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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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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也是一条已经由实践验证

的成功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从关注农民问题入手,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取得了革命

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三中全会

后,邓小平从支持农民的联产承包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新的革命,

使中国从此走向振兴之路。今天,当我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时,新的党中央又把增加农民收入作

为“一号”文件下发,接着的“两会”再次把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

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必将使我国再次走向腾飞。而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就是毛泽东。在国民革命时

期,我党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又都忘记了农民。是毛泽东在党的三大首先提醒中央

关注农民,并从此将农民问题推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为了深刻领会中央一号文件和“两会”精神实质,

把中央对农民的关爱落到实处。重温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尤其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观,是很

有启发意义的。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而贫农是“成就中国革命事业的元勋”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农民,并亲自培训农运骨干,领导和发动农民运动。正是在领导

农民运动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首先提醒中央关

注农民,他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

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

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

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1]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毛泽东把农民运动提到有关整个中

国革命成败的高度来认识,指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

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因此,“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不赶快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

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为此,毛泽东大声疾呼:“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

商人许多工作之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这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

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

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

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运

动。”[2]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的深入,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明确提出了“农

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一个杰出思想。从此出发,毛泽东得

出了“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等科学结论,并进而将中国革命的

重心转向农村,最终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还对农民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

力量是贫农,他们中有很多人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不怕失掉什么,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

土豪劣绅是死对头-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是“成就那多年未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

勋。”党应当依靠他们闹革命。并把对贫农的态度和革命的成败直接挂钩,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为什么农民如此重要?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从人数来看,中国的农民占了全

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贫农大群众占了乡村人口的70%;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自鸦片战争以来,“帝

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我

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反封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党领导农民起

来打倒封建势力,正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从阶级地位来看,广大的贫、雇农和中农是劳动者,深受帝国

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掠夺与剥削,处于无权、贫困和受压迫的地位,他们迫切

地要求改变自己的处境,在经济上获得翻身,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从生产地位上讲,中国社会以农业生产

为主,全国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广大农民又是生产的主力军。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民在没有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现了那样伟大的力量,如果有共产党对农

民的正确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毛泽东在给农民运动骨干讲课时,强调指出,以往革命党

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都是由于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从革

命目的上看,假如农民问题得不到解决,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民主革命是解放各受压迫的阶

级,并不止农民一个阶级,但是、农民的解放是一个枢纽,农民的解放,给其他各阶级的解放带来了直接利

益。农民革命直接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关键意义。 

    

    二、农民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要“让土地回老家” 

    

    关心农民,就要解决农民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基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也是最早

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领导人之一。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了解到一个村的84户贫苦农民只有43亩地,而土豪徐美山一家就占田426亩。

毛泽东认为,田是农民开的,被土豪占了,不公道,要夺回来,他说,共产党,红军,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要

让土地回老家。1927年,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后,对农民问题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说,“农民问题

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已经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要立即

实行的问题了。”[3]接着在《对农民宣言》中,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

“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最后之成功”。在大革命处于危

机之际,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挽救革命危机,非有一支生力军不可,而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

问题不可,因为,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需别的办法,中国

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 

    

    为什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呢,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是,

中国革命的社会内容是土地问题。因此,一是使农民得到解放,废除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

本题的重要意义;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

土地,故第二个意义为增加生产,保护革命。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也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

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解决财政问题和兵

士问题。因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核心问题。以后,

毛泽东还从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发展中国工业,提高文化等方面阐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时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

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就是因为地主占有了农民的土地。为了合理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从制订井冈山土地法开始,不断总结分田经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

总路线。 

    

    三、既要关心农民的疾苦,又要教育引导农民 

    

    毛泽东历来关心农民的疾苦,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多次讲,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

革命战争,而为了这个中心任务,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够忽

视。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



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不仅要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要关心农民的生产。毛泽东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

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主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

用品的原料;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他甚至于号召地方政府要关心和指导农民耕作麦

地和积肥等。为了保证农业的生产和收成,必须用行政力量配合群众工作。[4] 

    

    毛泽东时刻关注并设法解决农民的疾苦。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考虑到酃县等由于都是山地,农民太

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争越打越大,村里的强劳力都支前了,很多人家的地荒了,

粮未种,烧柴也缺,毛泽东指示战士套上自己的大骡马帮老乡耕种、送粪,打柴,他自己也帮老乡推磨,打

碾。农民有了病,他立即派人去医治,战士损害了农民的东西必须照价赔偿,遇到危险时,他首先想到的是

老乡,他说,‘部队和老乡凝成两位一体,危难之时,中央不保护群众,还叫共产党吗。正因为如此,所以农

民也跟毛泽东掏心窝。 

    

    毛泽东非常注意教育引导农民。由于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又长期处在落后的封建社会里,身上沾染

了不少旧的、落后的东西,因此,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毛泽东从来不对农民采取

强制的思想改造,而是通过党的领导,一方面充分发挥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另一方面用先进思想来武装农

民,通过耐心说服教育、示范和引导的办法不断提高农民的觉悟程度。正式用这种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

教育使一个农民成分众多的党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保持了无产阶级的性质,也正是靠这种正确

的教育和引导把一支农民武装变成了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任斌,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教师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6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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