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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我国过渡时期上下限认识的演化

.

2005-1-21  颜杰峰 邵云瑞  阅读1529次

     新中国建立后的过渡时期到底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即过渡时期的上下限在哪里,毛泽东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前后是有变化的。探讨毛泽东对我国过渡时期上下限认识的演化过程,不仅对研究国史和建

国后的中共党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对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也有一

定的启发意义。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

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

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因为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或称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过渡时期上限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下限应该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的开始。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第一次把马、恩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低

级阶段)”的提法定名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在列宁那里,过渡时期的上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

下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开始。 

    

    按斯大林1936年11月25日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报告的观点,过渡时期的上限并没有发生变化,仍

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但是他宣布:“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2〕因而,

在斯大林那里,过渡时期的下限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实现”,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斯大

林混淆了“社会主义建立”与“社会主义建成”两个概念,所以在不久以后,他又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设想和任务。斯大林的观点不仅对苏联共产党,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造成了一定的消

极影响。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的报告》等建国前的文献来看,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认识是:由于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进入社会

主义社会,中间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性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当时只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

社会,并没有将它与过渡时期等同起来。建国初到1952年,党的领导人的这个观点并没有发生变化。当时

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三年经济恢复后,搞个10年、20年或更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后,再开始向社会

主义过渡。这种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再用“两三年时间”〔3〕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就是后来

史学界所称的“突然过渡”战略。显然,其逻辑的结论是:过渡时期的上限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终

结,下限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在这里需要赘述一句,笔者同意龚育之同志的观点,即:新民主主义

社会就是过渡时期。这种认识出现在1952年毛泽东提出逐步过渡战略之后,在此之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并

没有这样的认识。〔4〕 

    

    然而,实践的发展并非总是按照原先设想的程序进行。由于建国后国际国内复杂局势的影响,以毛泽

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改变了原定的“突然过渡”战略,改行“逐步过渡”战略,即改变原来的“建

国15年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原定战略,而是厉行从现在起,边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边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由于建国战略的重大调整,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过渡时期上下限的认识也就自然地滑出了原来

的轨道。1952年9月,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提出: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

渡。”〔5〕可见,建国战略的重大调整与过渡时期上下限是紧密相连的。鉴于党内许多同志的思想还停

留在原定战略构想上,1953年6月,毛泽东严肃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

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等观点。之后,全党认识便很快统一到“逐步过渡”的战略上来。这

里,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指的是国民经济恢复基本完成的1952年,因此,此时毛泽东的认识是:过渡时期

的上限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下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1953年6月28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一篇意见稿中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从革命胜利后开

始的,不是从今年开始的。”〔6〕这种认识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建国后,我们“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

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

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

〔7〕。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已乘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航船”。毛泽东同意了周

恩来的观点,并于1953年8月进一步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

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这样,就把过渡时期的起点进一步明确起

来:不是从现在起,而是从建国时起。至此,过渡时期上下限的认识已基本趋于完善,即上限是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终结,下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认识相对而言是比较科学的。 

    

    然而,囿于当时多种条件的制约,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过渡时期上下限的认识是有反复的。1953年12

月,中共中央《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虽然重申了毛泽东1953年8月对过渡时期的

认识,但同时也认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

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9〕这样,过渡时期的上限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但下限却变

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这与毛泽东1953年8月的认识是相悖的。这种认识重蹈了1936年斯大林

的错误认识。这可能是毛泽东后来对过渡时期下限认识进一步发生偏差的原因。 

    

    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头一句就说:“在从资本主义到社

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10〕由于毛泽东在党内的特殊历史地位,从此,在很长时间

内,这个过渡时期的提法成了党的文件的标准提法。按照这种提法,过渡时期的下限的说法虽未发生变

化,但上限却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这种提法与中国国情是不相吻合的。众所周知,旧中国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新中国建立后直到1956年,我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

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所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就无从谈起。可是,党的八大却接受了这种看

法。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

会主义的任务”〔11〕。 

    

    1956年,党的八大虽然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并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究其原因至少

有两点:一是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一化”、“三改造”,1956年底“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一

化”还远未实现;二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应该包括所有制的改造和人的改造,他说,1956年所有制

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可见,党的八大在过渡时期问题上留下了隐患。按照列宁的观点,

过渡时期“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

期”〔12〕。显然,过渡时期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过渡时期不结束,两个阶级、两条道

路的斗争就不会结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过渡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党的八大在过渡时期问题

上的缺陷,是毛泽东对过渡时期上下限的认识发生失误的一个诱因。 

    

    1956年和1957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上下限的认识发生失误产生了至关重

要的影响。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在国际共运史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它直接导致了波匈事件的

发生。我国国内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闹事、农民退社的风潮。随后,极少数右派分子乘党整风之际,

向党发动进攻。受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

导致反右斗争扩大化。上述国内外的复杂局势,不仅强化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危机感,

而且也影响到了对过渡时期的认识。1957年9月19日,毛泽东指出: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党内有不少人在讨论时不同意这个观点,但由于毛泽东的

坚持,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还是接受了这个提法,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

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

盾。”〔13〕这样,过渡时期的上限为资本主义社会终结,下限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 

    



    此后,中苏两党之间分歧日显,两国关系也逐渐恶化。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对中国采取一系

列的敌对政策,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正以修正主义的方式向资本主义演

变,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认定,资产阶级不甘失败,他们“一定会在共产党

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14〕。因此,怎样防止“党变修、国变色”,警惕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

物,成了毛泽东晚年首要的战略思考。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他在

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他警惕地把为度过

三年经济困难而出现的所谓“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看作是修正主义的表现。他发动“文

化大革命”的初衷也正是为了打倒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62年,他在八届十中

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

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15〕这时,毛泽东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作为我国过渡时期的上限,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作为我国过

渡时期的下限,脱离了中国实际。照此说法,我国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成了过渡时期,并始终存在着两个

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其结果,必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路线。实践证明,这是不对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1953年8月毛泽东对我国过渡时期的认识更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因而

更具有科学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过渡

时期是“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16〕,也就是说,我国过渡时期的上限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下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立。这与毛泽东1953年的认识是一致的。 

    

    考察毛泽东对我国过渡时期上下限认识的演化,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第一,既然我国过渡时期

的上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而非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那么,我国的社

会主义与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相比便具有很多不同的特征,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必然带有很强的中国特

色。因此,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能用老祖宗的个别结论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弄清这个

道理,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 

    

    第二,既然过渡时期的下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那么,过渡时期就不应该包括社会主义阶段。毛

泽东之所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生失误,是因为在认识上犯了“滞后”的错误。本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却认为仍然处在过渡时期,以致于认为在整个社会主

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我们

在建国后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主要认识根源。可见,搞清楚我国过渡时期上下限问题,可以铲除阶级斗

争扩大化的认识根源。 

    

    第三,毛泽东在1952年提出逐步过渡的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与时俱进的结果。对中央实行战略

转变的原因,薄一波是这么分析的:一是在土改基本完成、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以后,人民

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了;二是国家已经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三是建国后新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是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时机有利。现在看

来,虽然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时限和目标取向上存在着偏差,但是,逐步过渡的战略顺应了实践的要求,是建

国以来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毛泽东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 

    

    第四,应该历史地看待毛泽东在过渡时期上下限认识问题上发生的失误。任何人参与历史都脱离不

开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为他提供的舞台。因此,任何人都有历史局限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

大国搞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无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而且,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传统社会主

义模式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一时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需要重新

认识。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一些失误往往是难以避免的。 

    

    

    

    颜杰峰,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研究生 

    邵云瑞,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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