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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的阶级 

毛泽东对阶级的经济规定性的坚持并不妨碍他也把阶级作为一定条件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来

看待。关于阶级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参与者的问题, 毛泽东有很多的评论, 其中多数是和社会

主义过渡时期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相关。我们首先考察毛泽东关于阶级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冲突参

与者的前提的论断。毛泽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明确指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平衡是阶级

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组织的前提。 

毛泽东认为, 自为阶级和自在阶级只是代表着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在阶

级形成初期, 阶级意识是“分散的和无组织的”, 既没有形成对社会结构本质特征的认识, 也没有形成

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认识。在谈到工人阶级时, 毛泽东这样说道: “在实践初期, 工人阶级还是一

个所谓的‘自在的阶级’, 他们还不理解资本主义。”• ly由于没有形成对自身阶级身份和阶级利益的认

识, 自在阶级的斗争是孤立的、自发的和局部的。斗争不是直接指向现存的社会体系, 而是为了解决个

体或局部所遭受的苦难。在这个时期, 阶级成员并没有作为一个阶级采取政治行动。阻碍他们在政治

上形成阶级的原因是他们还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感性认识上。毛泽东并没有纠缠于一个阶级内部可能

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念(尤其是在其形成初期) , 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总是带有特定阶级的印记。一个阶

级的成员可能会采取另一个阶级的“立场”, 或许是由于政治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

霸权所致。 

虽然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必然地表现出同一性, 但是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人类集团在思想观

念上总是会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在经过一个时期以后, “自在的阶级”会变成“自为的阶级”, 成

为一个对阶级身份和阶级利益有自觉的组织。由于认识到自身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他们开始联合起来

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斗争, 这种斗争不再是仅仅对个别剥削者的反抗, 而是针对整个剥削制度的斗

争。当斗争转向政治斗争阶段时, 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争得政治权力, 因为只有拥有这种权力, 才能对

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有利于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改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毛泽东把“一切阶级斗争

都是政治斗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阶级意识是一个阶级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的必

要前提。一旦认识到这个前提, 政治的“基本内容”就是联合起来同“阶级敌人”作斗争。• lz 

当阶级斗争成为联合起来的共同行动时,这一阶级就会逐步地改造自身, 改造其“主观世界”。但

是, 这种觉悟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 “总的来讲, 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 总是在事

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 l{所谓物质运动指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

而来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毛泽东认为, 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

盾,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的基本矛盾。 

这一矛盾促使阶级分化, 促使被压迫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为现在已经意识到了的自身利益而斗争。

这就是阶级社会上升和下降的历史: 

“自从人类社会分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 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 封建主的专政, 资产阶级的



 

专政, 这些专政继续了上千年⋯⋯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专政。前三个专政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

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 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 

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 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

矛盾的尖锐化, 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错误, 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

的分崩离析, 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 l| 

这里所说的“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指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所发动的暴力革命。在“旧

的阶级社会”如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平衡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 表现为

剧烈的阶级斗争”• l}。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发展将会“激发

它本国人民的革命”• l~。即便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统治阶级成为累赘, 他们也决不会自愿让出政权, 而

且还要利用国家机器维护其特权。因此, “国家权力”是革命的“基本问题”, 被压迫阶级为了夺取政

权被迫进行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 最后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当然也是这样, 因为只

有通过暴力手段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尽管革命过程中会有一些“曲折”和“倒退”, 但从长期来看, 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容所引起

的被剥削阶级的暴力革命一定会爆发。毛泽东通过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说明了这点: 

“教科书在327页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 ‘不可避

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 在帝

国主义时代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无产阶级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些提法很好, 

不能不这样讲⋯⋯既然是客观必然性, 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也就是不管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

不赞成, 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 mu 

纵观人类历史也是这样。奴隶制度被封建制度所取代, 封建制度又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在这些

过程中, 不管反动阶级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 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 最终统治阶级被消

灭, 被统治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mv 

在取得了上层建筑领域的胜利之后, 被压迫阶级还要利用刚刚掌握的政权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来改

造生产关系, 主要是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生产关系。这也正是中国革命所经历的: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 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 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的

革命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开始的, 宣传是为革命造舆论。此外, 在革命过程中, 在我们推翻旧

的上层建筑之后, 再来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是可能的。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 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 这样

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mw 

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遵循同样的规律。新兴资产阶级是作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政治和意

识形态组织出现的。它在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之前就已经实现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 掌握了国家政权: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 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 而是在这以后: 资

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 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 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 

生产关系搞好了, 上了轨道了, 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 

生产关系的革命, 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 生产力的大发展, 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

⋯⋯在英国, 是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以后, 才进行工业革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

日本, 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 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mx 

我们必须注意到, 这里所说的作为上层建筑组织的阶级, 是生产力“一定程度发展”的结果。虽说

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相对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变革之后的要小, 但也足以引起社会结构内部的矛

盾, 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来推动矛盾的解决。在这种认识中,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现存生产关

系之间的矛盾引起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经济上的阶级通过参与这种斗争才得以形成。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迟早将导致阶级意识的发展, 被压迫阶级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阶级的存在, 

意识到阶级成员处于相同经济地位中的共同利益。阶级意识使孤立的、自发的个体斗争转变为有组织

的、联合起来的斗争, 转变为上层建筑领域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这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被看作是经济关系上阶级对抗的结果, 而经济

 



关系上的阶级对抗根源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上层建筑领域斗争的发展, 特别是政

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 从根本上讲是经济层面上的阶级和他们经济利益的反映, 是生产力发展程度

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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