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朱德、贺

龙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

1954年春节，河北省唐山解家套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小女孩陈小翠， 正在试

穿妈妈刚做好的新衣。

大跃进中，一位小女孩坐在“高产

田”里的稻穗上。

土地改革时期，湖南岳阳县策口乡

农民烧毁旧地契。

权力斗争只是表面现象

“文革”很复杂，它的起因至今众说纷纭。流传较广的是所

谓权力斗争说，说“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之

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降

低，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

觉到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

革”。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毛泽东也不掩饰、不隐晦他发动

“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原因、 表面现象。 如果用这个解释

“文革”， 有几个重要问题说不清楚： 比如说毛泽东发动“文

革”，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

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

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之久，毛泽东都不罢休，后

来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另外，毛泽东很长时间内对刘少奇、邓小平非常欣赏，他

的不满意是从1962年开始，主要是所谓“三自一包”。为了解决

“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安徽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不少领

导人热情支持。刘少奇讲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邓小平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还有中央

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专门向毛泽东建议，推广责任田；

还有国务院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邓子恢也写报告， 建议推

广。毛泽东不同意这些意见。在他看来，党内刮起了一股单干

风，越到上层越大，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

场上，替他们打主意。“三自一包”在毛泽东眼里，变成了修正

主义资本主义的纲领。所以，在他看来，刘少奇、邓小平就成了

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使党不变修，国不变

色，就得把他们打倒，夺他们的权。我认为毛泽东当年就是这

样一种逻辑。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当然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个判断肯定是错的，但是为什么

有这样的判断？我认为缘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对社

会主义的理解，固守了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我概括为四个单

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

经营。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看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

具体弊端，但是这四条，他当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再一点，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三点他特别强调，

第一，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他特别反对收入差距太大。

第二，强调干部得同老百姓完全平等。他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

军事共产主义。第三，强调精神上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

一部电影，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来。毛泽东这三个

方面的理想，我们没有理由说它不好。问题在于，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他就要推行，肯定有阻力。比如收入差距当年小到了近

乎于平均主义的地步，肯定调动不了积极性。干部这里有阻力

就开始教育，教育半天发现，好像老干部变“修”了，干脆打倒，

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所谓无产阶级

革命接班人，后来对王洪文失望，因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享

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

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是

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蛋，集市上卖掉，买点生活用品。后来一

度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

闭集市贸易。用这样的办法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

毛泽东在“文革”之前看到了党内的阴暗面，但他解

决的方法错了

毛泽东晚年发现理想社会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1976年春节，毛泽东的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在病中看了一场电

影，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当他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

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忱欢迎的镜头的时候，他放声大哭。哭

什么？我认为他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

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不如建国

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的理想跟眼前的现实这个巨大的反差，

让他伤感。

所以我赞同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里一个基本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

悲剧。他在“文革”之前看到了党内的阴暗面，比如有的领导干

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人鱼肉百姓。毛泽东容不得这

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方法错了。今天我们看得很明白，要

想解决干部不脱离群众的问题，关键是靠制度，靠权力监督制

约。而当年毛泽东用得更多的是打倒夺权的方法。这样的办法

代价太大了，成本太高了，如果权力制约(制度)跟不上，也不可

能根本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的失误、他的教训在这，但

是愿望是好的。

邓小平爱谈历史，谈的基本上都是犯错误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不回避错误的。特别是“文革”结束之后，以

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地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

大家知道，邓小平的经历很特殊。“文革”中被打倒了两次，这

个经历使他在党内对“文革”教训的思考，比别人都多而且深，

可以说真正大彻大悟。如果我们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很容易发现： 邓小平爱谈历史， 谈的基本上都是犯错误的历

史。 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论断， 就是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

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

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治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他的基

本判断，用的全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我觉得，都是针对当年

的教训、特别是“文革”之中的教训阐发的。

所以我们的错误没有白犯，代价没有白付，换取了巨大的历

史进步。几年前有一个越南人问我：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

起步最早？我说就因为我们发生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

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醒了，撞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们义无反顾，

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走上了一条新路。 (下转A2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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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能够成功应对面临的挑战吗?�

他们，凭什么能？

———中央党校党史专家谢春涛解读中共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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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他们第一次秘密的正式聚会，参与者才13人。 28年后，他们推翻了独裁政

权，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从赤手空拳到大国崛起，他们几经挫折，他们突围奋

进。他们，靠什么赢得天下与民心？

6月18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

研部副主任、 博士生导师谢春涛教

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

坦诚解读“中共的成功之道”。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

年，“记忆版”特别推出“不能忘却的

记忆”特刊，选摘谢春涛教授讲座的

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答：犯错的动机、愿望是好的，是好心办坏事；犯错误期间也有重要的成就；犯了错

之后，领导人同老百姓同甘共苦；深刻地总结犯错的教训，换取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选摘关键词：“文革”与毛泽东 、邓小平

◇几年前有一个越南人问我： 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说就因为我们发生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使中

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 撞醒了， 撞得头破血流， 所以我们义无反顾， 纠正了过去的错误， 走上了一条新路。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 (草案)》， 并就

《宪法(草案)》修改问题分别

致信刘少奇、胡乔木。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