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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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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济华 

【文章摘要】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中,我们不能“以‘左’反右”；不能“以‘左’反‘左’”；也不

能“以‘左’反‘左’”；还要注意把本来不属于右倾错误的做法当作右来批判,并用“左”的一套来加以纠正。 

【关 键 词】 反倾向 反右 反“左”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近90年的光辉历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党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的。党内错误的

政治思潮,有右倾机会主义及右倾错误和“左”倾机会主义及“左”倾错误。因此,党必须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在反对右

的错误时,要注意防“左”；在反“左”的错误时要注意防右。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无论犯“左”的错误或者右的错误,其共同特点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观察处理问题都表现为主观片面

性。如我党同国民党合作破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错误。在我党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倾错误。在

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只看见资产阶级积极性一面,看不见他们消极或反动的一面，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即是如此。或者只看见资产阶级消极的或反动一面,看不见他们积极的一面,对资

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即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也遇到了关于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与破坏的

严峻现实。如果不能正确开展反对“左”的斗争,任凭僵化思想的束缚,改革开放总方针就会遇到阻碍,难以顺利推进。反之,如果

不能正确开展反对右的方面的干扰,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我们的改革开放也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而误入歧途。所以,

改革的总方针是在不断克服长期”左”的错误的影响，反对僵化思想束缚的过程中逐步深化的。另一方面,也必须排除右的干

扰，坚决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以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中,要注意以下几种情形： 

   首先，我们不能“以‘左’反右”。回顾党的历史，如党的“八•七”会议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忽视了由

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在党内滋长起来“左”倾情绪,并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左”倾盲动主

义错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相反,把工农两大阶级看作革命的唯一动力,完全否

定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可能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

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还提出对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店东商人实行革命群众独裁，“变小资产阶级为无产,

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一切工厂归工人”等过“左”政策。这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结果使自己孤立起来。致使革命事业蒙

受损失。 

   其次，我们不能“以‘左’反‘左’”。回顾党的历史，如党的六大,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认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性质,但是,六大决议对中间阶级的认识仍然是错误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被看作是反革命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仍然被

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因此,“六大”以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不但没克服,而且继续在发展着。到李立三

“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又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样的敌人。“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左”倾教



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推行的仍然是“左”倾关门主义策略。根本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

化,否认中间势力和第三派的存在,仍然断定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不但延误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建立,而且和其它的“左”倾错误一起,导致了白区工作和根据地的严重挫折。 

   再次，我们不能以右反“左”。实践表明：在进行路线斗争和反对路线错误时，“以‘左’反右”是错误的；“以‘左’反

‘左’”是错误的；同样“以右反‘左’”也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诚然,我们党内确实长期存在“左”的积习,应当克服和纠

正,但决不能以右反左。我们还记得在粉碎“四人帮”一段时期，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潮,这股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这股思潮反映到党内,即表

现为党内一些同志借克服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反对僵化思想的束缚为名,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结果终于酿成1989年的

“政治风波”。这一点，人们并不陌生。 

   最后，谈谈以“左”反“右”问题。前面已说到以“左”反右问题，这里所说的以左反“右”的“右”是带引号的，即把本

来不属于右倾错误的做法当作右来批判,并用“左”的一套来加以纠正,结果使“左”错误越演越烈。从我党的历史看,如前所

述，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出现过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都曾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建国后,从五十年代后

期以来,我党在指导思想上又发生了左的偏向，在十年内乱中,左的思想又被林彪、江青从革命集团推向极端。使我党、国家和民

族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可见,“左”倾错误在我党并不是孤立偶然事件,它有其内在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的连续性。人们不会忘

记,那种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情形；

人们不会忘记,那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照搬过去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情

景；人们不会忘记,那种把经典著作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1957年

以后,我们搞过多次的反右运动,却从未在指导思想上反对“左”的思潮。毛泽东曾正确在提出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的问题时,也提醒全党要注意防“左”,但在落实和实际执行中，一直把反右倾当成社会主流。这就使那种只准反右,不准批

“左”,“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糊涂观念在党内日益盛行,形成一种难以公开抗拒的巨大势力。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多次

批判右倾,如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却很少批“左”,以致“左”的思想和方针、政策发展到极点,许多同志把“左”的

一套当作马克思主义接受下来。导致在实践上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而这种错误的实践又反

过来证明这些错误理论的“正确”,“左”的理论又继续发展,导致更严重的错误实践。这种恶性循环,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比较完备的“左”的理论形态,成为党的纲领和指导思想。这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难以在短

时间内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 

   矫枉必须过正，但是用错误的矫枉是不能过正的。在进行路线斗争和反对路线错误时，用错误的路线反对正确的路线，错误

的路线不会变成正确的路线。同样，用错误的路线反对错误的路线依然是错误的路线，而且更甚。历史启示我们：在反倾向斗争

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的思想路线,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党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反对路线错误是客观存在的，我

们既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从本本出发,反对企图回到“文革”那种“左”的道路上去的思想倾向；又要反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企图把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反倾向斗争虽然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决不能搞主观随意

性,必须有的放矢地进行恰如其分的斗争,必须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反“左”时应注意防

右,反右时应注意可能出现的“左”的倾向。这要做出正确判断,掌握得恰到好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

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即使是路线性的分歧也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去解决,绝不可任意上纲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采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去解

决。否则,会做出亲痛仇快的蠢事。邓小平关于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同时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论述，体现了革命的辩

证法的应用，符合我国新时期的客观实际，从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防止了在注意一种倾向的时候忽视另一种

倾向的片面性。毫无疑问是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在进行路线斗争和反对路线错误所做出的深刻总结和经验概括。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过建党近9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华民族终于从苦难走向辉煌。重要之点在于中国

共产党能够正确地对待所犯的错误。对于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我们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

误、改正错误、引以为戒，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从而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立于不败之地。在改革开放的今

天，我们重新回顾党的历史，总结反倾向斗争的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辨别正确与错误，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有着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部队分部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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