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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

何 天 齐

在中国共产党将近七十年的光辉历史上
,

有过三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
:

第一次是从北伐

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

这次转折的标志可以说是八七会议 ; 第二次是从第五次

反
“

围剿
”

的失败到抗 日战争的兴起
,

这次转折的标志是遵义会议 , 第三次是从结束
“

文化大革

命
”

的十年动乱到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

这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

三中全会
。

这三次转折虽然情况各不相同
,

特别是建国以后发生的第三次转折同民主革命时

期的那两次相比
,

历史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
。

但是
,

既然同为转折
,

那就仍有许多共同的东

西
。

探讨这三次转折的共同特点和利弊得失
,

总结其经验教训
,

对于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
,

搞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
,

是有意义的
。

所谓转折
,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转危为安
,

转败为胜
。

我党历史
_

L的重大转折
,

就是指

党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
,

转变党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
,

纠正严重错误
,

使党的

事业从挫折和失败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

比如
,

发生在我党幼年时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

就是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
,

使党

和革命事业从北伐战争的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

大家都知道
,

从 1牙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 9 2 7年春季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

这是中国

革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
,

也是党的历史上生动活泼
、

富有创造性的时期
。 “

初生牛犊不怕

虎
” 。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发动了千百万人民群众

参加的
、

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
,

工人运

动农民运动如火如茶
,

第二次国共合作成效卓著
,

、

北伐战争胜利发展
,

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

上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

中华民族复兴在望
。

但是 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反动力量过于强

大
,

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
,

同时党又处于幼年时期
,

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

致

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

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

杀
,

党员由六万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
,

工会会员 由三百万减少到三万
,

农会大都不再存在
。

为了挽救处在危急中的中国革命
,

中国共产党于 1 9 2 7年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
,

即后来称谓的八七会议
。

因为当时时局紧张
,

环境险恶 , 交通非常不便
,

所以只能召集在武

汉的中央委员
、

候补中央委员
、

监察委员
、

共青团中央委员 以及湖北
、

拼南和军委的代表开

会
,

包括共产 国际代表在内与会的不过二十余人
。

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



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释主义
,

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

方针
,

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
,

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生

要任务
。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

’

从统一战线
、

农民
、 ·

军事和组织问题等四个方面批判

了投降主义路线
,

提出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的著名论断
。

①会议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

时中央政治局
,

随后又设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
、

南方局和北方局
,

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机构

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
,

中国革命进入 了新的历史时期
。

当然
,

说八七会议是这次转折的标志并不是说它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
。

事实上
,

在八七

会议之前
,

党中央 已于 7 月 12 日进行了改组
,

成立 了一个由张国煮
、

张太雷
、

李维汉
、

李立

三
、

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
,

取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
。

五人常委同意和决

定举行南昌起义
,

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

于 8 月 1 日举行了这次有重大 历 史 意 义

的起义
,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

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

期
。

五人常委还决定发动秋收起义
,

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中共中央关于 湘 鄂粤

赣四省农 民秋收暴动大纲 》 ,

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
,

成为八七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

此外
,

召开

中央紧急会议也是五人常委领导时期决定的
,

由在武汉的常委和瞿秋白等同志主持了具体的

筹备工作
。

由此可见
,

八七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
,

但因为它集中了当时能够集

中的中央委员和其他方面负责人
,

解决了上面所说的继续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
,

所以成为我

党第一饮重大转折的标志
。

1 9 2 7年春
,

毛泽东写过一首《 黄鹤楼》 (调寄菩萨蛮 )的词
,

对其最

后一句
“

心潮逐浪高
”

中的
“

心潮
”

二字作者曾自注云
: “

一九二七年
,

大革命失败的前夕
,

心情

苍凉
,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

这是那年的春季
。

夏季
,

八月
一

七号
,

党的紧急会议
,

决定武装反

抗
,

从此找到了出路
” 。

②这个注解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当年的心情和八七会

议作为历史转折标志的伟大意义
。

遵义会议的情况更是这样
。

八七会议以后
,

从 1 9 2 7年秋到 1 9 3 0年
,

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两百多次武装

起义
,

虽然大多数都失败 了
,

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

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

其中有些

起义总结了经验教训
,

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
。

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和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

点燃 了
“

工农武装割据
”

的星星之火
,

成为把革命的退却和

进攻结合起来的典范
。

毛泽东和以后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的朱德等同志

一起
,

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

对建党
、

建军
、

建政
、

土地革命以及人民革命战

争的战略战术等
,

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创造
,

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

为中

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

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
。

虽然八七会议 以后不久党内先后

发生过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代表的两次
“

左
”

倾错误
,

但由于遭到各地的抵制和在实际工作中

的失败
,

很快就停止了
,

农村革命斗争仍然得到迅速发展
。

到 1 9 3 4年
,

全国建立了 12 块革命根

据地
,

红军发展到 30 万人
,

党员也发展到 30 万左右
,

出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

局面
。

各个根据地的红军 曾多次击败国民党军队的
“

围剿
” ,
如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连续 四次取

得了反
“

围剿
”

斗争的伟大胜利
。

但是由于王明
“

左
”

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
,

破坏了这种大好形势
,

使革命再一次遭到惨重失败
。

王明教条宗派集团是在共产 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在 1 9 3 1 年 1 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 上 台

的
。

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
,

披着列马主义的外衣
,

打着
“

反立三路线
”

的旗号
,

推行一条比

立三路线更为严重
、

形态更加完备
、

气焰更为嚣张的
“

左
”

倾机会主义路线
。

他们馄淆民主革命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
,

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 他们否认革命的长期
.

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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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欲折性
,
继续强调全国性的

.

“

革命高潮
”

和党的
“

进攻路线
” ;他们不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寒质上是农民革命
,

周而轻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
,

主张城市中心
,

反对以农村

包围城市
、

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 他们在军事和战略战术上鼓吹单纯军事观点
,

反对积

极防御
,

主张消极防御
,

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
,

主张正规战
、

阵地战
,

提出
“

全线

小击
” 、 “

短促突击气 ”两个拳头打人
” 、

.

“

御敌于国门之外
”

等错误 口号和方针 ; 他们在组织上

大搞宗派主义
,

实行
“

残酷斗争
,

无情打击
” 。
王明这一整套

“

左
”

倾错误
,

使党在白区的工作

遭到严重损失
, 以致临时中央不得不在 1昭 3年初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

然后又使中央革命根

据地和各个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
,

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
“

围剿
”

的失败
,

红军被迫进行

长征
。

在长征中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

使得中央红军连连受挫
,

很快就由出发时的

8 万人减少到 3 万人
,

党和红军处于严重的危急关头
,

中国革命濒临失败的危险
。

就是在这

种情况下
,

党中央于 1 9 3 5年 l 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

史称遵义会议
。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间题
。

先由博古作关于反五次
“

围剿
”

总结的报告
,

周恩来作副报告
,

然后大家发言
。

毛泽东在发言中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

批评
,

’

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伺题
,

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
。

其他同志也对博古的

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
,

肯定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
。

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反 对 敌人

五次
“

围剿
”

的总结决议》 ,

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

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

撤销了博

古
、

李德指挥军事的职权
。

随后
,

常委分工
,

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
,

毛泽东
、

周恩来负

责军事
。

在行军途中
,

又组成由毛泽东
、

周恩来
、

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
,

负责全权指

挥军事
。

这样
,

遵义会议就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 内的领导地位
,

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
『

正确军事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

这就使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
,

从而在危

急关头挽救了党
,

挽救了红军
,

挽救了中国革命
,

所以说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

彼关的转折点
。

遵义会议没有涉及王明路线政治上的错误
, “

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
” ,

③这是因为当

时性命交关的是军事问题
,

这个问题已为多数人所认识
,

而政治路线问题还不为大家所了解
,

对当时打仗也没有直接关系
,

如果同时提出这个间题
,

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
,

许多人会

有保留
,

这样遵义会议就很难取得成功
。 “

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
,

… …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

上的让步
,

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
,

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
,

完全正确的
” 。 ④遵义会议

以后。党和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
,

克服无数艰难险阻
,

粉碎敌人的围追堵

截
,

战肚张国蠢的分裂主义
,
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

红军一到陕北
,

中央政治局就召开瓦窑堡

会议清算王明的政治路线
,

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随后我党又正确地处理了西安事变
,

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

1 9 4 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
,

则对王明为代表的
“

左
”

倾错误进行了全面

的清理和批判
,

特别是从思想理论上克服了
“

左
”

倾路线的影响
,
使全党在思想

、 」

政治和组织

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
,

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

也正是在延安时期
,

毛泽

东思想的各个方面都趋于成熟
,

特别是解决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

找到了有

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

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
L

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总之
,

以

遵义会议为开端和标志的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重大转折持续了十年之久
。

经过这次转折
,

中国

共产党从幼年进入了成熟阶段
。 .

至于以十尸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第三次转折
,

大家都很清楚
,
它主要是纠正

“

文 化 大革

命
”

这个全局性的
、

长时间的严重
“

左
”

倾错误 以及
“

文革
”

以前的
.

“

左
”

倾错误
。

这次会议是 1 9 7 8

年 1 2月召开的
。

会议的主要任务
,

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会前开了历时 3 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
,

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

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
.

“

以阶级

斗争为纲
”

的口号
,
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 , 批判了

“

两个凡是
”

的错误方针
,

高度评价了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确定了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团结一致向前着的指导方针 , 提出了健

全社会主义民主和
一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

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二批重大冤假错案和

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间题 ; 决定健全党的生活
,

健全党规党法
,

反对个人祟拜
,

加强

集体领导
,

贯彻民主集中制
,

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

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

此外
,

三中全会还讨论了 1 9 7 9
、

1 9 8。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农业问题
,

指出必须纠正不从国力

实际情况出发一味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
,

认真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间题
,

开

始纠正经济建设中的
“

左
”

倾指导思想
。

总之
,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
,

就在于从根

本上冲破了长期
“

左
”

倾错误的严重束缚
,

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
,

重新确立 了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路线
、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

从根本上结束了
“

左
”

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
,

揭开

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
。

.

如同 1 9 4 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称遵义会议是
“

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

一样
,

1 9 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 《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间题的决议 》指出
,

十一届三中全会
“

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

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 。

所以
,

人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
“

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 ,

是有道

理的
。

由于三中全会所纠正的
“

文化大革命
”

及其以前的
“

左
”

倾错误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

思想
,

所以这次转折首先面临着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重大间题
。

从三

中全会到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不过两年半时间
,

我党就顺

利地解决了这个重大间题
,

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

以后
,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
,

邓小平同志提出并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思想
。

十三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

进一步提出

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

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

这样
,

我们

党就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

任务
、

动力
、

条件
、

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
,

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

二次历史性 飞跃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多时间
,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以及各方

面
_

1几作都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

事实雄辩地证明
: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开

辟 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

这次伟大转折的深远意义将更加明显
。

从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的情况比较中
,

我们可 以得到哪些启发呢 ?

第一
,

三次转折告诉我们
,

无论是一个人
,

还是一个党
,

错误总是难免的
。

所谓一贯正

确
,

绝对正确
, “

洞察一切
” ,

不仅个人作不到
,

党也是作不到的
。

为什么需要转折全就是因为党犯了严重错误
,

需要纠正这种错误
,

才能继续前进
。

八七

会议就是纠正投降主义错误
,

遵义会议就是纠正王明的
“

左产倾错误
,

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纠

正
“

文化大革命
”

及其 以前的
“

左
”

倾错误
。

纠正了严重错误
,

党的路线和政策转
.

上匆汹正确轨

道
,

党和革命事业就大踏步前进了
。

个人更是这样
。

即如毛泽东这样的杰出人物
,

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转折中起过重大的和

决定性的作用
,

_

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他受到全党的崇敬
,

成为我们党最有威望的领袖
,

七大确认

一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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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

正如邓小平所说
,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

导
, “

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 … ,

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 ”⑥但是

,

就是

这样一位经过几十年历史考验的伟大人物
,

却在晚年犯了
“

文化大革命
”

这样严重的错误
。

如

果从 5。年代后期算起
,

这种
“

左
”

倾错误持续了近 2。年之久
。

现在人们都认识到
,

这是个人崇

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
,

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

因
,

同时也和人们的思想状况与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
。

因此
,

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

进行体制改革
,

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
,

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
,

才能从根本
_

L制止个人崇拜
,

防止类似错误重演
。

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
,

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
,

它自身具有纠错的机制
。

比如已

成为党的优良传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
,

以及长期 的 马 列 主

义
、

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等等
,

都是克服自身错误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条件
。

更重要的是
,

我们

党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团体
,

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只有解放全人类
,

才

能解放工人阶级自己
。

因此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

是党的根本宗旨
。

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

是党的本质特征
。

只要我们保持和发扬这种

性质和作风
,

同时健全和发展党内纠正错误的机制
,

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一切怀

疑党的领导
、

不相信党能自己纠正错误的想法
,

都是没有根据的
。

第二
,

三次转折告诉我们
,

在纠正错误
、

实行转折的时候
,

要注意防止片面性
,

防止在

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
。

由于社会和认识方面的原因
,

在转折时期
,

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的
,

反映

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会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
。

如八七会议
,

就在反对

和纠正右倾错误的时候
,

为
“

左
”

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

大革命失败
,

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被屠杀
,

幸存下来的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普遍存在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
,

对陈独秀

投降主义表示强烈的愤慨
。

特别是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
,

他们具有赴汤蹈火

的革命决心
,

但却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
,

使得
“

左
”

倾情绪更容易滋长起来
。

当时
“

左
”

比右

好的观点就已发生
,

不少人认为
“

左
”

是站着斗
,

右是跪着降
,

怕右不怕
“

左
” 。

这种情绪在八

七会议上就有反映
,

会后继续滋长
,

三个月后就形成以瞿秋白为首的
“

左
”

倾盲动主义错误
。

⑥

以后又相继出现 以李立三和王明为首的两次
“

左
”

倾错误
,

对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

特别是王

明的错误
,

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

八七会议的
召

左
”

倾错误除了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

义的倾向以外
,

还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态度上
。

当时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

后期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
,

就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
,

采取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大

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
“

左
”

倾政策
,

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了重大损失
。

八七会议之所以发生这种反右出
“

左
”

的错误
,

是和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的状况分不开

的
。

以后第二次转折
,

党逐渐成熟
,

就吸取 了这种教训
,

防止了在反对
“

左
”

倾错误时出现右

!的偏向
。

当然这是从中央的指导思想和党的全局来说的
。

至于在个别领导人的思想上和某些

局部地
,

区出现右的偏向那仍然是有的
,

最突出的是王明
,

在他的
“

左
”

倾错误受到批评和纠正
,

以后
,

在 1 9 3 7年 12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

他又犯了右倾错误
。

这种右倾错误主要表现

在统一战线和战争两个间题上
。

在统一战线间题上
,

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方针
,

提出
“

一切经

过统一战线
,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 ,

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 在战争

间题上
,

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

主张
“

普遍的实行运动战
,

配合以阵地战
,

辅之以

游击战
” ,

与此相联系
,

他轻视建立抗日根据地
,

轻视建立人民的武装
,

等等
。

由王明任书记的



长江局和长江局所领导的东南分局
,

曾经受到这种右倾错误的影响
,

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

失
。

到六届六中全会
,

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纠正 了王明的这次右倾错误
。

这说明党的政治水

平和领导艺术比幼年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
。

以后
,

通过延安整风
,

系统地清算了教条主义
,

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

直到夺取全国政权乃至社会主义改造
,

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路线错误
。

第三次转折虽然是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

但我们党比过去的历次转折都更成熟
、

更有经验了
。

这次转折是纠正
“

文化大革命
”

以及
“

文革
”

以前的
“

左
”

倾错误
。

由于这种
“

左
”

的

错误时间很长
,

积习很深
,

是实行改革开放的主要阻力
,

所以党中央一再强调
,

反对
“

左
”

的

积习
,

克服僵化思想
,

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
。

与此同时
,

党中央也一再指出要反对右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

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

十三大系统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

更从根本理论和根本路线上揭示了
“

左
”

倾错误与右倾错误的认识根

源
,

为我们识别这两种错误倾向
,

正确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根本标准
。

总之
,

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我们
,

在反对一种错误倾

向时不能走极端
,

既不能以
“
左

”

反右
,

以右反
“

左
” ,

也不能以右反右
,

以
“

左
”

反
“

左
” ,

而是

要坚持正确的立场
,

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的要求
,

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

斗争
。

过去人们喜欢援引毛泽东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的话
,

说明
“

矫枉过正
”

的必要

和正确
。

这是片面性的
。

其实
,

毛泽东那时强调
“

矫枉必须过正
,

不过正不能矫枉
” ,

是针对

某种特殊情况说的
,

不能将它作为一个普遍原则运用于党内转折时期
。

事实上
,

毛泽东本人

所领导的第二次转折并没有
“

矫枉过正
” 。

如上所述
,

无论是反对王明的
“

左
”

倾错误
,

还是纠

正王明的右倾错误
,

毛泽东都是最早认识和最为坚定的
。

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
,

也是

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

第三
,

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
,

要比较彻底地克服一种错误倾向
,

顺利地实现转折
,

必须

从思想
、

政治
、

组织等各个方面综合地进行
,

不能搞单打一
。

如前所述
,

以八七会议为标志的第一次转折时期
,

出现了反对和纠正右倾投降主义
、

却

为
“

左
”

倾盲动主义开辟了道路这样的问题
。

之所以如此
,

同这次转折没有从思想
、

政治
、

组

织等诸方面综合配套地进行有关
。

我们知道
,

八七会议上和会议以后
,

并没有对陈独秀的投
`

降主义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正确的分析和清算
,

也没有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思想理论上

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阐释
。

在思想上政治上
、

特别是在思想理论上还不能深刻认识转折的必

要性和意义
,

还不能深刻辨析错误和正确的情况下
,

当时的中央却热衷于在组织上实行惩办

主义
。

比如
,

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委执行
“

机会主义的旧政策
” ,

对周恩来等全体前委给予警

告处分
;
无理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

“

完全违背中央策略
” , “

变成了单

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
” ,

解除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

并给予警告处分 , 对彭公达
、

谭平山
,

对南方局
、

广东省委
、

鄂北特委
,

以及后来对广州起义领导人等等
,

都采取了类似

的组织措施
。

这种不注意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纠正错误
、

统一认识
,

而单纯从组织上进行

惩办的做法
,

窒纂了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
,

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
。

当然
,

由于那时党还

处在幼年时期
,

还不可能很自觉地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
,

因而这次转折还不完备
,

不成熟
,

这是可 以理解的
。

第二次转折就大不一样了
。

如前所述
,

遵义会议虽然只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

部分组织间题
,

但在瓦窑堡会议上就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

批评 了
`

左
,

倾关门主义倾向
,

系统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

左
”

倾政治路线问题
。

以后
,

毛泽



东又写了( l {扣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
,

.

进一步解

决了
“

左
”

倾军事路线间题
。

但是
,

如果没有思想路线作基础和保证
,

仅从政治路线
、

军事路线

和组织调整方面做文章
,

仍然不能从根本
_

L克服错误路线
。

比如
, :

象王明这样一个错误路线

的代表人物
,

在 1 9 3 7年的12 月会议上竟能迷惑不少同志
,

甚至一度几乎在中央占优势 , 以后

1 9 4 0年 3 月
,

王明又公然再版他那本
“

左
”

倾路线的代表作
一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 克 化而

斗争》 ,

并且在
“

序言
”

中大吹特吹 , 1 9 4。年底
,

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 目前时局和政策的

指示》中指出第三次
“

左
”

倾是路线错误
,

却引起激烈争论
,

以致在正式发出的文件中未提
“

左
,

倾路线错误
。

所有这些
,
`

都说明要真正克服一条错误路线
,

除了从政治上
、

军事上
、

组织上

努力以外
,

还必须从思想理论上
、

从世界观方法论上加以清算
。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的紧张日子里写 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
,

接着又亲自领导了蜚声中外的

延安整风运动
,

从根本理论和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
,
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共有十个方

面的政策 )
,

使理论和政治路线具体化
,

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所掌握
,

这样才彻底地克服了错误

路线
,

成功地实现 了伟大的转折
,

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

当然
,

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
,

延安整

风也有缺点错误
。

除了所谓
“

抢救失足者
”

这样的问题之外
,

还有突出个人的问题
,

即一方面

在处理历史上的错误时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
,

另方面又不恰当地过分地抬高了个人
。

但这只

是白玉微瑕
,

不能因此否定延安整风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它在纠正错误路线

中的重大作用
。

’

至于潇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伟大转折
,

那末我们看得很清楚
,

党中央
、

特别是邓小平 同

志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思想理论间题
。

三中全会以前
,

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

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阐述
,

他对
“

两个凡是
”

的批评
,

全 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

等
,

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提供了舆论准备和 思 想 基 础
。

政治路

线思想路线确立以后要贯彻实施
,

必须有组织路线来保证
。

因此
,

在三中全会以后
,

党中央

就考虑要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
,

到五中全会就着重解决了这个问题
。

接着六中全会

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
。

这

样
,

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党就从思想
、

政治
、

组织等各个方面成功地实现 了这次历史性的伟大

转折
,

开创了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局面
,

使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当

然
,

思想
、

政治
、

组织路线 间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
,

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

以后党的

十立大
,

特别是十三大
,

又从各个方面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大综合的时代
,

大生产
、

大经济
、

大科学
、

大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

点和发展趋势
。

我们国家又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
、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

键时刻
,

新情况新间题新矛盾层出不穷
。

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党的历史上第二
、

第三次重大转

折的成功经验
,

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
,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
,

运用系统思

想和系统工
.

程的方法歹全面统筹
,

综合处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间题
,
克服长期

以来束缚人
`

们思想的单向性或直线性的思维方式
,

把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间题的能力提到

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
。

一

“
.

注释
: 、

`

二
,

仃; 参见《毛 泽东著作选读》上册
,

第 23 一 2 4页
。

忆
」

《毛泽东诗词选 》 ,
·

人 民文学出版社 1 9 8 6年版
,

第 12 页
,

③④ 《遵义会议文献》第 80 页
。

⑤ 《邓小平文选》第 13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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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⑥ 参见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 一些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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