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新闻 | 影像记录 |  教育指南

中国概况 | 人物长廊 | 大事年表

国史珍闻 | 图说国史 | 60年图片

专题研究 | 理论指导 | 政治史 | 经济史 | 征文启事 | 学

学术争鸣 | 学科建设 | 文化史 | 国防史 | 地方史志 | 学

论点荟萃 | 人物研究 | 社会史 | 外交史 | 海外观察 | 境 外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人物研究 >>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作者：沙健孙    发布时间：2010/09/15    来源：国史网

 

    1.关于八大路线的制定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

确定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制定了适应新的情况、具有创新意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局。 

  为了混淆视听，有人刻意制造了关于中共八大的一个离奇的谎言，说什出“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

到毛的支持”，“‘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泽东以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为了反

就不仅不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而且一开始就是站在这个探索的对立面的了。 

  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公然的伪造。参与八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的访谈录《百年回眸刘少奇》，林克等所著《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的有关记载，已经彻底戳穿了这种谎言。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中共八大文献的起草，始终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集体进行的。作为八大纲领性文

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先说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据邓力群回忆说:少奇同志开始准备八大的报告，首先是要陈伯

就找胡乔木看。胡乔木看了以后，说这个报告作为一个学术报告是很好的，但作为党的政治报告不行。少奇同志

次，也没改好。这期间，毛主席在少数人的范围里讲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观点。毛主席讲完后当晚大约10点

去，说，唉呀，这个政治报告改来改去，乔木也搞不透，现在毛主席讲了十大关系，问题解决了，就以十大

告，以后就是按照这个精神，由胡乔木改的。可以说，八大报告是少奇和毛主席两个人密切合作形成的。

议上也亲自讲过。他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

  再看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情况。根据档案材料的记载:从1956年7月6日到9月8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

达19次。 

  在现存的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就有21份。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

东发出的信函有24件，其大部分是写给刘少奇的。临定稿时，毛泽东在9月11日又致信刘少奇，说:“你和周

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

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讲到，报告起草的过程，是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的过程。他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

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

样。 

  由此可见，所谓“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八大路线“从未得到毛的支持”等等，毫

的。 

  另外，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在八大开过不久即对八大路线表示不满和反对了。实际的情况是，毛泽东

反对，只是在八大闭幕后不久，对八大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是否妥当曾经表示过怀疑。这个提法是: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临时

康生商量后，在大会闭幕式开始前一小时，由陈伯达、胡乔木一起去请示毛泽东的。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

的一句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当时同意了。但在事后，他感到



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说过:“先进的社会制度与

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意思是，强调这个矛盾，无非是要求多搞一点生产力就是了，

果，所以他也并没有要求对这个提法正式作出修改。 

  应当说，这个提法确实是不够完善的。因为按照这个提法，有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似乎我国的社

适应的;似乎我国在社会制度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了，而在事实上，本

生就是就尽善尽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制度仍然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正因为如此，不仅在毛泽东

全会以来，我们都没有再使用这个提法。 

  由此可见，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一个确实不够完善的提法提出疑问，说成是他根本上反对八大路线

合。 

  由于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这个问题关系重大，笔者认为，讲清楚有关的历史真相，是很有必要的。

1. 毛泽东如何对待群众激烈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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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病危时最想读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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