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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刘少奇党内斗争思想的三个特点

吕 永 锋

刘少奇作为我党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作出了 巨大 的贡

献。但是由于主观1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刘少奇的建党思想具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仅以无产阶

级政党建设中党内斗争的有关理论问题丽言,刘少奇在阐述问题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以及他

所阐明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毛泽东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譬如,刘少奇认为:中 国党的党内斗争

是社会上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生活中的反映,它将是长期存在的,即使进入社会

主义时期,党内斗争仍不可避免;正确的党内斗争有利于党的健康和发展,元产阶级政党就

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党内斗争主要是克服并抵制
“
左

”
的或

“
右

”
的思想意识的两

条战线斗争,它不同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与敌对阶级分子的斗争,应严格区分两类 不 同性 质

的矛盾,党内斗争基本是一种思想斗争;进行党内斗争时要注意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重视

党组织队伍自身建设,以说服教育为主;党内斗争的目的是达到维护党组织的纯浩与团结统

一,等等。 (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8-217页 :以下引文,仅注明卷数、页码)但 是,如 果

进一步系统地考察、分析,就可以发现刘少奇关于党内斗争的思想,显示出三个重要特点。

一、强调在党内斗争中对
“
左
”
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刘少奇所撰著的批判党内斗争中
“
左

”
倾机会主义 偏 向 的 文

章,数量最多,篇幅最重。自1936年春刘少奇到天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开始 ,

迄室19姓 8年年底,在 12年时问内,刘少奇撰著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学说方面的文章计有

16篇 ,其 中涉及到对党内斗争中
“
左

”
倾机会主义偏向看法的就有近10篇 ,比较重要的如 《肃

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 《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 》、 《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 》、 《论党内斗争 》、 《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等。

在上述有关文章中,刘少奇对党内斗争中
“
左

”
倾机会主义偏向的各种表现进行了系统

的揭露、批判
·
,且在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这一机会主义倾向的憎恶。他认为,党 内 斗 争 中

“
左

”
的偏向表现在四个方面 :

(一 )错误地捕捉党内斗争的对象,在党内斗争中,对 “
左

”
的冒险行为表示欣赏,对

脚踏实地、稳要工作的同志则目之为
“
右倾、保守

”,予 以打击。刘少奇曾愤怒地揭露、批

判丁这种党内斗争中的偏
“
左

”
行为。他说:这些人对于

“
把组织基础和工作弄塌台的,把

群众和两盟者赶跑丁的冂志有奖,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做更负责的工作;而那些在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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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苦工铱|谨慎从某的,把纽织和工作创立起来的向忐,倒有不少给他们带上
·
和平发展

’

与
‘
右倾机会主义

’
的帽子,受到打击和撒销的处分

”
。《上卷,笫 24页 )刘少奇态度鲜明地

指出: “
左

”
倾机会主义者

“
在思想斗争中随便去打击同志,加 同志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因

同志发表不同的意见雨随便撤销工作,是不对的。
” (上卷`第 68页 )

(二 )频繁地、无休止地开展党内斗争,事无巨细,动辄戴上
“
机会主义”

的大帽子 ,

否认党内在原则一致基础上的和平。早在1936年 ,刘少奇就针对此现象指出: “
党内斗争许

多是过分的、机械的。对于那些在思想上、理论上没有准备的同志,在工作中偶 然 犯 的错

误,关门主义者硬要依照苴线的理论,说这是
‘
系统的机会主义

’,替他造 出 系统 来。
’

(上卷,第30页 )1939年 7月 ,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演时,再次指出这种党内斗争无休止

论者的荒谬: “
按照这些似乎疯癫的人蔫来,任何党内和平,即使是在原则路线完全一致的

党内和平也是要不得的。
” (上卷,第 162页 )刘少奇还批评了党内斗争无条件论者的观 点,

认为党内斗争的开展是有条件的,即对党有利,避免坏人乘隙以遑一已之私。 (上卷,第 157

页 )

(三 )党 内斗争方式方法的粗暴、简单。刘少奇指出:当某些基层组织同志 存 在 工 作

上,认识上的某些钴误时, “
我们的领导同志除开翻来复去地骂这些同志是

‘
机会主义

’
之

外,什么也说不出来。
” (上卷,第 羽页 )1θ 狃年,刘少奇对党内斗争中所运用的

″
斗争会

”

形式作了彻底否定。他认为开斗争会的方式
“
不是为了检讨工作,而是要打击某某人,不是

首先
‘
对事

’
而是首先 |对人

’
斗争

”, 
“‘

斗争会
’

的实质,是一种同志 的 审 判 会
”

,

(上卷,第】93页 )刘少奇还不无嘲讽地为这些粗暴、野蛮的
“
斗争家

”
作了维妙维肖的形象刻

画:这些人
“
氵1为党内斗争是斗争得愈凶就愈好,问题捉得愈严重愈好,搜集别人的错误愈多

愈好,给别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评的语旬愈尖刻愈好,批评与斗争的方式和态度愈严峻

愈粗暴愈好——讲话的声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凶、牙齿露出来愈长——就以为是愈好
”

。刘

少奇严肃指出:这种人其实
“
把党内斗争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

”;这种人认为党内斗争
“
只是一种简单的打架或者骂人,只是一种吵嘴或者角力

”
。 (上卷,笫 194-195页 )最 后 ,

刘少奇高度概括地指出了
“
左卩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斗争方式方法上两个主要特征及其必然

联系: “
既不讲道理,或讲不清道理,结果就只有依靠蛮横,依靠手段

”
。(上卷,笫 216页 )

(四 )党 内斗争的宗旨与目的模糊,往往施行惩办主义,驱除政策,以组织 决 裂 为 归

宿。刘少奇指出: “
左

”
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斗争中

“
不是从思想上、原则上去克服党内的

分歧,去纠正某些不正确的倾向和现象,来锞持或达到党内的统一,而是企图用一种简单的

组织上的办法,用ˉ种对党员的压迫手段,打击政策和惩办制度来达 到 或 保 持 党 内 的统

一
”; “

认为党内斗争只是一种组织上形式上的对立
”

。 (⊥卷,第 195页 )即是说,这些人

不了解
“
党内斗争目的,是为了教育党与教育犯了错误的同志

”,是为了克服党在思想上原

则上的分歧和对立,雨是以为党内斗争就是
“
整人

”,就是
“
淆洗

”,就是恐吓党内同志 ,

甚至是
“
平地起风波

”,故意制造党内斗争。根据这种对党内斗争目的意义的错误理解,这
些人遂

“
随便对同志做组织结论,在组织上去处罚同志。⋯⋯不论何种党员犯的错误大小 ,

不管其承认及改正与否,一律给以同样的处罚
”
; (上卷,笫 195页 )或者,他们运用党 内斗

争来
“
杀鸡给猴看

”,吓唬同志去开展工作。他们甚至
“
随便地直告和犯锫误的同志绝交,

企回一下子就把这些同志从党内肃清,驱逐池们出党
”

。 (上卷,f∴ 15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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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J少 寄对党内斗争中
“
左

”
倾机会主义根源作宁切中肯綮的分析,从而揭示了在我党建

设工作中反对
“
左

”
倾斗争的必然性。这一艰巨任务,刘少奇是通过撰著 《论党内斗争 》-

文来完成的。

刘少奇认为,中 国党的建党理论和列宁关于建立新型党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认为 ,

列宁在创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时,因受所处时代特点影响而形成其建党思想的显明特色。

在当时,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大战的迫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

专政任务的迫近;另一方面,拥有广大组织的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推翻资产

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还不愿意也不敢去准各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当时各国社会

民主党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泥坑 (如 劳资合作理论,资本主义可以和

平发展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掌握政权,不必经过革命,因而不能建立无

产阶级革命战略、策略等等 )·,而且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也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们主

张党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主张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普通工人组织的水平,主张党内不要严密

的组织与纪律,主张无原则的党内和平,容许党内派别存在等。基于这样的时代特点,所以

在列宁的建党学说中,就充满了反对各种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反对不要严格的

组织与纪律,反对无原则的党内和平,反对不要党内思想斗争及害怕自我批评,反对党内自

由主义、调和主义,反对工会独立主义等。而中国党产生和发展的国际条件与政治环境则不

同。它孕育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并且一诞生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照着列宁的新型政党原

则去进行建设;中国党一开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

响;中 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不存在工人阶级的和平议会斗争,也没有工人贵族

阶层。因雨刘少奇得出结论:这种情况使中国党一开始就建立了列宁式的党。但是在十年内

战时期中国党的一些领导人却仍然机械抄袭列宁的建党学说,遂使得中国党的党内斗争白然

滑到偏
“
左

”
、过火的歧路,

刘少奇在有关文章中明确阐述了中国党的党内斗争任务主要就是反 对
“
左

”
倾 机 会 主

义,反对党内斗争中偏
“
左

”,过火倾向的观点。1936年 ,他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 《火

线》上发表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一文,即 痛切地指出:自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党

内始终存在着
“
左

”
倾机会主义影Ⅱ向,它是

“
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这主要是
“因为在党

内揭发与反对这种错误之斗争异常不够的缘故
”

。所以, “
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

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
”

。(上卷,第23-33页 )次年2月 ,他

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再次谈到
“
左

”
倾机会主义在革命运动以及党自身建设工作中的严

重危害。这就是
“
左

”
倾机会主义者

“
从

‘
八七

’
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

‘
左

’
倾错误,

批准过去的一切
‘
左

’
倾错误,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

发扬;而 ,且谁要谈过去有
‘
左

’
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

”
。结

果,使同志对党内问题
“
只好不说话了。

” (刘少奇:《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Ⅱ载

《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在 《论党内斗争 》一文中,刘少奇则把党内斗争的错误归 纳 为

三类: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党内的无原则斗争与纠纷。他认

为,对第一种偏向的斗争,在中国党内是一贯地得到了竖持。因为, “
中国党的建设:一开

始在主观上就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和道路进行的
”,所 以我们党的建设过程中, “

充满了反对

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系统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党内丹既没有 滋 生 的 土

90



壤,也无市场可兜售。至于第二、三种错误,刘少奇认为在中国党内则是被忽视 r, “
从来没

有人在党内系统讲过的。
”

刘少奇甚至还认为,即使在党内斗争中存在邪充分的地方,这种

自由主义、调和主义以及党内的宗派主义、无原则的派别纠纷,部分也是来源于党内斗争的

机械、过火。因为,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助长了家长制,形成了党内斗争中反民主的专制

现象,使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养成某些同志明哲保身的心理;但是党内已经存在的一

系列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结果它只能以非组织的形式,党内的宗派主义、无原则的派别斗

争而暴露出来。 (上卷,第 199页 )

二、强调党内斗争中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从刘少奇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份量上看,它几乎与论述党内斗争机械的过火的问题的著

作份量相接近。据粗略统计,在刘少奇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学说有关理论问题的16篇文章

中 (未包括建国以后的著作 ),涉及到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问题的至少有 9篇。其中

重要的如: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 《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 党》、 《答 宋 亮 同

志 》、 《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 》、 《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 》、 《对马列学院

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等等。

刘少奇在上述∷系列文章中,对加强党员理论修养有关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充分

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高度重视。

(一 )刘少奇多次指出,中 国党严重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一般党员、干部缺乏马克思

主义理论修养的弱点。19狃 年,刘少奇在给孙冶方的复信中曾指出: “
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

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
”; “

直到

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
”

。 〈上卷,笫220页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二 十

二周年时,刘少奇撰文再次强调了中国党理论幼稚的弱点。他说: “二十二年来我们党的斗

争经验是极革富的,是多方面的
”;但是, “

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关于什

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问题
”
。
“
这个问题,是在中国革

命群众中,并在中国共产党内多年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
” (上卷,第 292页 )1945年 5

月,刘少奇在中共
“七大

”
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 “

我们

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虽已经过严重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们的

理论和文化水平一般还不高
”

。 (上卷,第320-321页 )

(二 )对于中国党理论水平偏低这一状况的根源,刘少奇曾作过系统阐述。他认为有四

个方面原因。 (1)是 党内普遍存在的轻视理论研究现象,似乎马列主义理论无须经过长期

的埋头深刻研究,就能把握住,偏于强调实际斗争锻炼。 (2)马 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

历史并不久,在五四运动前后才有很少的传入。 (3)马 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 国已是客

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革命者立即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

斗争经验的总结。 (4)马 列主义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著作内容也以论述欧洲的

事情为多,这就给中国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些原因中,刘
少奇强调说,最重要的还是第一个,即 中国党的主观努力不够。

(三 )指 出了克服中国党理论幼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一般的方式方法。尽管给



予这一问题以确切答案极为困难,刘少奇还是作出了种种艰古努力。1939年夏,他在延安马

列学院所作的长达 5万言的演讲,即是一种伟大的尝试。他认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的方式方法应该是: (1)端正态度,郑重其事。刘少奇指出: “
我们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

创始人的最忠实丿最好的学生
”, “

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

养。
” (上卷,第 1叩一109页 )(2)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他指出:革命者

“
要在革命的实践中

修养和锻炼
”/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卩’。并且论证说:因 为

“
我们是革命的唯

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 (△卷,第 109页 )(3)竖定地站在无

产阶级立场上去加强修养,学 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刘少奇特别强调说 :

“
只有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以无产阶级理想为理想的人,才能彻底了解和掌握它。

没有坚定纯洁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是不能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

学的。
”(上卷,第 113页 )(4)马 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要与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

切与此相反的东西相结合。刘少奇指出:“ 把这种理论学习同他的思想意识修养正确地结合起

来,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去抵制和克服自己思想意识上的旧东酉。这样,他就端正了自已的

无产阶级立场,纯涪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处理实际问

题。
” (上卷,笫 11砬 页 )最后,刘少奇强调说: “

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 法。这 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

全不同的。
” (上卷,第 110页 )

(四 )刘少奇还阐述了加强党员马克思主义珏论修养对于保证党内斗争正常 进 行 的 意

义,强调了全党学习理论的必要性。刘少奇和毛泽东等中国党领导人一样,极端重视党的建

设中的思想与理论建设。但是,他更多地是从纠正党内斗争错误偏向这一角度来 谈 论 问 题

的。首先,从根除锥误的党内斗争理论来源方面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意义。刘少奇在分

析党内无原则纠纷和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根源时1指 出其中第一个根源就是
“
党内同志的理

论水平一般还很低,许多方面的经验还不够
”

。(上卷,第⒛7页 冫正因为如此,中 国党 才 把

列宁新型政党建设学说中充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内容,不顾历史背景特点照抄过来。

其次,从错误的党内斗争理论、政策能在党内维持的原因来考察。刘少奇指出: “
过去我们

党遭遇了许多不应有的挫折和失败,走了许多不必走的弯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内

存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党员不自觉地盲从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以致使这些

人占据了莱些组织某种运动的指导地位,甚至在某些时候占据了全党的指导地位,因而把革

命运动引上痛苦的困难的道路。
” (上卷,笫 292页 )再次,从错误的党内斗争各种表现 形 式

来看加强党员理论修养必要。刘少奇在各种场合对于党内斗争中各类错误偏向的多次揭露 ,

意在暴露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譬如,曲 于理论幼稚,缺乏辨别真假马克思主

义的能力,因而把踏踏实实为党工作的同志当作射击的
“
草人

”,乱斗一气;或者是忽视了

确实存在的思想、原则分歧冫党内斗争开展不充分。由于理论幼稚,因而出现丁党内斗争方

式、方法的简单和粗暴,面对同志中的错误,不讲道理,或讲不出道理,只是骂人,等等。

鉴于以上认识,刘少奇大声疾呼: “
同志们都应该学习,学 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方法。
” (上卷,笫 71页 )



三、强调在党内斗争中应该坚持与人为善、和平促进的基本方针

刘少奇在有关文章中曾多次阐述了对待犯锆澡同志开展党内斗争的目的、态度、处置等

问题,其 中无不体现他对广大党员、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以及通过和平方式帮助、

督浞同志前进的善意。在对待犯错误同志开展党内斗争的目的问题上,刘少奇明确指出:应

该对事不对人。他认为,党内斗争性质基本是思想意识的斗争。党内斗争目的是为了宽服党

内既已存在的思想租原则上的分歧,使党达到新的统一和团结。从对待犯错误同志 的角 度

说,党内斗争的目的应该是帮助、教育和挽救同志。他曾严肃批评了那种
“
主要的不是为丁

检讨工作,而是要打击某些人,不是
‘
对事

’
而是首先

‘
对

^、

’
斗争

”
的错误 指 导 思 想。

(上卷,第 193页 )在党内斗争过程中对待犯钳误同志的态度,刘少奇认为应该坦荡 诚 恳,心

平气和,不要凌驾于入,不要使用敌意语言,不要制造紧张气氛。他反对那种
“
不采取同志

式的诚恳的态度爱惜同志和教育干部
”

的错误儆法, (~上卷,第 30页 )主张对犯错误同志应取

友好的态度。他说: 
“
我们的同志要注意和其他同志团结氵耍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对待同志,不

要随便地用言语去伤害其他同志,不要挖苦刻薄,尤其不要在别人背后不负责任地去批评同

志。对一切同志的错误,应该站在帮助和爱护同志的立场,诚恳地当面 地 进 行 劝 告 和 批

评”
。(上卷,笫 165页 )在党内斗争中对犯错误同志的处置,刘少奇主张施行

“
宽 容 式

”
政

策。这固然体现了他将尽可能多的革命力量聚集在党的旗帜下的策略思想,但是也反映了刘

少奇对犯错误同志的爱护,以及对其政治前途的珍惜。刘少奇曾指出: “
党内不正确的思想

意识有深厚的社会根源,绝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党内许多同志在各种不同的时候,都可

能多少不一地反映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受到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r向 ,而在工

作中会犯一些错误,这是任何一个同志都不能完全避免沟。
”

他批评了那种
“L律不要

”
、

“-概不能容纳
”

的驱逐主义政策,主张党的政策的宽容性, “
充分地给犯锫误白`Ⅱ 同志窗有

自己觉悟的机会。
” (上卷,弟 160页 ,第 162页 )

刘少奇强调党内斗争与人为善、和平促进的方针,更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党内斗争方式方

法非冲突型的主张上。刘少奇强调正面建设、自我完菩的党内斗争方式。他认ヵ,党内斗争

中应发挥党员、干部的自觉,侧重正面教育和正面建设,通过加强白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侈

养以达到党内斗争目的,即克服党在恩想原则上的分歧,尽可能避免
“
破坏式

”
的,即对抗

形式的党内斗争。他指出: “
党的纪律、党的统一,主要的也不是靠处罚同志 来 维 i寺

”
,

“
而主要的是依靠党在思想上原则上的真正一致,依靠大多数党员的自觉性 来 维 持 的。

”

(上卷,笫 211页 )即使到了党内斗争已在党员中展开的时候,刘少奇仍主张采取说 逍 理、开

讨论会等温和的方式去解决。他说:中 国党内。
“
大多数的分歧意见,用说服,用讨沦是能够

消除的。
” (上卷,第 68页 ) “

思想原则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在
斗争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态度上,应该尽可能的不对立,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

争论。
” (上卷,第 210页 )他还认为, “

党内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党内不可缺少的教 育;而 党

内的教育也是一种党内斗争,一种比较温和的斗争。
” (上卷,第 193页 )以上两种斗争方式 ,

无论是党员独立地进行的自我完善,还是群体相互问的说理教育,都给人以一种春风细雨般

的温柔感 ?



刘少奇关于党内斗争中与人为善、和平促进的方针,同时也表现在他对广大党员、干部不

是恶意度人,而是寄予高度的信任。基于这种善良的认识,他不认为在党内斗争中我们的广

大党员、干部会存在严重的顾忌、抵触,以及其他消极心理。他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嫉

恶如仇的革命性和参加斗争的自觉性。正因为如此,他才竭力提倡正面建设、自我完善的非

冲突型的党内斗争方式。正因为如此,他对那些在错误的党内斗争中遭受打击、感到委屈的同

志才寄予深切关怀与同情。譬如,他 曾引用两句谚语
“
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

”
,

“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对被伤害同志给以劝慰、开导和勉励。言语中充满了一种慈

父般的亲切。

刘少奇关于党内斗争中与人为羲、和平促进的方针,还表现在他对党内斗争的范围和程

度有限性的主张上。刘少奇主张党内斗争
“
火候

”
要适度,讲究分寸,不偏 不 颇。他 反 对

“
在党内斗争与自我批评中不讲求适当,不讲求分寸,不讲求适可而止,毫无限 制 地 斗 下

去
”

。(上卷,弟 1隗页)他认 为, “
党 内斗争不是斗得愈厉害愈好,而应该有适当限度,应讲

求适当, 
‘
过

’
与

‘
不及

’
都是要不 得 的。

” (上卷,第 212页 )他还提出党内斗争条件论的

观点,即开展党内斗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应注意时机和场合,有些情况应避免党内斗争。他

坚决反对
“
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开展党内斗争

”
的绝对主义,(上卷,第 156页 )主张 在 发

生不同意见时, “
只要不涉及到原则成为问题,我们就要善于妥协,善于让步,善于接受与

同意别人的意见。
” (上卷,第⒛5页 )以上论述表明,刘少奇虽然承认党内斗争的必要 性;

但却认为是不得已而用之,因而少少益善J可以说,刘少奇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党内斗争对

于维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具有绝对意义的观点。

刘少奇在党内斗争思想中侧重反
“
左

”
的较强针对性、强调自我修养和在斗争中

“
与人

为善
”

的温和色彩,是纠正各次
“
左

”
倾错误

“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
那一套的对症良药,

也给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并在中国党的建设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在是 非 颠 倒 的

十年动乱中,却被一伙别有用心的人诬之为
“
右倾极降主义

”
和

“
反 毛 泽 东 思 想 的 大 毒

草
”

。刘少奇本人也受到残酷迫害,含冤而去。这是历史的大悲剧!正 因为这样,我们现在

学习和研究刘少奇的党内斗争思想,更显得格外亲切感人。

本刊1989年第6期 《试论师范学生职业道德形成之动力 》一文在排印时有以下错误,请子更正:

第12页 34行左栏
“
德行为

”
之后漏掉

“
被揭露的可能性有着密切的关系Q其抑制不良道德行为

”

第1t页 3s行、β9行中的
“
实习

”
均应为

“
见习

”
。

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