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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关切与现实
在“中国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学术研讨会上的点评

来自：作者：汪玉奇 更新时间：2011-09-26 点击： 755  【打印】【关闭】  

汪玉奇 

（2011年9月18日） 

 

感谢杨奎松先生、余伯流先生的精彩演讲。在这里，我要再次声明，我不是党史工作者，也不是史学工作者，

我是经济学工作者。我之所以要担任这个阶段的点评人，是因为我作为这次研讨会主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以此

方式来表达对杨奎松先生、余伯流先生崇高的敬意和谢意。他们一个来自北京大学，一个来自江西省社科院，一南

一北两位学者他们所选择的话题是一致的，都是讨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对苏维埃运动指导过程中的功过问题。 

我想起了中国史学界一件非常著名的事情。这就是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这是

“影射史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吴晗和“海瑞罢官”平反，否定了影射史学的说法。而史学家黎澍则

说，否定了“海瑞罢官”是影射史学的话，那么中国史学界太悲哀了。吴晗先生非常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在山雨欲

来风满楼的时候，在中国大跃进运动经过实践证明已经失败，对彭德怀的批判完全是不合理公案的时候，他用“海

瑞罢官”这出戏曲折地表达出他心灵深处深刻的思考，这就是史学家的作为和史学家的良心。因此，史学家的研究

往往在他的研究兴趣中折射出时代对科学的呼唤，时代对真理的呼唤。 

杨先生、余先生今天谈共产国际问题，谈苏维埃运动的阶级政策问题，我想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绝对有史学家对

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某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忧虑、思考和探索，从而有感而发，议论共产国际问题。我想当前，至少

有两个问题是非常需要我们关注的，并且在历史中，在杨先生、余先生的演讲中，我们可以得到借鉴。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现在，随着美国提出要重新主导亚洲地区秩序的战略方针之后，

美国在黄海与韩国、日本频繁进行军事演习，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令我们深深的担忧。在南海，围绕主权问题，

现在所出现的问题非常复杂。印度和越南已经签署了合约，印度也要对南海进行深度资源的开发，菲律宾明确拒绝

了邓小平具有智慧的中国政府的主张，即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美国插手其间，要求把南海问题多边化。在这样的

情况下，我们国内有一种声音：要联俄抗美。我昨天上午参加国防教育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就有学者提出联俄抗美

的问题，以赢得中国的国家安全。昨天晚上，我专门请教了杨先生，没想到杨先生今天专门讲到共产国际问题。杨

先生说，联俄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对中国有领土要求，而且俄罗斯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面

对在沙俄时代曾经占有其大量国土的国家，是充满警戒，充满拒绝的。所以，联俄是不可能的。 

余伯流先生讲到，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沙

文主义的倾向，强调苏联利益。余先生认为这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错误。联共（布）在

中国问题上从来都是从苏联的民族利益出发的，都是用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他们所谓的苏联利益。联共（布）总是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俄罗斯是一个外交大国，今天的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没有当年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

产党的关系，但是对俄罗斯，对这个北方的邻国不能寄予过高的幻想，这是以史为戒得出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杨老师提到苏维埃运动中有一个重要的失误，这就是苏维埃的阶级政策问题。我以为中国共产党

在历史过程中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很大成功也有很大失误的一个问题。直



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到我们党将坚持公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写

入宪法之后，在这个问题上才走上了一条明朗的、宽广的道路。杨老师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什么

时候我们的阶级政策正确了、统战政策正确了，我们党就前进了，就发展壮大了。 

今天我们毫不讳言，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特别使我们感到担忧的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基

尼系数国际社会以0.4为分界点，美国是0.38，而中国是0.49，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超过国际社会警戒线。这个问题

非常严重。小平同志说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有发展的问题，有时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比解决不发展的问题

更困难。如何解决？现在的的确确有这样一个观点：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去。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贫富差距，问

题的根源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不是我们对过高收入调配不力。这是两个对问题的不同评价。出现这种差距究竟

是允许资本主义出现导致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对过高收入控制不力，对黑色收入打击不力造成的？我认为问题出

在后者。多种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重新倒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消灭资本主义，消灭非公有制

的存在，中国是没有希望的。改革不能倒退。 

杨先生、余先生今天讲的是苏维埃运动。一，他们作为著名的学者，他们以学术敏锐性，使自己的研究不约而

同地指向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功过，这里面折射出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关切与想法；二，他们在演讲

中以那么丰富的资料，以那么深刻的观点，使我们在历史的启迪中，对未来中国的走向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 

这是何等精彩的演讲！ 

版权所有：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赣ICP备13000388号 网址：http://www.jxsky.org.cn 电子邮箱：webmaster@jxsky.org.cn  

地址： 江西南昌洪都北大道649号 邮编：330077  联系电话：0791-88592414    传真： 0791-88596284     网站地图 

您是第 位访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