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 

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

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

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

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

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

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

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

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

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

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

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

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

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

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

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

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

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

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

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

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

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

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

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

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

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

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

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

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

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

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

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

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

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

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

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

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

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

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

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

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

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

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位。他们是“怕”

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

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

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

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

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

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

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

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

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

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

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

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

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

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

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

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

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

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

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

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

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

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

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

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

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

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

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

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

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

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

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

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

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

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

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

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

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

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

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

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

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

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

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

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

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

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

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

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

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

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

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

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保护少数，因

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是少数人的意见

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

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

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

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



 

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

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

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

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

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

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

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

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

某些缺点和错误，散步流言蜚语，进行煽动，

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

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

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

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

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

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

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

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

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

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

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

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

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

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

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

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

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

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

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

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

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

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

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

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

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

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

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

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

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

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

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

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

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

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

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

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任务。 
 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

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

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

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

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

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

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

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

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

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

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

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

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

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

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

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

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

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

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

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

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

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

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

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

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

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

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

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

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

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

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

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

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

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

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

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

工作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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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化大革命同

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

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

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

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

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

中，要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

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

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

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

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

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

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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