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人帮 组织编写的 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是什么货色．2I 

董 辅 初 

“四人帮 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 

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在上海组织编写了一本《币土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政 

治经济学的理论上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 命舆 

论。它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它，进一步深入批判“四人帮 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共流毒和影响。 

_二
、 编 写 经 过 · 

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编写， 自始至终是在“四人帮 的直接组织下进行的，由张 

春桥、姚文元亲自挂帅，马天水在上海坐镇指挥，他们的御用工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内 

的余党朱永嘉、王知常具体组织。 

1971年，张春桥亲自批准在原写作组内设立政治经济学组。同年 6月，经 他批准编写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张春桥贵余“搞出一本反映我ff](~lll“四人帮 )水平的教科书 。姚文 

元说：“成立政治经济学组，春桥和我赞成，搞出一个本子来很高兴 ，“我们对这项工作，抱 

着很大希望 。马天水亲自主持第一次编写组会议。他说： 这本书两年内编出来也是伟大胜 

利 。从 1972年 1月开始到 1976年 10月“四人帮 垮台，前后共写了五稿。 

1972年 9月写出第二稿，印《征求意见稿》，井整理出20个争论问题，由朱永嘉送给了 

“四人帮 。张春桥很成兴趣。 1O月 3 1t，他说：“经济战线的斗批改还要好好搞。我觉得现 

在搞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需要，条件也够。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总结 

他逝世以前的经验。叉走了这么长一段路。我觉得现在有条件，抓达个事是有需要的。自己不 

总结，弯路不少，经验也不少 ，全盘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政治经济学的巨大 发展， 恶毒 

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了“弯路 ，要由他们达一伙新老反革命分子结成的黑帮来 

“总结 。 

1972年 1O月，张、姚窜到上海，于 15日和 18日先后两次召开座谈会， 讨论整理出的 

那 20个问题井 “表示重视 。他们在会上一唱一和，大放厥词。他们极力歪曲和丑化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张春桥胡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 义因素，这种观点 “不能说没 

有一点道理。 又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现 象，⋯⋯厂里 的厂 长、党委 书记． 

副书记，里面成分很复杂，有的原来是资本家，有的是国民党，有的是叛徒，、有的原是共产 

党后是走资派 ，简商是漆黑一团，没有一个好人。在所有制问题上，张春桥胡说，我国的 

“所有制问题未解决 ，马天水呼应说：“公有制每天在被破坏，每天在建立 。在直接生产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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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当谈到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时，姚文元说： 一个阶级 内部的 

关系，算不算阶级关系?I⋯⋯一个阶级的先进部分街且如此，一个阶级更不必说了 ，张春 

桥就说：“不说是阶级关系，那又是什么关系?1 他在谈到工人阶级内部的关系时竟胡说：“走 

资派为什么还能活动?总是有人欣赏他嘛1 蓄意分裂工人队伍。在谈到分配关系时，姚文 

元则说：“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之间是否有一定联系? 他们在会上一再表示看到达本书 “很 

高兴 ，“希望快搞出来 。 

座谈会后，朱永嘉等向编写组全体成员大肆吹捧张、姚，说什么：“不得了呀l两个政治 

局委员来开了会，多么重视l “领导水平高 ，“站得高，看得远。 再三组织讨论座谈会记 

录，要求“吃透精神 ，作为编书的指导思想。同时，叉三余五申不许向外透露座谈会的任何 

消息。 

根据张、姚在座谈会上的黑指示，编写组对 《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于 1973年 7月写 

出《未定稿》(即第三稿)，内部发行。“四人帮 颇为赞赏。张春桥管在北京向人吹嘘说：“上海 

这本书还不错，可以一读。 

这一稿又经修改，于 1975年 6月写 出《未定稿》第二版 (即第四稿)，内部征求意见。这 

一 稿在该年4月写成时，张春桥发表黑文，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作 

了全面篡改。编写组急急忙忙根据张春桥的这篇黑文又改了一逼，把 “四人帮 的反革命的 

资产阶级法权理论 作为贯穿全书的黑线。这一稿写出后，马天水鉴于这种忽忽忙忙的修改 

在贯彻“张春桥思想 方面还不能令其主子满意，大发脾气，不让大量发行。经朱永嘉说可以 

修改，马天水才决定印 2万册，但勒余不许出上海。他亲 自组织十个单位修改，要求 “要象 

修改党章那样逐字逐句讨论。 同时，马天水还把书拿到原上海市革委会正副主任学习会上讨 

论。前后共讨论九次。马天水发表 了不少谬论。他责命书中要加强对“条条专政 的批判，强 

调耍联系上海的实际和“经验 ，把“四人帮 在上海搞的一套上升为“理论 。对于这一稿，姚 

文元说：“人与人的关系达一章不错，可以转载。 于是，就在帮刊 《学习与批判》上转载出 

来，以配合“四人帮 搅乱阶级阵线进行篡党夺权。 

不久，朱永嘉向 四人帮 上报 了一份《上海市委写作组 1976年选题计划》。1975年 12月 

31日，张春桥专门写了一条极为反动的黑批示。原文是：“耍批修。批刘、林、邓、批托、布 

等。不批修，政治经济学是写不好的。要知道斯大林错误的东西影响还是不小的。我们的政 

治经济学应当帮助干部从修正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到社 

会主义革命。 

接着，于 1976年，又按照张春桥的这个黑批示对《未定稿》第二版进行修改。 

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 加紧篡党夺权的活动。达本书的编写也密切配合。朱永嘉每 

星期耍去编写组两三次，催促抓紧写好，国庆节出书，最晚国庆后付印。他对书稿中拐弯抹 

角，溲有直截了当地端出“四人帮 的反革命目的深威不满，说什么：“你们到现在还写出这种 

政治经济学，老一套 ，“跳不出老框子 ，“有些重要的话淹溲在陈词滥调之中 ，“太迂 。他 

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少讲一些，没有人会怪你们的，少讲基本理论 ， 要触及时事 ， 

意思是说，用不着那许多理论伪装，应该赤膊上阵，明目张胆地配合“四人帮 的篡党夺权活 

动。朱永嘉还向人交底说：“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这本书如果站得住，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 

这就是说，只要达本书“站得住 ，只要“四人帮 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 

理论基础 站得住 ，“四人帮 的篡党夺权就 有理 了，因此也就“好办了 。寥寥数语，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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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四人帮 组织编写这本书的全部反革命目的。 

但是，他们何管料到，在达本书的最后一稿——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即第五稿，刚付 

印，“四人帮 就垮台了。我们后面要谈的就是指的这一稿。 

在编写这本书的同时，还交叉进行地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作为 《青年 自学 

丛书》之一。后者的社会主义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通俗本，观点相同。 

二，荒谬的经济理论 

这本书在理论上非常荒谬，它以“张春桥思想 为指导思想，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在政治上极其反动，它完全是为“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 

的。我们先看看达本书在理论上究竟是什么货色。 

(1)篡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达本书以张春桥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 作为立论的基础。 

全书充斥了“四人帮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胡言乱语。资产阶级法权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 

无所不在的东西，实际上成了达本书的对象。书上写道：“在祉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 

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的整个过程中，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而资产阶级法权，又是他们可以任意瞎说一气的概 

念，他们爱把什么毗}做资产阶级法权就 做资产阶级法权。从而用对“资产阶级法权 的胡诌 

取代了对生产关系及共发展规律的研究。 

(2)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描绘成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差 

不多。书上根据“张春桥思想 ，歪曲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社会经济特点的论述，曲解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前有的同志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既有共产主义因素又有旧社会残迹的观点，竟然说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 

痕迹，并说什么认识jii土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二重性 “是我们认识币土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 

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 而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衰亡着的资本主 

义传统或痕迹 就是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 。这种“资产阶级法权 ，从书上的一些论逾可 

以看出，就是资本主义，例如，“私有制 、“集体私有 、“私人劳动 、“私人产品 、 资本主义的金 

钱关系、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 ， 三风、五气、资产风 、“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本位主义 、 利润 

挂帅 、 价值追逐狂 、“资产阶级私字的框框 、“知识私有 、“私有经济的遗物 等等，用书上的 

话，它们都是资产阶级“要推行 的“资本主义的非 ，都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 竭力 

要“维护 的。运用这种噫造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无处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无处不存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 ，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论证，“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 

阶级 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的。于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成了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样， 是无产阶级 和资 产 

阶级的关系 ， 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只不过 特别是集中表 

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罢了。因此，随着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极耍再生产出无产阶级，一极要再生产出资产阶级。书上就是达样写的I， 

“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既要认识资产阶级那一方，又要认识无产阶级这一方。在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也 

必然会不断壮大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 。按照这种说法，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 

发展，随着l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扩大再生产，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也将 不断 地在扩大 

． ． 



的基础上再生产出来。这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书上明白无误地写道：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党内资产阶级 的产生， 

也是不可避免的。 、 

下面再就几个方面具体地看看这本书是怎样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 

(3)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歪曲和丑化成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差不多。书上把社会主义集 

体所有制实际上说成是“集体私有 ，书上写道：“一个集体企业的劳动者公有的产品，对于国 

家和别的集体， 又只是这个集体的私有 。 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则被描绘成同资本 

主义企业差不多， 仍然耍象不同所有者那样来建立它们在生产和经营中的联系或相互关系。 

书上还写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人所以能对于别人的活动或对于社会财富行使权力，就 

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底所有人。他在他的钱袋里随身携带着他的社会权力以及他同社会 

的联系。’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商品制度，每个企业(事实上是每个企业的领导人) 

也被赋予达方面的一定权力；也只有赋予达方面的权力，才能同社会建立联系。 请看，这样的 

“社会主义企业 同资本主义企业有什么两样?达样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 不就是资本家 

么?这样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 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有多少区别?鉴于书上胡说我国 “党内 

资产阶级 已经形成，而“党内资产阶级 就是“走资派所有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人格 

化 ，因此，书上实际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已经“蜕化变质为走资派所有制、官 

僚 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4)把劳动人民内部的新型社会主义关系歪曲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关系。 

书上写道：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社会的主耍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劳动 

人民之间的关系，也要受到达个主要矛盾的支配、制约和影响，打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 

盾的烙印，因而使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人民之间的互相关系，归根到底耍表现为阶级关系。 

从上下文和书中的其他论遮可以看到，这种“阶级关系 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包括党内 

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 。书上甚至胡说，在我国， 无产阶级处于被党内资产阶级统治和剁 

剖的地位 。 

(5)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歪曲和丑化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 书上说： “按劳分配承 

认劳动者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以后的那部分劳动，是他个人的劳动。劳动者对自 

己提供的劳动保留着权利，可以凭借着它参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按劳分配仍然溲有跳 

出资产阶级私字的框框。 书上甚至说： 知识私有、 雇佣劳动等观念的存在 同按劳分配“有 

密切的联系 ，“按劳分配体现的 资产阶级法权“是党 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 ，“是党内外资 

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 ，“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 

(6)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歪曲和丑化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 

品经济。书上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按照商品制度组织起来进行的 ，“达样，人 

和人的社会关系就会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人的能力就会转化为物的能力 ，而“社会主义社会 

的商品交换，无论从它的形式和实质来看，都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跟旧社会 

溲有多少差别 。书上把社会主义生产等同于商品生产，又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 

从而把社会主义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 书上写道：“社会主义生产还是商品生产，还要 

实现价值、利润，因而还要出现产值挂帅、 利润挂帅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 ，“商品经济毕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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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资本主义的旧土壤 。他们就是这样，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存在着商品生产这一事实， 

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歪曲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样， 价值规律， 就被说成仍然“是一种异 

己的力量 ，它还要“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 起作用。 

除此以外，本书的荒谬理论还很多，例如宣扬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思想意识决定直 

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等等。这本书怎样用历史唯心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用诡 

辩论冒充辩证法，这里就不多谈 了。 

仅仅 从上面几点就可以看出，达本书全面篡改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 

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 

更了。 四人帮 组织编写的这本书则实际上否定所有制变更了，把早已获得解放、生产资料所 

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叵大胜利的社会 

主义中国，说成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还有此达在理论上更荒谬的么?但是 ，这种理论上的极 

端荒谬，不能归因于理论上的无知，这种种荒谬理论完全是为了达到反动的政治目的而蓄意 

编造炮制出来的。 

三、反动的政治目的 

下面再从政治上看看达本书又是什么货色。 

(1)篡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达本书把资产阶级法权作为自己的对象，是为了 

实现它给 自己提出的任务。书里写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基本任务 是 “分析新资产 

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 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帮助干部从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 

义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任务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从政治 

经济学上“论证 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必然地要产生“党内资产阶级 ，而且 党内资产阶级 

已经“形成 ，正在“发展 ， 从而为“四人帮 抛出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 ‘民主派’就是 

‘走资派 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书上说： 党内资产阶级是腐朽溲落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代表 ，又说：“党内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总概念。我们说，党内资产阶级是在生 

产和交换 中形成的，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必须从经济关 

系的变化中去寻找 ， 也就是要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去寻找， 因为按照本书的说法，在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就存在着“腐朽溲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达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书上 

是这样写的：“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一时的现象 ，换句话说，就是必然的、 

经常的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按照商品制度组织起来进行的，它在生产关系的三 

个方面，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随着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再生产，作为“腐朽溲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 的 党内资产阶级 

就必然地、经常地耍“不断分泌出来 ，不断“发展 。这样，“四人帮 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有 

了理论根据 了。 

(2)不仅如此，达本书还炮制了一个反动的“母鸡孵蛋论 。书上说：“党内资产阶级 是 

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它一经“形成 ，就要“强化和扩大 资产阶级法权 ， 由于这个 

缘故，按照书上的意思，它就成了母鸡， 而产生它的“资产阶级法权 就成了蛋， “党内资产 

阶级 就 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的功能 ，“新的资产阶级也在资产阶级法权达块土壤上不 

断地从一部分工人、农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中产生 。这样，“党内资产阶级在它的形 

成过程中，一面孵化着新的资产阶级，一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从而使自己成为整个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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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因此，“党内资产阶级 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 

要使 “资产阶级法权 这个蛋不致孵化出新的资产阶级，当然就得杀掉母鸡，“消灭 党内资 

产阶级 。 ． 

(3)那末，就人身条件来说， 党内资产阶级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四人帮 的反革 

命政治纲领，它是由“民主派 变来的，后者就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这本书也说，我 

们党的干部是“在资产阶级影响、 修正主义影响下 、 至今还溲有“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 

革命 的“民主派 。达些由 民主派 变来的“党内资产阶级原来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对于占有 

社会财富表现得特别贪婪，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特别迷恋。 因此， 书上说， “无产阶级为了胜 

利地开展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坚 

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也就是把党政军领导干部统统打倒，实行“改朝换代 。 

为此，书中对党政军领导人指名或不指名地进行了大量的恶毒攻击。例如，我国外贸工作的 

方针政策一向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由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掌握的，许多重要的进出 

口计划都是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批准的。这本书却恶毒诬蔑我国的对外贸易“是一种官 

僚买办，卖国投降的对外贸易 ，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又如，朱永 

嘉别有用心地强调书上要加强对“条条专政 的批判。他把黄涛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首先 

发难的黑讲话拿到编写组，责合成段成段地抄进书里。 王知常说： 条条专政要好好批一批， 

邓小平倒台了，现在批不是针对邓小平， 而是针对现在还在台上 的人。 可 见， 书上以批 

“条条专政 为幌子，攻击的正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以及其他一大批中央领 

导同志。书上还按照张春桥的前进黑批示，疯狂地攻击邓小平同志，丧心病狂地把邓小平同 

志比作“托，布 ，同“刘，林 相提井论，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全书直接点名攻击邓小 

平同志达五十多处。即使这样，朱永嘉还嫌“批邓太零碎了 ，责令“耍突出批邓 。 

(4)为了攻击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书上还以 批外修 作为幌子。肯木在编写组中传达 

张春桥的黑指示说：“批外修是为了国内 ， 宵木又说：“苏修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看到 自 

己。 且看本书是怎么贯彻的。书上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实际上作 为修正主义 

者来批判。在张春桥下达黑批示后不久， 在 1976年 2月初， “四人帮 在上海的余党召开宣 

传工作会议，在会上竟然辩论“斯大林究竟是修正主义者还是牛修正主义者。 为什么耍批斯 

大林呢?书上根据张春桥 的黑批示， 胡说： 斯大林对我国干部的 “影响还是不小的 ，要帮 

助干部从“修正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那当然就要批斯大林 了。朱永嘉一再要求加强对斯 

大林的批判。他 嚷：“斯大林是民主派 ，“对斯大林可以点名批判嘛I 在他的指挥下，书上 

指名和不指名地大批斯大林，把斯大林的语录从第一稿的十多条砍得只剩下一条。 

达本书还大批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的一个台任过领导职务的沃兹涅先斯基。朱永嘉责合 

在书的附注中给他写一个小传，并要求特别注明此人管任苏联国家计划 委 员会 主 席、苏 联 

人民委 员会(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为什么突然对 

这么一个快被人们忘掉的人发生这样大的兴趣，要费那样多的笔墨去批呢?从批的一些观点 

来看，不过是借批他批斯大林。但达还不是箕实目的所在。当时，朱永嘉管组织人专写一篇 

沃兹涅先斯基小传，打算登在帮刊 学习与批判》上。 王知常对人交底说： “这篇东西要写清 

楚点，戳戳他们。 原来， 批这个人也是为了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书上为他立小传， 

写明职务，则是唯恐别人领悟不出其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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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对达本书粗略的批判介绍可以看出，它是这样来为“四人帮 进行篡党夺权服务的： 

(1)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歪曲和丑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四人帮 就可以打着“反对 

资本主义”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2)胡诌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和发展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 ， 这样， “四人帮 就可以打着“反对资 

本主义复辟 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 (3)宣称“党内资产阶级 已经“形成 并在“发展 ，达样， 

“四人帮 就可以打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旗号，进行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 

专政，对全国人民实行法西斯 “全面专政 。 总之， 这本书是打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旗号，特别是打着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旗号，篡改这个 

伟大理论、篡改这个重要指示，来为“四人帮 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 

革命政治阴谋服务的。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 “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 

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达是这次路线斗 

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四人帮 组织编写的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明证。 它是 “四 

人帮 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物。 可见，这样一 

本反动的政治目的同荒谬的经济理论相结合的 《政治经济学》， 完全是一本反社会主义的《政 

治经济学》 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最后，有必要指出，本书原编写组内的革命同志，在“四人帮 被打倒以后，获得了解放。 

他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彻底揭批“四人帮 组织编写这本书的罪行。本文中有不少情况就是他们 

提供的。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编 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 (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 

1 9 7 6年9月)摘录 

本刊编者按：“四人帮 在上海组织编写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 

稿——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 ，印得很少，没有发行。许多读者反映看不到原书，要求 

本刊提供有关资料，本刊特将该书的摘要分两期 刊登，以供批判。摘要采取整段摘 

录的方式，按原书的J顿序加以编排，篇、章 节的标题均照录原书，未加改变。原 

书中有大量极其恶毒地对邓副主席的指名诬陷攻击，不堪入 目，我们没有编入，不 

摘录不足以看 出该书反动观点的地方，以 X X X代替。以下是该书的摘录。 

序 言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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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万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经受了这场大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在斗争中努力学 

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弄清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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