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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是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关键时刻，为了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适应新情况，采取新

方法，而及时发表的一篇纲领性的理论著作和重要的历史文献。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归纳为几点：

第一，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历史转变时期的产物。这个转变时期就是：由过去的革命到向自然斗

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这个转变时期，国内出现了许多新问

题，人民群众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暴露了一些不满的情绪，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

民要求退社，即通常说的人民闹事。而我们的干部对这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毫无思想准备，因为搞

阶级斗争搞惯了，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要实行专政，用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人的头

上；对各种思想问题，就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加以压制。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敏锐

地察觉到这个问题，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命题，把它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第

二，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

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这些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阶级斗争，当作敌人对待，要么就是当成反革命处

置，要么就认定是外国帝国主义的间谍，驱逐出境，结果打错了许多人。毛泽东吸取了这个教训，认

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并把它分为两类，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

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而不是专政的方法。第三，总结了国际共运的经验。1956

年，毛泽东先后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

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通过对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波匈事件这两件事的总结，

开始从理论上深入地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一论》里，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

盾问题，引导人们了解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

一理想化的迷信。《再论》则讲到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一论》肯定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再

论》则进一步指出，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可以说，

《一论》和《再论》为《正处》讲话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正处》的修改经历了一个过程。我们对《正处》的讲话稿同正式发表稿，作过详细的对照和研

究，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这就是：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

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达更加严谨。《正处》从讲话稿到正式发表

稿，反映了这篇著作由不很完善到比较完善、由不完全成熟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篇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

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论述。《正处》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的论述，同《历史决

议》的有关论述相比较，强调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实质内容是一致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并为后来

大量的事实所证明了的。《正处》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和主要任务的确定，同中共八大的分析

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处》没有讲主要矛盾，但并没有改变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没有再讲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是突出地强调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正处》运用对立

 



统一的观点，深刻剖析和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发展规律问题，从理

论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共八大路线。 

《正处》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是我们追求的远大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构建和谐社

会，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研究和运用社会主义的矛盾规律，

要对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否认、回避或者掩盖矛盾，达不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

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要十分注意矛盾的转化问题。第一，不能激化矛

盾，而是尽最大努力化解矛盾。第二，要防止将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而要努力做到变对

抗性矛盾为非对抗性矛盾。《正处》一文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

把这个问题称作“牵动大局的问题”，是一个“战略方针”。他提出的“统筹兼顾”，决不是对一部

分人，更不是对少数人的统筹兼顾。当时，毛泽东就曾说过：“照旧社会那样把困难的人抛弃不管，

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总

之，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针。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摘自《光明日报》2007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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