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

程 思 进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了我国内部的

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问题。为了进一步学习和领会华国锋同志的报告精神,这里就有关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问题谈一些个人的体会。

为什么说在我国三太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不存在了?

三大改造是一场消灭资产阶级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说, “社会主义就是消

灭阶级。〃
(《 列宁选集》,第 4卷 ,第

"页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

渡的社会。要消灭阶级,第一步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消灭剥削阶级,建立公有制

经济,进入社会主义;第二步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太力发展生产力9逐步消灭三大差别 ,

为完全消灭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进行三大扒.造9就是为了完成消灭阶级的

第一步任务。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正如列宁指出的: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
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 《这种关系大

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

己所支配的那分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曲于它

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 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选集》,第 4卷 ,第 10页 )这段话表明9阶级划分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对生产资料̄的关

系不同是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资产阶级之所以构成为阶级,就是因为他们占有生产资

料,并且凭借它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 “资产阶级生

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9是财富在私人手.里 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

件是雇佣劳动。”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第26顶 )所以9要消灭资产阶级,必须在无

产阶级专政条件下9消灭资产阶级占有制,也就是消灭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

小私有制,也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再产生的土壤和条件9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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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选集》,第 4卷 ,第181页 )正

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第 265页 )既然划分资产阶级关键是看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

那么考察资产阶级是否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关键也应看它是否还占有生产资料,这才

合乎逻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由 于没收了官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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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主土地,就标志着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存在了。剩下的剥削阶

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构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为了消灭我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九五三年六月以毛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指出: “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

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毛泽东选集》,第 5卷 ,第 81页)三大改造的实质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就是要使资本 主 义

和小生产绝种。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两面性,所以无产阶级与它的矛盾属于

人民内部矛盾,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是和平改造即赎买的政策,但实质是剥夺它占

有的生产资料。对小私有者,我们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只能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 ,

引导他们走集体化的道路9但实质仍是消灭小私有制。到一九五六年,我国三大改造基

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 (包括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建立起来了,私有制消灭了,

这就标志着我国消灭了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到现在,经过近三

十年的教蒿和改造,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并没有消灭。这是由于社会

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使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要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但是,绝不

能因此而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正如在我国至今还严重存在着封建阶级的思

想意识,但并不熊说我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一样。林彪、
“
四人帮

”
鼓

吹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始终存在”,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意

识的存在,当 作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这是抛开经济条件谈阶级存在的历史唯心

主义谬论。更有甚者,他们又从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决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

这ˉ谬论出发,引伸出社会主义时期以 “思想标准”划分阶级的荒唐逻辑。按照他们的

逻辑,只要有资产阶级思想 ,就是资产阶级;而只妾不同意他们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

想。他们这种抛弃划分阶级的 “经济标准”,另立
亻思想准标

”
的目的,是要随心所欲地

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凡是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按他们的 “思想标

准”通通打成 “党内资产阶级”,凡是不跟着他们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按他们的

“思想标准”通通打成新资产阶级,实行“
全面专政

”
。林彪、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及

其危害,从反面证明了:判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否存在,不能以 “思想标准”作为

依据;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占有制,是消灭资产阶级的唯一标志。

既然资产阶级作为-个阶级消灭了,为什么还存在阶级斗争,还要蛏持 无产 阶级

专政?

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 然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已经消灭了,

但是某些残余还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社会上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各种严

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

子。这些人尽管不占有生产资料,构不成一个阶级,但他们仍代表着剥削阶级的愿望,

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在人民内部,由于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9也还有阶级斗 争 的反

映。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还远没有达到能够消除阶级斗争现象的物质条件。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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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所说: “
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贫困。这个

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
‘
消亡’

。
”(《 列宁选集》,第8卷 ,第 2砝 g页 )正是由于

以上诸种原因,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斗争9我们还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机器去镇压敌人,教育人民9发展社会生产力。

那种认为剥削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结束了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那种认为既然

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就还存在 ,阶级斗争就一定还是 “纲”
的观点更

是有害的。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 9我 国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工人、

社会主义的农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阶级状况的这些变

化,给阶级斗争带来了新的特点。首先 ,阶级斗争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于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阶级斗争就不再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随着工作重点

的转移,加速实现 “四化
”已成为全党工作中心。我们在工作中要抓阶级斗争”但必须

围绕 “四化”进行,为“
四化勹艮务,不能离开 “四化”去搞阶级斗争。其次,阶级斗争

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建立起来,我们的任务已由解放生产

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上存在着极少数破坏 “四化”的敌

人,对他们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这种专玫”应严格按照社会主义法制,由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对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反映 ,主要是加强思想教育。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

都不需要再采取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形式。第三9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将是逐步

趋向缓和。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了稳定的统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今

后,除非有外敌入侵或某种极特殊的原因,阶级斗争不会向激烈发展。

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我们

今天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因为还有阶级斗争,需要向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以外 ,

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在镇工阶级敌人

反抗的同时, “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 (《 歹刂宁选集》,第 8卷 ,第 2甚 8页 )。 社会主

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新型的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胁、法律

上和制度上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杈力。只有入民真正享有当家仵i妁权力,才能有

效地镇压敌人。同时,如果没有社会t义民主,就不可能充分调动广大入民群众的积极

性, “四化”就将成为空话。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实现 “四化”的必不可少的政治条

件,加速 “四化”建设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保证。我国历史上经历了两千多

年的封建让会,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又跳过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非常缺乏民主的传

统。建国以后,民主实行得很差9制度很不健仝。林彪、 “四人帮″正是利 f了 这 一

点,肆意践踏马克思主义口家学说9践踏民主和法制。他们把民主和专政剖裂开来,对
立起来9宣扬一秭资

=阶
级才讲民主”元产阶级只讲专政的谬论。林疣t苡吹 “政权就是

镇压之杈” ,“四人帮
”鼓吹 “仝面专政”夕都是把元产阶级专政篡改为对元产阶级的专

政,把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这种打着 “巩田无产阶级专政”

的旗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 9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正是针对林彪、“四人帮”
'

的这种干扰和破坏,所以党中央特别强 }目 在目前一段时期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只

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真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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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三大改遘基本完戚以后,剥削阶级消灭了,本应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什么这以唐不但着重点的转移设有实现9反而出现了-次又-次全

国性的太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呢?

三大改造时期,无产阶级为了粉碎剥削阶级的反抗 ,解放社会生产力,所以采取了大

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的形式。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资产阶级消灭了,全党工作的着重

点就应当从抓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能

长期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上面。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发展生

产、进行经济建设的任务更为迫切。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指出: “在任何社会主义

革命中9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

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

到首要地位 ;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 列宁全集》,第 2了卷,第 285页 )。 一九五

七年二月,毛主席在三大改造基本
·
结束后也及时指出: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

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9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这以后 “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9发展我们的经济9发展我们的文化”
 (《 毛泽东选

集》,第 b卷 ,第 8了 5页 )。 ^九五八年一月9毛主席又明确指出: “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

到技术革命上面去
”。一九六四年,敬爱的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上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本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经在
一

个时期

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关于实现 “四化”的

正确理论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工作着重点长期没有从抓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

来,阶级斗争反而越来越激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要看到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和破坏。他们最怕工作重心的转移,最怕

实现四个现代化,公然攻击 “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全党全

国人民同 “四人帮
”的生死斗争就是围绕要不要 “四化”进行的。 “四人帮

”之所以对

搞四化如此仇恨9是因为他们所鼓吹的是一种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9目的是要建立一

个封建专制统治9而这种统治只有在广大人民愚昧落后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如果在中国

大地上实现了 “四化
”,社会主义制度就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就会战

胜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人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也

会大大提高,这就会从根本上堵塞这伙野心家篡权复辟的道路。

林彪、 “四人帮″怀着极端恐惧的心理状态反对 “四化”。他们利用控制的舆论工

具,制造了大量的谬论,如 ε散布 “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9 “宁要社会主义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高速度”, “阶级斗争抓

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 “那里烟囟冒烟,就往那里冲

”等等。这些谬论的特

点就是打着阶级斗争的招牌9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反对 “四化”,更是刻骨仇恨主

张实现 “四化
″的人。他们把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干部通通打成走资派,胡

说走资派组成了 “党内资产阶级”。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大抓 “勤勤恳恳 的 走 资 派
”

,

“埋头苦干的走资派”,把这场革命歪曲为全国性的抓党内走资派的运动。他们胡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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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 “上边有,下边有9上边带着下边走”,“党内有,党外有,党内领着党外走”。

叫嚷 “公安机关的注意力要集中在党内资产阶级身上”专政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

在他们的煽动下,确实出现了阶级斗争的狂风恶浪。然而这绝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

是他们-伙以势压人 ,强奸民意9运动群众。运动群众者必然受到群众的惩罚。违背社会

历史发展规律的人,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四人帮”
挑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逼迫人民也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去反击他们。 “四 。五”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迸发出的

革命激情,就是最生动的笨现。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汐。以华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粉碎了 “四人帮”,扫除了进行 “四化
”

的最大障碍9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

移刨造了最好的条件。

其次,还要看到我们在一些时期工作上的失误。一九五六年9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

成以后,理所当然的应把主要精力从抓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9急风暴雨式

的群众阶级斗争刚刚结束 ,接着叉来了一场又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其结果是

伤害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始终没有形戍一个安定田结的政治局面”髟响了工

作重心的转移。是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激剧的变化吗?不是。是对阶级形势的分析和估量

上有失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我们继续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主要矛

盾9把已经消灭了的资产阶级又当成一个完整的阶级来看待9认为他们的力量不是随着

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逐步削弱,而是越来越强大。从而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夸大

为现实性,继续把阶级斗争放在中心位置来抓。在进行阶级斗争时,又往往不是从实际

出发9不是哪里有问题就在哪里解决,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什么性质解决,而是 “刮

风”,动不动就开展全国性运动。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9而且混淆

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 然寻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正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量上的

失误,影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太的成绩9影响了社会主义优

越性的充分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根本

上扭转了长期被动的局面。

总之,我国内部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只有对这种

变化有了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才能正确地坚持阶级斗争9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为实

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而努力奋斗。

(上 文紧接 55页 ) “(宋 )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9公室之枝叶也。若

去之9则本根无所庇阴矣。葛蕞犹能庇其本根 9故 吾子以为比9况 国君乎。”则谓 《葛赢》

一诗是 “比”。但毛亨的 《}艹故训传》则在该涛 “褓鼷葛蘸,在河之浒
″下又云: “兴

也
”。故郑笺引申其义曰: “兴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长其子孙。

”
可见同一

首诗,而是比是兴,当 时已有异说。怛是9无论如河9从上述两说中可以看出-个共同

点,比和兴都是属于修辞学上譬喻格的范畴。因此9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屈赋运用譬喻

的这一传统的艺术特色9作为今天诗歌创 {·|上沟借鉴,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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