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参阅严禁外传怎样理解资产阶级在党内？ 
 

宗明兰同志在辽宁省理论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 

（记录整理）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 

 

省委批准召开的这次理论讨论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了，昨天

下午大家做了总结。 

在会议期间，大家认真读书，热烈讨论。可以想到，这对全

省理论学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一定会起到推动作用。怎

样理解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问题，大家讲了很多好的见解，现在谈

谈自己的看法，和大家交流一下，讲四个问题。 

一、组织理论队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认识党内产生

资产阶级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宇宙间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对立是讲

事物内部两种不同方面的斗争，党也是如此。毛主席说：“凡有人

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也是如此。在党内，左就是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者，右是假马克思主义

者，也是修正主义者。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党在每一个革命高潮中

会带进来一些泥沙，而造成党的成份的不纯，而且还因为党在每

一个斗争的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被急速前进的列车甩下来，他

们下车了，不再前进了。列宁说：“革命把非常广泛的各阶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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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了政治生活，常常使许多不相干的人，许多‘威武一时的骑

士’和许多新手浮现出来，因此，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根本没有

什么完整的世界观，这完全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又说：“在被革

命卷进来的新阶层、新集团、新革命者中间，再一次发生分化，

是完全必然的。”（《列宁全集》十五卷 265 页）。这就告诉我们，共

产党是可以分化的。有些人认为进了党就是圣人，就是百分之百

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

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

人只是百分之一、二十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有假马克思主义

者。毛主席曾经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

我们党是处在这个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

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

尾巴进党来。”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790 页）所以党内有“临时同

路人、自私者、野心家、走狗和强盗”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 203

页）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中国共产党所以伟大、光荣、正确，

就是因为我们从来都申明我们党内有斗争，经常地、公开地、从

党内到党外地，甚至用大民主的方法进行整党。有些人发牢骚，

什么“文化大革命低头弯腰，整党爬坡没完没了，批修整风烟熏

火燎……”，其实这些正体现我们党的伟大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划清界线的重要标志。我们就是这样从组织

上到思想上清洗不纯。经常吐故纳新，吸进新鲜氧气，吐出二氧

化碳，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战斗性。中国共产党党员虽然占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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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很少，但是，党不可动摇地是八亿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她担负着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任务，建党以来我们党虽然经过十

次大的分裂，但是她越战越强，越战越成熟起来。恩格斯说：“一

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

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411页）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

产阶级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是以不同的党派来实现的，这些党

派彼此之间进行着生死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411页）

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以后，共产党内就有相当的一部分人，不相信共产主义，

而且不相信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有些共产

党员对社会主义革命随大流是卷进来的，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

趣。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

期，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

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文

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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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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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面前的活生生的资产阶级代

表，还在走，就是向无产阶级发动疯狂的进攻。还在同我们较量。

这不是谁的观点强加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存

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曾预见到的，并没有明确提出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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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现在不是评论是

“分子”还是影响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认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问

题。是斗争，是革命大变革时不可避免的新形势下的大决战。对

此不承认，不理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所以我们组织理论队伍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认识党内出现资产阶级的理论依据，

自觉地开展这种斗争。 

二、组织理论队伍学习党史，特别是建国以来，两条路线斗

争史，认识党内出现资产阶级的必然性。 

无产阶级革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要经过很多

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根本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特殊的攻击目标。

在分析党内资产阶级时，就需要回过头来回顾和研究党在每个战

役中所直接攻击的目标，从而弄清楚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对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资产阶级在党内，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理

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但是，党内有阶级斗争，是毛主

席早就预见并且多次指示过的问题。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就预见到，威武不屈的胜利的共产党人，有在“糖弹”面前打败

仗的可能。一九五一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就是解决胜利

后被糖弹打中的“大老虎”，当然这时党内斗争不是那么突出，主

要是打击资本家。五二年又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

法乱纪的斗争，并作了不祝寿，不以个人名字做地名的决定，毛

主席带头执行了这个决定。我们至今还保留这些好作风。一九五



—5—   

四年发生党内“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现象。毛主席一贯轻视“大

人物”重视小人物。毛主席曾告诫全党“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

最愚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而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

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毛主席在批判俞平伯《红

楼梦研究》的唯心论时，批判党内大人物和唯心论搞统一战线，

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一九五五年，

又针对高饶事件，提出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告诫全党，要头上

长两只角，开展尖锐的而不是不痛不痒的思想斗争，不要以为关

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划清界限，那样就会被他们那个

“鬼”缠住。一九五六年，党内有些干部“搞官僚主义”，不解决

群众痛苦，不了解下情，发生群众闹事的问题。毛主席看到问题

的严重性，支持了群众的行动，当时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了，就可以横行霸道

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我看是应当。”“我们要允许群众示

威，允许工人罢工。”一九五七年一些共产党员同情右派，和右派

站在一起向党进攻。从这个现象中使我们看到，党内存在着严重

的变节分子，“起义”分子和动摇分子。同时还有些党员闹提拔、

闹薪水，有的达不到目的，就卧床不起，“双泪长流”，完全忘记

了为人民服务的事，没有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了。他们把人

民给的权力开始用来谋私。毛主席指出：“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

舆论，要是保护一种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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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正式提出

来党内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毛主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

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

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指示：“要警惕

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第一次提出在

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二十三条”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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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第一次提出来的。以至到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指挥我们用

大民主的方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向党内走资派夺

权。毛主席指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

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

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用这种大民主方法解决党内矛盾，

搞党内阶级斗争向走资派夺权这也是第一次。从警惕糖弹，到开

始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到提出两个司令部，到提出允许群众

示威、工人罢工，到向走资派夺权，说明党内资产阶级，随着社

会主义革命深入一步一步地向无产阶级逼进，向无产阶级进攻。

他们的目标是夺取全部权力，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党开始在党员

间整顿，到全面整顿到炮打司令部，说明打击目标始终是对准资

产阶级。但是直接攻击目标是不断变换的，但总是对着危害最大、

对人民压迫最严重的地方，党内斗争规律是直接受社会斗争的支

配。由于我们夺取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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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资产阶级所有制，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

就使得资本家臭了，地主、富农说话没人听了，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也不吃香了，只剩下一个最有势力、凶猛十倍的敌人，这就是

党内走资派。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那样疯狂，就是因为他们披

着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老功臣的外衣，他们说话有人听，

有市场，有很深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革命一深入，使党内斗争

就尖锐起来，这样深刻的变化，使得无产阶级把斗争目标对准走

资派，这是非常正确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的固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所

谓的单个人。”不能把走资派看成是孤立的几个人，他们是一个阶

级的，他们的队伍也是不小的，是有司令部、有政党、有路线、

还有司令。虽然他们的司令部很快被革命风暴所打垮，可是很快

又在他们中间出现新的司令，他们的路线是以把封、资、修的沉

渣翻腾起来兴妖作怪。如果让他们司令上台了，就会一声令下，

改变一切，一个早上就可以多少人头落地。邓小平一伙鼓吹“三

项指示为纲”，不仅当作是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而且也是当作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

作总纲。这个纲领中，阴险地把造反派说成是林彪式的人物，这

不是一个凶猛十倍的司令部吗？资产阶级在党内是我国革命发展

的必然规律，是一个新问题，也不是一个新问题，是老问题新结

论。建国二十年的历史，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向党内资产阶级不断

开展斗争的历史，因此，我们要加深对资产阶级在党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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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在新形势下同资产阶级斗争。 

三、组织理论队伍学习政治经济学，认识党内出现资产阶级

的社会根源。 

研究阶级变化，仅仅靠热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么从哪里

着手来研究呢？马克思说：“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

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还说：“正如我们判断一个人

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

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

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 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产阶

级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人与人的关系平等了，不再是剥削压

迫的关系。但是，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

级的框框里。社会主义到处都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或者

叫“死尸”“霉菌”“污泥”“臭气”，它充满在无产阶级国家的一

切角落里。新制度建立了，但是，旧制度不会轻易从地球上消失，

它还要在很长的历史长河中表现出死灰复燃重生“光辉”的复辟

过程。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材料，我们要立刻利用资本主义

昨天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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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

管你人少人多。”列宁还说：“我们要用从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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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败坏和腐蚀、但也为资本主义所锻炼的人们来建设社会

主义。我们有经受锻炼的，比以往任何军队都能忍受大千倍的牺

牲的无产者。我们有无知识的、分散的、但只要无产阶级采取英

明的策略，就能在斗争中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数千万被压迫的

农民。其次，我们有全身浸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技术专家。”

列宁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推翻了旧社会，又是旧社会还用千万

条绳索和链条来捆绑我们，把我们拖回到旧社会。在这方面我们

深深感到，并没有完全战胜旧社会，旧社会的思想势力、旧社会

的经济结构，每日每时的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去年辽

阳街道调查，一共四百多人的反动势力，四类分子五十二人，投

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六十三人，流氓犯罪二十三人，赌博犯罪三

十人，地下黑工厂四十一人，还有退休老工人养猪种花搞钱的五

人，出租私房二十一户，散有三黄四旧的六人，不安心工作跳厂

的六十人，抵制上山下乡的一百三十五人）。从这里看，老牌反动

势力每况愈下，而资产阶级旧法权、货币、三黄四旧，不断地制

造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和集团。列宁说：“我们摧毁了资产阶

级机关，但是还存在一种支持资产阶级的力量，这就是习惯势力。”

习惯势力总是最可怕的势力，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比如分工习

惯，它就是严重的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如果不进行思想路线教育，

就可能使某些人从旧的分工中恢复旧的社会关系。（如商店营业员

对人有几个不一样，文艺团体愿意在大城市、不愿在小城市，愿

到部队、不愿到生产队，等等）由于分工的存在，我们的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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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可能不愿意深入基层，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与群众同干

共苦，使有些工人跳厂挑工作，使农民弃农经商。所以资本主义

社会关系培养资产阶级新一代，这怎能会像刘少奇说的没有阶级

矛盾了呢？只是“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呢？怎么

会像林彪说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一网打尽”了呢？怎么能像

邓小平说的：“今后只是宏伟目标，是抓生产”了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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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

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

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

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

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

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

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刮资产阶级风是经常

的、自然的现象。我们的党也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社会，它

里面有党派斗争，这个党派斗争和社会上台风是紧紧联系在一起

的。社会上刮什么风，党内就有什么浪。社会就有风暴。斯大林

说：“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

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

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

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

的斗争来解决。”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 12 页）。这就把路线斗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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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了。阶级斗争是路线斗争的基础，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中

心焦点。虽然新资产阶级从旧社会痕迹中冒出来的，危险最大的、

有力量的和无产阶级对抗的还是那些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有的

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新滋生出来的。他们滋生出来

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在政治上手中有权，是国家的领

导者、工作者。毛主席说：“各种国家都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

部分代表，少数人组成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只能有那么一点人”，

这个少数的一点人，是代表劳动人民群众，还是发号施令、对人

民统治呢？是依靠群众、信任群众，还是打击、压制群众？有些

人以权谋私，就改变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变成了统

治和被统治关系。（有个单位分花生，最多七十斤，有五十斤、二

十斤、五斤、三斤的，战士分了二斤，种花生的就是战士，结果

分的最少，这平等吗？）有些高级干部挣几百元，住好房子不用

钱，厨师、汽车司机以及屋中设备都是公家的，占有别人劳动无

法计算，而汗大流、大干的工农群众，买什么都得自己出钱。这

种不平等，改变了工人阶级和领导者的关系。（例：有个工人出身

的工程师，追求地位、吃住，把家中的一切变成资产阶级化了，

有什么电动吸尘器，海龙帽子四百多元，各种盆鱼、花。很多都

是公家的东西。一个公社书记儿子结婚，请十二个木工打家具。）

社会财富是有限的，工农创造出来，被这些人任意占有，有的请

客送礼。（有一个公社一年请一百二十次客，用花生一千八百斤、

大豆六百斤、大米一万多斤）都是花劳动人民的果实，让他们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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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掉。无产阶级不搞阶级斗争，不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怎

么能限制这种现象发生呢？怎么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列宁

说：“我们必须解决的任务就是:不仅要扫除旧的资本家,而且要使

新的资本家不能再产生,使政权完全地、整个地、绝对地掌握在劳

动的人,靠劳动为生的人的手里。”我们国家县委以上干部几十万，

国家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

不去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群

众就有理由把他们革掉。“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

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

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

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这就说明当了大官、忘了

群众，成了精神贵族的人。他可以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所有制

篡为他们一人所有、一家所有、一群死党所有。他们有着管理、

分配、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这种权可以使他有无本获万利的机

会。是不是权大、薪水高，就一定变成党内资产阶级呢？也不能

这么说。经济条件是产生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因，但也还是要看政

治态度，看他们究竟代表谁？这是个政治标准，毛主席在《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

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

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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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人民的敌

人。”现在有些当权派，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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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群众审查、批判不满，职位下降不满，汽车公用不满，电话、

沙发拿掉不满，子女下乡不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

绊脚石，成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势力（不能说都是敌人，但是

势力），这正是这部分人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根本就不是革命派，

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他们目光短浅，任何

微小变动，微小的利益，微小的胜利，都可以使这些人心满意足

起来，这些人都随时和无产阶级分道扬镳。他们的理想是：心望

天堂眼望楼，建设家庭“没尽头”。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些人的梦

想，就像挖掘了他们的祖坟一样，他们发疯一般来阻挡，虽然这

些人口喊“社会主义好”，但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着

一条鸿沟，有质的区别，革命越向前发展，这个区别就越清楚。

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

新的。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那

个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只破坏

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

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现在社会主义关不好过，党

的最低纲领可以接受，最高纲领接受不了，因为这是要把整个人

类和环境都要改变的革命，不仅要消灭剥削者，而且要消灭无产

阶级自己，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

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苏联也是反动的。 

四、组织理论队伍学习马列主义继续革命学说，认识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开展党内斗争的最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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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同志

犯了大错误。在理论上，他没有认识阶级斗争是怎样在社会主义

社会中继续进行的。一九三九年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说：

“与任何资本主义不同，现在苏联社会的特点，就在于苏联社会

中再也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摆脱了剥削羁绊的苏联社会，都

没有这样的矛盾，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

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列宁则不然，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

济与政治》一书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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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相互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

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批判说：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就厌恶阶级斗争，幻想逃避这种斗争，

力图缓和、调和和钝化这种斗争。”“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

务是设法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

力量进行斗争。”斯大林离开了列宁的教导，以后又说：“生产关

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所以只抓生产力，不抓生产关系，不抓阶级

斗争。虽然无产阶级遇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只认为是被击溃了

的反革命势力，或是外国的代理人，使苏联工人丧失了警惕性。

斯大林说：“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而且是发展生产

的决定因素。”就没有注意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后来阶级斗

争撞到鼻子上了，就不得不狠狠的抓一下，而且又着重于法律上

定罪，不重视从思想上批判，用“反面教员”教育全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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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使人民对党内阶级敌人丧失警惕。当托洛茨基判决时，赫

鲁晓夫就上台发表演说，说这些都是小人物，……并颂扬斯大林，

说：“斯大林是我们的希望，斯大林是我们的理想，斯大林是我们

的胜利，……”苏联人民并没警惕。一九五七年他一上台，就拼

命攻击斯大林，使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毛主席总结了苏联

和中国的革命经验，为我们制定了一条基本路线，一直领导我们

搞阶级斗争，反对唯生产力论，反对物质刺激，坚持政治挂帅，

支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且以无产

阶级的伟大气魄，用大民主的方法领导全国人民向党内走资派夺

权，在全国开展“四大”运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和全

国人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起来反修防修的伟大

实践。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

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

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还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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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找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形

式。有一个美国共产党左派联盟，写了一本书，叫做《资本主义

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总结了六条。第一条，

文化大革命证明，由下而上的夺权方法；第二，文化大革命是整

顿党的形式；第三，文化大革命表明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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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面专政；第四，文化大革命证明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必须依靠

群众；第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演习，是

区别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有效方法，是对政府的有力监督；

第六，文化大革命对人民深刻教育，培养了接班人。外国人看得

很清楚，但是我们自己还不能很好总结自己，现在邓小平一类否

定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必然结果。当然文化大革命也有些经

验教训，如搞武斗，打倒一切，让很多干部靠边站，由于没打招

呼，很多人不理解，这次打了招呼就比较主动。 

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党内开展阶级斗争的最

高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根本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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