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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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林彪

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

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

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

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

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

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

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

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

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

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

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

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

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

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

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

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

“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

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

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

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

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

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

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

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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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

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

“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

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

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

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

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

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

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

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

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

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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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

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

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

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

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

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

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

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

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

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

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

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

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

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

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

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

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

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

“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

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

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

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 工程”纪要》，这个计

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

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

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得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

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

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

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

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

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

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

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

别、限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

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支持知

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

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

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

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

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

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

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

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

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

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

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

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

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

人，作为支持他们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

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

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的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

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

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

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

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

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

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

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

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

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

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

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

“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

“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

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



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

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

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

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

《“571 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

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

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

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

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

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

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

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

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

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

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

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

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

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

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林彪反党集团，批判资产

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

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

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

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

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

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

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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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的是

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

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

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

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

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

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



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

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

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

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

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

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

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

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

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

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

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

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

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

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

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

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

“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

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

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

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

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

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

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

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而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

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

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

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

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

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

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

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

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

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

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

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

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

“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

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

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

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



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腐

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

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

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

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

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

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

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

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

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

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

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

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

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

社会脱胎而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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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

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

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

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

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

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

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

固，促地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

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

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

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

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

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

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

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

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

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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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代表百分之九

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

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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