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仅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一九八一年第六斯

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

一个重要内容

— 学习六中全会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李 鸿 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三中全会 以后的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 它在党的指

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

这在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

要矛盾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

全会通过的 《决议》 指出
: “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以

后
,

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
。

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大大发展

社会生产力
,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

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
,

归根到

底
,

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
, · , ,

…
。 ”

这个科学论断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

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
。

因为对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认识发生偏差
,

是自五七年以后到三

中全会以前我们屡犯左倾错误的主要根源
,

也是某些同志对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确立的正确

方针政策产生怀疑甚至抵触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
。

因此
, 《决议》把关于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列为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逐渐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头一条
。

我们说六中全会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

不等于说全党同志在指导思想

上都已消除了左的影响
。

相反
,

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除
“

文化大革命
”

的消极影响的任务还很艰

巨
,

拨乱反正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

就拿关于主要矛盾的问题来说
,

尽管《决议》对此已作了正

确的回答
,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同志对它的正确性及其对于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都已经有了深

刻的认识
。

因此
,

对这一论断有必要深入学习
、

宣传和研究
,

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加探 理 解
,

提高认识
。

本文拟从党的历史经验和唯物史观的角度
,

谈谈学习六 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科

学论断的体会
。

为什么说六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

呢 ? 主要根据有二
:

一
、

它恢复和发展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

正确规定
,

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根本前提
。

由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总的指导方针正确

,

到了 1 9 5 6年
,

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

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

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 剥削阶级作为

阶级已经消灭
,

农民和手工业者已从个体劳动者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下的劳动者
。

这种

变化意味着阶级矛盾在我国已失去了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

其次
,

科
.



削制度在我国的消灭
,

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 已在我国建立起来
,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已

开始发生作用
。

这个规律的客观要求是
:

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生产的基础上
,

逐步满足人

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

再者
,

我们是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基地上
,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的
。

这就决定了我国在过渡到社

会主义以后
,

必然面临着经济文化很落后
,

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种困难处境
。

正是根据上述客观实际
,

党的八大得出了如下的正确结论
: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

后
,

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

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

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

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

实现国家工业化
,

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 虽然还

有阶级斗争
,

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

这些论断
,

完全

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

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毛泽东同志在 1 9 5 7年指出
,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

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己经基本结束
,

我们的根本任务是
“

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

产力
” ① , “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 向自然开战
,

发展我们的经济
,

发展我

们的文化
” ②

。

这是对八大的根本方针的阐发和肯定
。

可是
,

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

八大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左倾错误的干扰
。

八大的正

确路线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非但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
,

在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反而遭到

公开的否定和批判
,

结果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成就
。

背离八大路线的左倾错误之所以会产生
,

从根本上讲
,

就在于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

要矛盾缺乏科学的认识
,

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的阶级矛盾片面地夸大为主要矛盾
,

把对阶级

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做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 不了解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才是社会主

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

三中全会通过运用唯物史观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

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左倾错误
,

确立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正确政治 路 线
。

1 9 7 9 年

春
,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
,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

需要
。

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实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的正确性
。

六中全会通过集中全党的智

慧
,

在肯定八大路线和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
,

对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作出了

比八大更为精确的科学规定
,

从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

在《决议》 中
,

断然否定了那种认为阶级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
、

因而要

始终坚持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

的左倾错误观点
,

代之以下述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

要求的科学论断
: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

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保证
;
努

力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

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正确道路
;
由

于国内因素和国际的影响
,

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 围内长期存在
,

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

化
,

但是由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 已经消灭
,

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是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

的各种社会矛盾
,

作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

已失去了其经济基 础 和 政 治

基础
,

因而完全不应该继续搞政治大革命
。

这些科学论断
,

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

正
。

而在主要矛盾间题上的拨乱反正
,

则是党的指导思想得以完成拨乱反正的前提
。

显然
,

如果不肯定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

那么
,

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党在新时期的



政治路线
,

也就失去 了理论上的根据 , 也无法说明
“

文化大革命
”

那种
“

政治大革命
”

为什么是

根本错误的
。

毛泽东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
: “

对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
、

主要的矛盾方面和

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
” ,

是
“

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重要方

法之一
” ③

。

我们过去之所以会在根本指导方针上产生失误
,

就在于对我国的主要矛盾的认

识发生了偏差 ; 因而正确地把握我国的主要矛盾
,

就必然成为拨乱反正的首要前提
。

二
、

它纠正了人们对于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左倾错误观点
,

恢复了唯物史观和

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 目
。

左倾观点在历史观上的一个主要错误
,

就是片面地把唯物史观归结为阶级斗争
。

这是对

唯物史观的偏离
。

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曾经郑重地声明
: “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有阶级存

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
,

都不是我的功劳
。

在我以前很久
,

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

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
,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 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 ” ④ 但是他

们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

只有揭示隐藏在阶级斗争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
,

进而揭示社会的

根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

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

依据唯物史观
,

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是任何社会所固有的
、

贯串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的矛

盾
。

它在无阶级和已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里
,

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 它在存在着阶级对抗的

社会里
,

体现为阶级矛盾或斗争
。

因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
,

人们对于物质文化资料的需要
,

只有通过阶级斗争
,

才能得到或多或少的满足
,

因此阶级矛盾也就成了对抗性阶级社会的主

要矛盾
。

尽管如此
,

生产与需要的矛盾仍是对抗性阶级社会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矛盾
,

比起阶

级矛盾来说
,

它是更深一层的矛盾
,

因为它是阶级斗争这个动力的动力
。

恩格斯 曾 明 确 指

出
,

人们并不是为阶级斗争而斗争
,

一切阶级斗争
,

都是
“

首先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
” 。

⑥

这里所说的经济利益
,

也就是人们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
。

需要首先是一个属于客观的物

质利益范畴
,

它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是一种什么纯属主观的范畴
。

生产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

生活资料
,

是人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
, “

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 , ⑥ “

已经得到满足的

第一个需要本身
、

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

这种

新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 ”

O 可以说
,

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
,

因而也就没有人类社会

但是
,

需要并不能单独成为历史或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
,

只有当它同生产有机地 联 结 在 一

起
、

构成一对矛盾的时候
,

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 因为
“

生产是实际的起点 <即人类

历史的起点— 引者注 >
,

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
。

消费
,

作为必需
,

作为需要
,

本身

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
。 ” ⑧ 生产与需要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

没有生产就没有需

要 , 反之亦然
。

因为如果没有需要
, “

生产就没有目的
” , ⑧ 因而人们也就不会去进行生产

。

生产之所以是人类历史的起点
,

是因为人的需要同动物不同
。

外部自然界可以现成地满

足动物的需要
,

但它并不能 自动地提供满足人类所需要的现成物质资料 ; 人类只有通过劳动

生产才能获得 自己所必需的物质资料
。

这就决定了生产与需要的矛盾必然是人类社会最根本

的矛盾 , 离开了这个矛盾
,

就没有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史
。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
,

这个根本矛

盾被阶级斗争的云雾笼罩住
,

这是人们不易直观到它的客观存在和作用的一个主要原因
。

生产与需要的对立统一
,

是无阶级社会或已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 的 主 要 矛

盾 ; 它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虽然不作为主要矛盾的形态出现
,

但它还是作为阶级斗争这个动

力的动力而起作用
。

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根本原理
。

可以说
,

否定这个原理
,

就无法揭示阶

级斗争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

因而也就没有唯物史观
。

可是



过去人们却往往忽视上述原理
,

并且把作为阶级对抗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简单地移用

于 已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
,

因而得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继续开展
“

一个阶级推翻

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

这个极为错误的结论
,

导致实践中严重的失误
。

六中全会坚决摒弃了

上述错误观点
,

明确指出
: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生

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
。

这就使得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回到唯物史观的轨道上来
。

在过去
,

我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
。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
,

固然非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可
。

但是它并不是 目的本身
。

长期以来
,

人们却把它看

成目的
,

忘记了马克思关于
“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

的

科学论断 , 9 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 目的
,

就是要
“

充分保证社会全体

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 自由的全面发展
。 ”

O 他们不了解
:

由于我 国 社 会 生 产 落 后
,

不

要说充分地保证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的发展
,

就是保证满足人民对于衣食住以及医疗
、

教

育
、

就业等基本需要
,

都难以在短期内完全办到
, 因而对于我国来说

,

集中精力把生产搞上

去就成为特别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

由于忘记了或不了解上述道理
,

于是就舍本逐末地把已不

是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 , 结果既导致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

误伤了

许多好同志 , 又破坏和阻挠了经济文化事业的正常发展
,

使得我们未能取得应该取得的成绩
。

六中全会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的科学认识
,

抛弃了在

这个间题上的左倾观点
,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和革命方式作出了如下的正确规定
: “

社

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
,

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
,

完善和发展社会

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

逐步消灭一切主要 由于

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
,

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

这是人类

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
。

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斗争
,

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

一个阶段
。

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
,

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

实现
,

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

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 ”

这就使我们党的根本方针回到了

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了
。

有些同志认为
:

到了我国社会生产的落后状态改变了以后
,

生产与需要的矛盾就不一定

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
。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

依据历史辩证法
,

即使我国已发展到进

入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
,

生产与需要的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
只是那时

它 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再是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罢了
。

因为人们的需要是无止境的
,

生产在充分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之后
,

人们又会产生新的需要
,
生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达到使

人们再也提不出新的需要的水平
。

这种情况决定了生产与需要的矛盾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存在

着
,

决定了人类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必然是个无 限发展的辩证过程
,

永远也不会达到终点
。

综上所述
,

六中全会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科学规定
.

对于我

们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

六中全会关于现阶段我国国内的

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和据此而制定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

必将指引我们胜利地把我国建设成

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

注释
: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

第 37 7
、

375 页 , 第 1 卷
,

第 31 4一 31 5 ,页
。

④⑤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

第 3 3 2
、

332 页
。

⑧⑨L 第 1卷
,

第 32
、

33 页 , 第 2 卷
,

第97
、

94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