道收集起来，作为颠覆无产阶

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他和死党反复挥舞“克己复礼”

的破旗，迫不及待地把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1970 年 8 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反党集团发动

反革命政变。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大

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

发动进攻。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他们的理论纲领是唯

心主义先验论的“天才论”。他们公开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

的原定议程。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妄图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

高权力。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粉碎了林彪一伙发动的这次反革命政变。

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驳斥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

批判了林彪一伙宣扬的“天才论”，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进一步论述了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主席号



召全党，必须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林彪一类骗子划清界限，不要

上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那样一些人的当。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发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转

引自 1971 年 4 月 9 日《人民日报》。】的伟大号召，领导全党以马克思主义

为武器，进行批修整风运动，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毛

主席教育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

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转引自 1972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

这是毛主席总结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提出来的三项基本原则，为我们指出了划

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证明，凡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很难挽

救的。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对林

彪等人进行了再三的挽救和教育，但是，林彪一伙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变本加厉地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于 1971 年 3

月炮制《“571 工程”纪要》。这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对伟

大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无

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充分暴露了林彪一伙法

西斯分子的狰狞面目。1971 年 9 月 8 日，林彪竟然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但是，当他们把反革命武装政变

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这一帮法西斯匪徒也就陷入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



地网。林彪一伙阴谋失败后，9 月 13 日私乘飞机，枪惶出逃，投奔苏修，

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

内外敌人的沉重打击。早在 1967 年 1 月 13 日，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

列日涅夫就疯狂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

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

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林彪反

党集团适应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继续推行刘少奇投降苏修的路线。

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571 工程”纪要》中，他们叫嚷要与苏修“秘密谈

判”，要依靠苏修的“核保护伞”。林彪这个“超级间谍”，梦想做苏修卵翼

下的儿皇帝。当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投奔苏修摔死后，勃列

日涅夫又亲自跑到中苏边境活动，大叹“可惜，可惜！”这就又一次说明，

党内的路线斗争，总是和国际上的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国内的修正主

义总是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串通一气。从王明、刘少奇到林彪都是投靠

苏修，苏修又总是妄图通过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推行他们的殖民

主义政策。 

    事实说明，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

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

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使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梦想打倒无产阶级，颠



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

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

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

华反共反革命。 

历史经验证明，一切搞分裂、搞阴谋的野心家，没有一个不失败的。

正如毛主席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

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 年 8 月 24 日）。】这是因为他们违背广大人民的利

益，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党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

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

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的更加发

展和壮大了。这就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党。 

    1973 年 8 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这次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朝气蓬勃的大会。大会根据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

举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大会愤怒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

行。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

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的党籍。大会总结了我党十次



路线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丰富经验，特别是粉碎林

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

方向和任务。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继续深入批林整风运动，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十大以后，批林整风运动继续发展。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

下，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普及、深入、持久

地蓬勃开展。 

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以及机会主

义作斗争的同时，反复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毛主席在

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又一次指出：“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

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毛主席，

《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

义高潮》（中册）第 476 页。】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

称杰出的法家代表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驳斥了林彪尊孔反法，

咒骂秦始皇的反动谬论，教育全党批判尊儒反法的思想。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

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路线同坚持和发展封建制

的路线之间两条路线斗争。二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继续

到现在，影响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虽然这种斗争在各个不同的历



史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有各个时期的特点，但始终贯穿着革新与守

旧、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在

不同程度上都是尊法反儒的。相反，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

开历史倒车，无不尊儒反法。在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同历史上的

反动派一样，也都是尊儒反法的。叛徒林彪攻击法家是“罚家”，攻击秦

始皇“焚书坑儒”，诬蔑王安石是“拗相公”。他竭力吹捧儒家，要大家“都

学董仲舒”，学朱熹的“待人哲学”。他指使一些人到处收集孔孟言论，分

类摘抄，搞了四书集句，写了许多条幅。他尊儒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他反法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林彪效法孔子“克已复礼”，疯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从 1969 年 10 月到 1970 年 1 月，两个多月的

时间里，就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把“克己

复礼”，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

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他“复礼”的政治纲领，就是坚持设

国家主席，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

叫嚷“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未遂的

反革命政变。接着，炮制《“571 工程”纪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

实充分说明，林彪“复礼”的首要目标，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想

当皇帝，妄图“名正言顺”地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

辟资本主义。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梦想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



朝。他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狂叫要对无

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把已被革命人民打倒

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所

以，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投降卖国的极右地修正主义路

线。它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

辟的愿望。 

林彪乞灵于孔孟反动哲学，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用唯心论的

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用谣言和诡辩冒充马克思主义。他自比“天

马”，以“至贵”、“超人”自居，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把自己吹捧

为天生的最高统治者。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把自己吹捧为

上等人，是“英雄”；把劳动人民诬蔑为下等人，“群氓”，只会“恭喜发财”，

只能想“油盐酱醋柴”，妄图把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挂在他们的“功劳簿”

上。林彪宣扬儒家的“德”、“仁义”、“忠恕”，鼓吹反动阶级的人性论，

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恶毒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妄图实行林家封建法西斯的“王政”。林彪鼓吹孔孟“中庸之道”“合理”，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他用中庸之道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

图投降苏修，变中国为苏修的殖民地。他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维护

资本主义旧秩序，阻挡奔腾前进的革命洪流。 



    林彪乞灵于孔孟之道，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林彪是混

进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所代表的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

产儿，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时期，林彪一伙代表被

打倒的资产阶级进行复辟，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

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思想上也只能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糟粕

中寻找理论武器，而孔孟之道正是这种最好的反动武器。孔孟之道既是

复辟之道，又是卖国之道，尊孔和卖国总是连在一起的。林彪既是当代

最大的尊孔派，又是最大的卖国贼，这是由他所代表的封建买办资产阶

级的本性所决定的。 

近代以来，每次尊孔思潮的泛起，都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我们批判

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国际上意识形态

领域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苏修的报社、电台、通讯社、出版社等宣传

机器一齐开动，恶毒诽谤我国人民这场伟大的斗争是什么毁坏“文化珍

品”，“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等等。莫斯科的叛徒们对中国的孔孟之

道如此津津乐道，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鲁迅曾经说过，洋大人崇奉孔

老二的目的，是为了“灭中国”。苏修新沙皇捡起孔孟这个“文化珍品”，

就是想用它作为侵略中国的“敲门砖”，使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苏修

所说的“国际主义力量”，就是代表帝、修、反利益的反革命复辟的力量，

是指林彪这伙“超级间谍”。批林批孔运动把这股反动力量彻底扫进历史



垃圾堆，触到了苏修的痛处，当然使他们暴跳如雷。苏修一面大演尊孔

丑剧，一面恶毒诽谤法家。他们反对商鞅提出的“不法古，不修今”的战

斗口号，兜售儒家“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说，用儒家复古倒退的反

动历史观，反对法家的进步历史观。他们攻击法家“以战去战”，“以刑去

刑”的政治主张，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革命的暴力。他们恶毒咒骂

秦始皇为“暴君”、“历史上极端残忍的皇帝”，同林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是执“秦始皇之法”一鼻孔出气。这就彻底暴露了苏修尊儒为了侵华，反

法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嘴脸。 

事实充分说明，我国这场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

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

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它对于揭露林彪修

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

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 

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

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各行各业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

前巩固。全国人民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转引自《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3 期。】的英雄气概，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

没有结束。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至最后消灭阶级，还需要

很长的时间，还要作巨大的努力。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能不能始

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关系到我国的前途和命运。现实的阶级斗争要求

我们进一步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

具体实践，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74 年底向全国人民发出

了学习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精辟的论

述，分析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指明

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大战斗任务，指出了全国人民学习和

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的指示是对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引下，

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 

（一）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全面专政。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这里

深刻地指出了弄清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问题的极端重要

性。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历来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

主义斗争的焦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弄清这个问题，



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在理论上从

来就是模糊不清，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搞不清楚，以至在与拉萨尔派合

并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使爱森纳赫派实际上变成了拉萨尔派。第二

国际的考茨基，在恩格斯的帮助教育下，曾经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但他

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弄不清楚，在对待法国米勒兰入阁问题

上采取“中派”的立场。以后由中派变成了右派，疯狂反对十月革命，反

对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普列汉诺夫早期曾经在俄国传

播马克思主义，与民粹派做过斗争。但他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

问题上犯了错误。在 1903 年，他不主张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入党的

纲领。在 1905 年革命后，便变成了取消派，与孟什维克同流合污去了。

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时代，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了无产阶

级专政。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在 1936 年便过早

地宣布苏联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否认苏联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只是对外防御帝国主义。后来，赫鲁晓夫就代

表新的和老的资产阶级分子上台，改变党的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

产阶级专政。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如果对无产阶

级专政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

前途，不懂得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不懂得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党和

国家就会变修正主义。所以，弄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全党全军



全国人民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只是少数人搞清楚还不行，一定“要使

全国知道”。 

（二）对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以限制。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

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制度差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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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了。”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3 期。】毛主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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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转引自《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3 期。】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

土壤，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林彪一类反党集团的经济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对它加以限制，逐步铲除他们复辟的土壤，否则，资

本主义复辟很容易。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上所有制变更了，建立了社会

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工人、贫下中农和其

他劳动人民由过去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变为新社会的主人，人与人的

关系变更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改变了劳者不获，获

者不劳的现象。所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要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优

越得多。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在意识



形态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这些都是与旧社会完全不

同。 

    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有这些优越性，它毕竟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

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 12 页。】在社会主义社会仍

然存在着阶级矛盾、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还实行商品制度、货币

交换、工资制度等，这些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 

    在我国，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

公有制。但是，这种改造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

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它只是在已经变革的范围内取消了。这是因为，

在工、农、商业中，现在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

还存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差别，而且全民所有制在农业方面还

很薄弱。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

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的问题。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

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转引自《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4 期。】

所以，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在交换方面，我国实行的是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仍

然严重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实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呢？这

主要是由于存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在这两种不同的公有制之间，

不能无偿地调拨对方的产品，只能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实行等价交换，

才能促进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其次，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

的原则，国家要把个人消费品分配给职工，在产品还不十分丰富的情况

下，不能采取直接分配产品的形式，因为职工需要是多方面的，必须借

助商品货币的形式进行分配。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

产在性质上不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现的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关系，

它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现的是劳动者之间

的关系，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它是在国家计划下进行的，

克服了无政府状态，缩小了商品交换的范围，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许

多生产资料已不进入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但是，只要商

品生产存在，价值规律总是要发挥它的作用。在历史上，它曾经促使小

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曾经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因此，它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列宁在 1919 年说过：“现实向

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

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列宁：《俄共（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162 页。】由于价值规律的影响作用，

有些企业的领导人违背社会主义的企业路线，推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



实行利润挂帅，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在农村，有些队不坚

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而是以钱为纲，以副伤农。有些地方副

业单干，自留地商品化，发展资本主义。由于货币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

是一般等价物，只要有了货币，就可以买到任何商品，诱使一些人产生

发财致富的欲望。正如列宁所说：“货币是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

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列宁：《论粮食

税》，《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06 页。】有些人为了钱，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雇工剥削，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牟取暴利，成为暴发户。 

在分配方面，我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以

劳动作为分配的尺度，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实现了等量劳动等价交换

的平等权利。但是，马克思说：“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

产阶级的法权”。【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 13 页。】因为“这种平等的权

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

13 页。】有的人劳动能力强些，有的人劳动能力弱些；有的家庭人口少，

有的家庭人口多。所以，按劳分配原则对不同的劳动者来说，仍然存在

着事实上的不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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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

社会主义的工资与资本主义的工资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它体现



着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工资，是社会主义国家借助货币

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一种形式。但是，它承认等级差别，存在事实上

的不平等。在按劳分配中保存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可避免的，它与社会主

义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思想觉悟、三大差别的存在分不开。我们必

须看到在分配方面既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有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如果对工资差别不是采取逐步缩小的措施，而是加以扩大，对一小部分

人实行高薪，就会出现高薪阶层。如果片面强调按劳分配，不搞无产阶

级政治挂帅，就会变成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背离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向。

在集体经济中，如果分配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工分挂帅，造成社员收入

过分悬殊，出现两极分化，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生产关系中，首先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但同时也必

须承认分配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反作用。因此，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强

调政治挂帅，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限制资产阶

级法权，逐步缩小劳动者之间收入的差距。 

    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扩大，存在着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

马克思热情赞扬巴黎公社，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普通

工人工资的革命措施。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一次指出按劳分配仍

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列宁完全赞同马克思的主张，认为把国家公职人员

的薪金限制在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这是国家机关的根本性变革，同时

指出高薪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蚀作用。毛主席历来不主张对少数人实



行高薪制，而主张低薪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采取了许多限制资产阶

级法权的措施。几次降低高级干部工资，并相应提高低工资，取消大队

干部的工资制，实行工分加补贴；在部队取消了军衔，密切了官兵关系；

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但是，一小

撮党内走资派却害怕这些新生事物，极力赞美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邓

小平胡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

限制？”这是因为他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触犯了

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革命革到了这些人的头上，他们就要跳

出来反对。所以，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

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为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限制资产阶级

法权，才能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

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三）必须防止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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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

作风的。”【转引《红旗》杂志自 1975 年第 3 期。】这些从农民、工人、党

员、机关工作人员中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老的地主资产阶级，

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必须提防

这些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多次指出农民的两面性。农民作为劳动者，

它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愿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

农民作为私有者，它又是自发地倾向资本主义的，特别是一部分富裕农

民，总是想走个人发财致富的道路。在农业集体化以后，生产资料已经

不是私有了，农民已经由小生产者变为集体农民，但是，农民的两重性

还没有完全改变。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只是集体的，还没

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农民的经济地位与工人还有较大的差别；在农民

中，还保留自留地、家庭副业等私有制的残余；长期形成的小生产的私

有观念和习惯势力，不可能很快消除。列宁说：“旧的一代被清除了，

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

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

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

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275 页。】在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村中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非常激烈。有些人总是梦想走个人发财致富的道路，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些人甚至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干资本主义

的勾当。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不断的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国

广大农村开展的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是在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对于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倾向，限制资产

阶级法权，发展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一部分工人、党员、机关工作人员中为什么会发生资产阶级生活

作风呢?这主要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侵蚀，受小资产阶级习

惯势力的影响，以及孔孟之道的流毒。列宁在谈到工人受旧社会的影响

时说：“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

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

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列宁，《在全俄工

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403 页。】同时，由于无

产阶级胜利后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一部分工人、党员、机关工作人员

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在商品货币的引诱下，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头脑

里膨胀起来，贪污腐化，投机倒把，攫取大量社会财富，成为新生的资

产阶级分子，一般具有暴发户和两面派的特点。有些人争名于朝，争利

于市，利用种种特权，为非作歹，甚至比地主资产阶级还要厉害，成为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握了

一定的权力，挂着共产党员的称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

道路，千方百计妄图改变党的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社会上的阶

级敌人有更大的危险性。他们是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我们必

须时刻警惕这些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随时粉碎他们

的复辟活动。 

    为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

判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在毛



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全国人民认真读马列的书，紧密联系实际，深入调

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形成了一个大学马列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

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一支工农兵的理论队伍迅速成长壮

大起来。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出了评论

《水浒》的指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

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指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

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晃盖于一百 O 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

正主义，把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

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转引自 1975 年 9 月 4 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

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

面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我们党的历史都证明，凡是搞修正主

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因此，

毛主席的指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

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

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

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四、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正当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

候，1975 年 7、8、9 月，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刮起一股右倾

翻案风。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将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

搞上去两项指示，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平列起来，把三项指

示都作为各项工作的“纲”，从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

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及时觉察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

线错误，尖锐地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

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转引自 1976 年 2 月 24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还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

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

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

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

变。熄灭了吗?”【转引自 1976 年 4 月 6 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指示深

刻地批判了邓小平的错误，坚持和发展了我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实践。 

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阶级斗争

的新特点，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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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1976 年 3 月 10 日《人民日报》。】



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毛主席的指示为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续革命指明了方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反修防修，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 

    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大辩论之后，中国掀起的这场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创举。毛主席不仅在

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样一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大的

课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这次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在我党的历史上，将起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义。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

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践经

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党内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推行修正主义路

线，是党内走资派最重要的政治特征，他们总是要抛出反马克思主义的

纲领；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叛徒、特务，有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为走



资派；他们都是新老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的信徒；他们拉山头，搞宗派，

总是要搞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他们为了维护大官们的利益，总是竭力

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他们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总是拼命争夺

舆论阵地；他们的复辟活动，总是和国内外反动派紧密配合。我们和走

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必须充分认识和掌握他们的特点和活动规律，以

便战胜他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一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

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转引自 1971 年 12 月 1 日《人

民日报》。】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

政权。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

领导权，也要垮台。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充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由于路线正确，夺取

了政权；赫鲁晓夫的路线是错误的，虽然窃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也垮台了，

现在当权的勃列日涅夫也不会例外。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路线是错

误的，虽然篡夺了中央一部分领导权，也同样垮台了。毛主席为我们党

制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我们党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反复斗争的焦点，就是

坚持还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问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就能在无

产阶级专政下取得更夫的胜利。反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就会复辟资本

主义，使无产阶级的政权得而复失。 



    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

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转引自 1972 年 1 月 1 日《人

民日报》。】这是毛主席总结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经验

提出来的。这三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划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标准。

其中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

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

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所以，坚持三项基本原则，是每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做到的行动

准则。 

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转引自周恩来，《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373 年 8 月 24 日）。】反潮流就是反

对修正主义，反对错误路线。要坚持三项基本原则，要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就必须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在路线斗争中，往往一种倾向掩盖着

另一种倾向。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许多人跟着跑，只

有少数人顶住的事，常常发生。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着一

种错误倾向出现的时候，要出于公心，不怕孤立，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敢于坚持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敢于反潮流。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反潮流的光辉榜样。毛主席在我

们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是敢于反潮流，

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反潮流首先要识别什么是正确潮流，



什么是错误潮流。错误潮流往往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打着正确路线

的旗号，不易识别。必须借助马列主义这副望远镜和显微镜，认真看书

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弄通了，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

才能识别和抵制错误潮流。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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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中

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又一次证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

级世界观，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战斗任务。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

于剥削阶级。在中国，孔孟之道既是历代王朝剥削阶级的思想基础，又

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思想根源。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评论《水浒》、开展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等，都是反修防修

的战略措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

里的阶级斗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

旧传统，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搞好斗、批、

改，满腔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将文教卫生革命和

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

础密切相关的。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告诉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复辟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

还没有完全铲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



按劳分配，工资制度也不平等，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还有产生资本

主义的土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一部分农民、工人、党员、干部中

还可能不断产生出来。无产阶级为了最后消灭阶级，就必须在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两个领域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对资产阶级法权

加以限制，深挖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坚决打击新老资产阶级分子

的复辟活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

的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是一次政治大革命，又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

动，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使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更

加巩固，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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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上来说，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要加强各

级党委的统一领导，反对“条条专政”；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

级，全党服从中央。从党中央到基层党委，都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

堂”，不要搞“一言堂”。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党

委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忘记抓大事，埋头干小事，势

必走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 

毛主席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

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



接班人。”【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提到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把它看作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

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是将

来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是

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

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在

中国重演的问题。毛主席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

准，提出了在群众斗争中，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创造了按老、

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各级领导机关的新鲜经验，为我们按照毛主席

的五条标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

动力。”【引自《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 年 8 月）。】经

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党朝气蓬勃，广大人民意气风发，社会

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在毛主席的“抓革命，

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转引自 1968 年 8 月 10 日《人民日报》。】方针

的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

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空前高涨，农业连年丰收。工业学大

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工业生产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科学技术不断



创造新成绩。我国的五年计划，一个接一个地胜利完成。我国市场繁荣，

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形势一派大好。 

正当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满怀革命豪情，深入批

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

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胜利的时候，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

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

席，于 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

造者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

线进行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

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使我们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毛主席的领导

下，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

总政策，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

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着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

的道路。他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用人民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

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

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

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

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乘胜前进，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

大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

风的伟大胜利。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

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

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科学

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给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指明

了斗争的方向。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



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

人类历史的前进。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

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挥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

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迫民族和

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

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崇敬。 

    毛主席的逝世，对我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

损失。但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留下的

丰功伟业，是永存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和全

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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