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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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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当代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

因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之一。 

  一、中共八大路线问题的研究状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八大路线问题的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概

  第一，阶级斗争惯性说。我们党长期处于阶级斗争的环境中，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习惯于阶级斗争的方式。

下去就是中共没有能够把握住主要矛盾、未能跳出阶级斗争圈子的重要表现。主要表现在：我们还没有在

主义建设的经验；对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还缺乏认识和正确处理的办法；对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

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处在阶级斗争的最前沿，阶级斗争的惯性作用时刻在冲击、影响党的工作。[②]张弓

双泉[⑥]等学者也持此种观点。笔者认为，这种答案最先为研究者所注意，但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更加深入而有

界的进一步努力。 

  第二，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说。郭德宏和沙健孙等人基本继承了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提出的

路线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的直接原因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和波匈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等人错误地认为阶级

变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⑧]沙健孙等编写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指出：“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

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

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

[⑨]该种观点从寻找直接原因的角度出发，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却给人意犹未尽之感。 

  第三，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保证机制。张弓指出，由于党内民主生活和国家民主法制不够健全，加之后

民和党员的应有权利得不到充分行使。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实际上处于难于受监督和约束的地位，严重妨

廷豪指出：“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一个接一个伟大胜利形

绪，尤其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并逐步发展到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从而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

以使八大正确路线在实践中得到贯彻。”[11]持此种观点的还有张金才[12]和谢春涛[13]等学者，研究者

究大大深入，值得关注。 

  第四，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结构单一，导致在执行八大路线时缺乏组织保障，这也是八大路线容易中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的结构进行分析，认为他们的知识结构、阶级出身、个性心理、思维方式和领导

设的要求不完全适应，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贯彻执行八大路线的过程中受到种种干扰，从而导致八大路线中

景，有求全责备之嫌。 

  第五，国际局势的影响。张星星认为，“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主义原则，特别是阶级斗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很危险。”并进一步指出，“苏共‘丢刀子’所

统的阶级斗争经验绝对、教条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一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中共传统革命经验的历史惯性冲

[15]还有的学者认为，除了苏共二十大给中共八大造成的消极影响外，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和国内由此产生的

过敏反应，结果导致了党的主要领导人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16]外因固然是事物得以发

更多地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