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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将逝去的 20 世纪里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 ,无论经济还是政治 ,无论自然

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都发生了以往一切世纪所没有过的巨大变化。就社会发展而

言 ,20 世纪唱主角的无疑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它们之间关系的阴晴圆缺是整

个世界跌宕起伏的走向的主旋律 ,20 世纪交响乐就是围绕着它逐步展开的。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主义”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关

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 ,是构成 20 世纪这首交响

乐的重要乐章。所以 ,反思 20 世纪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时候 ,必须要回过头再看

一看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 ,再想一想中国在这

方面的实践。这样做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按邓小平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内涵 ,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新世纪。

一、从钱广赶马车谈起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一类的词汇似乎注定是冷色调的 ,用轻松的口气来谈

严肃的话题 ,从哪儿讲起呢 ? 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

发展的一个缩影 ,也可以说是两制关系曲折发展的一个活标本。让我们就从中国

曾经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事例中来说明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的重要意义 ,说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有多么重要。

大约是在 70 年代初期 ,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青松岭》。故事发生在某省

一个叫青松岭的小山村。车把式钱广脑子比较活 ,一门心思想“发家致富”。所

以 ,每逢赶车进城的时候 ,他总是把自己的和左邻右舍的茄子、辣椒等家种蔬菜以

及土特产捎上一些 ,偷偷卖点钱。正因如此 ,他家的生活也小有改善 ,回来后时常

与老婆对饮几杯。然而 ,钱广的这些做法引起村党支书万山大叔等人的愤慨 ,矛

盾由此产生。在万山大叔的眼中 ,钱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因为他发展的是自

家的小生产 ,他做的是自己的小买卖、小生意 ,他富的是自己的小家庭。更可恶的

是 ,钱广还滥用车把式的“特权”并引诱一些社会主义“觉悟不高”的农民跟他学。

总之 ,钱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要复辟资本主义。于是 ,万山大叔先做那些跟着

钱广跑、觉悟不高的群众的思想工作 ,用自己给地主赶车落下的“老寒腿”现身说

法 ,告诫他们不要走回头路 ,免得“再受二遍苦、再遭二茬罪”;然后 ,他又带领觉悟

了的群众同钱广进行斗争 ,经过批评教育 ,钱广痛改前非 ,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

路。

电影的情节并不复杂 ,但是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它们之

间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真正的结局呢 ? 那

是令人心酸的。这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全是基于一种无知的、纯朴的、盲从的

情感 ,而毫无深沉的、理智的思考 (坦白地说 ,处于封闭状态的农民也不可能做到

这一点) 。

电影是高于生活的艺术 ,但又确确实实地来源于生活 ,《青松岭》就是当时中

国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缩影 ,甚至就是真实的写照。社会主义也好 ,

资本主义也好 ,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好 ,在现实生活中都被人格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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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宁长社会主义的草 ,

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

　　这是流行于中国“史无前例”时代的一句著名

的“豪言壮语”,相类似的话语 ,在铁路有“宁要社会

主义的晚点 ,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厂矿有

“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 ,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

度”。它们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不仅是不兼容的 ,而且是绝对的、全方面

的对立。

既然是绝对对立 ,那就应当彻底铲除资本主

义 ,一点儿也不能留 ,于是在 70 年代初达到登峰造

极时就出现了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和“割资本主义

尾巴”运动。其基本理论根据是毛泽东在 1974 年

作的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讲话。

10 月 20 日 ,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 ,

毛泽东说 :“总而言之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

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 ,

按劳分配 ,货币交换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①

　　12 月 26 日在听取了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的汇报后 ,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说 :“我同

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商

品制度 ,工资制度不平等 ,有八级工资制 ,等等 ,这

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

如上台 ,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 ,要多看点

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

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一部分 ,党员一部分 ,也有这种情况。无

产阶级中 ,机关工作人员中 ,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

活作风的。”②

这样 ,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

资制、物质利益、奖金、利润以及农村的个体小生产

都属应加以限制并逐渐消灭的资本主义的范畴。

在辽宁一个十分贫困的山区 ,生产队队长率领着社

员将路边一块一块个人种的谷子连根拔掉 ,由于有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和“割

资本主义尾巴”这样奇特的信念和决心支撑着 ,他

们在毁坏这些眼看就要成熟的谷物时竟然毫无吝

惜之情。这不是天方夜谭 ,而是笔者在 25 年前亲

眼看到的一幕 ,时间虽然过去这么久了 ,可还是历

历在目。

无独有偶。当时被誉为“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

灯”的阿尔巴尼亚 ,人口只有 300 多万 ,但“一手拿

镐 ,一手拿枪”,在国土上建造了 40 多万座碉堡 ,其

目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外国人不准进入阿尔

巴尼亚旅游观光 ,因为他们不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来自搞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 ,而社会主

义国家的美丽风光“绝不能出卖给资产阶级和修正

主义分子来享受”。

如此这般地兴社会主义、灭资本主义 ,如此这

般地将它们对立起来 ,结果怎样呢 ? 新华社高级记

者杨继绳在其根据 20 多年采访经历写成的《邓小

平时代》一书中写道 :“1978 年 ,全国 8 亿农民每人

年平均收入仅有 76 元 ,其中 2 亿农民的年平均收

入低于 50 元。当时农民年平均口粮不到 300 斤毛

粮。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1978 年 ,全国有 1/

3 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 ,有 1/ 3 的地区生活

水平不如 30 年代。”农村这样 ,城镇呢 ? 仅以住房

为例 ,“建国初期 ,天津人均住房面积 318 平方米 ,

1972 年 ,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 3 平方米。50

年代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的临时住宅 ,一直住到

80 年代。”③1978 年时 ,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 316

平方米 ,比 1952 年的 415 平方米还低。从 1953 年

到 1993 年 ,中国实行了 40 年票证制度 ,衣食住行

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凭票、不凭本。著名的思想家顾

准 60 年代把这叫作“糊口经济”,著名的作家张贤

亮则称之为“数字化生存”。

草肯定不能当饭吃 ,非此即彼 ,二者必居其一

的思维模式多么简单 ,多么肤浅 ! 可这又说明了什

么呢 ? 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出现曲折不是

偶然的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偶然的 ,中国进行

改革开放更不是偶然的。

三、关于批判修正主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

领导人以及负责阐述这些领导人思想的学者们告

诉人民 :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于是 ,不论是什么 ,

只要戴上资本主义这顶帽子 ,就立即变得张牙舞爪

起来 ,谁也不得接近。不过 ,应当看到 ,出现这种情

况的基本前提就是封闭。钱广从暗地小本经营中

尝到了甜头 ,所以发家致富即便再邪恶 ,他也要搞 ,

毕竟粮食不管是哪个“主义”的 ,都可以填饱肚子。

所以 ,在社会主义世界 ,总有个别国家 ;在每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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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 ,总有个别人“偷吃禁果”,想借用一下已

被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具体运作手段以便或者

摆脱困境 ,或者快点发展自己。这种有悖于当时

“主流”的行为被斥之为修正主义 ,不仅被革除教

门 ,甚至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批判修正主义是当

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中国 1957

～1977 年二十年间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最先受批判的是南斯拉夫。60 年代 ,中苏两

党论战时 ,中国共产党曾发表文章称南斯拉夫为

“现代修正主义”。所列举的理由 ,一是对私人资本

和私人企业不是采取改造和消灭的政策 ,相反实行

培植和发展私人经济的做法 ;二是在农村实行土地

自由买卖和租赁、自由雇工和自由贸易 ,使得资本

主义在农村大肆泛滥 ;三是取消了国家统一的计划

经济 ,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生产经营的根本手段 ,

鼓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 ,把银行信贷作为竞争的

杠杆 ,结果将社会主义全民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的

私有经济 ;四是接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援

助 ,与它们发展经贸往来 ,开放市场和放弃国家对

外贸的垄断 ,这样南斯拉夫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附

庸。

然后批判苏共和赫鲁晓夫。说苏共及其领导

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因 ,一是他们主张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和平共处 ,战争也可以防止 ;

二是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已经淡化 ,国家

和共产党都成为全体人民的了 ;三是他们反对对斯

大林的个人崇拜 ;四是在经济生活中 ,他们强调利

润、物质刺激和竞争等等。

最后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在中国推

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罪状是搞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唯生产力论”。

批判本来的含义指的是对事物的分析和研究、

做出评判 ,以说明其优点和不足。可是 ,这里的批

判早已变质 ,成为对异己的声讨和谴责 ,目的除了

以人多势众的方法来证明被批判者的错误与可恶 ,

还在于追求一种心理上的快感 ,用“大观园里的丫

环穿得再好 ,也是奴才”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自慰。

同时 ,批判还有“杀鸡给猴看”的功能 ,以警示对此

六根没净、尘缘未绝者 ,不要想入非非。

当然 ,被批判者也是批判者的参照物 ,是批判

者常常用来照自己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以人为

鉴 ,这是古训 ,理应遵从。可问题是 ,由于什么是社

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没有搞清 ,“修正主义”这

面镜子实际上成了一面哈哈镜。在它面前 ,歪曲的

必然是照镜子者自己。胖子一照就成了瘦子 ,高个

子一照就成了矮子 ,于是胖子忙不迭地增加体重 ,

瘦子则慌慌张张地去减肥。所以 ,社会主义也就越

发展越畸型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这种畸型发

展的必然结果。

四、两制关系的调整 ———

改革开放的实质

　　上面讲的都是“忆苦”,我们还可以“思甜”。

国内外都公认这样一个事实 :自 1978 年起 ,中

国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其标志就是这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

开放的政策。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分析、研究改革开

放 ,但就实质而言 ,改革开放就是对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之间三个层次关系的再认识、再调整 ,将它

们由过去的冤家对头变成了合作伙伴 ,由纵向替代

变成了横向并存。还是用一些经济上的“第一”例

子来说明吧 !

先看改革。

1978 年 12 月 ,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自发签订

了全国第一份大包干合同书 (“包干”、“合同”以前

是姓资的) ;

1980 年 6 月 18 日 ,上海静安区工商局批准陈

贵根开办了“文革”结束后第一家私营饭店 (“私营”

以前是姓资的) ;

1984 年 ,马胜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 ,成为全

国第一个承包国营企业的人 (“承包”以前是姓资

的) ;

1984 年 9 月 ,中国第一个股份制公司 ———北

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股份制”以前是姓

资的) ;

1985年 1 月 14 日 ,上海职工谢海清购得“延

中”股票 50 股 ,成为中国第一个股民 (“股票”、“股

民”以前是姓资的) ;

1986 年 8 月 3 日 ,沈阳防爆器械厂成为全国第

一个宣布破产的企业 (“破产”以前是姓资的) ;

1987 年 10 月 ,中国第一个股份企业集团 ———

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企业集团”前是姓资

的) ;

1990 年 11 月 26 日 ,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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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成立 (“证券交易所”以前是姓资的) ;

1992 年 10 月 8 日 ,中国第一家国际商品期货

交易公司在上海成立 (“期货交易”以前是姓资

的) 。④

⋯⋯

太多太多这样的第一 ,如今都已融入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主流。在吸收的同时 ,一些以前绝对是

姓社的经济范畴 ,如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票证制度、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

碗”、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等 ,都已经或正在被改

掉。

吸收的、抛弃的以及在此之后所形成的 ,不就

是作为两制关系调整结果的改革吗 ?

再看开放。

1979年 7 月 ,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就像一把金钥

匙 ,打开了对世界封闭了近 30 年的国门 ,也打破了

“一无内债 ,二无外债”陈腐思想的禁区 ,昔日“夹着

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分子”和“资本家”又纷纷

夹着装有美元的皮包回到中国大陆 ,但这回不再是

肆意的侵略 ,而是友好的投资。可以这样讲 ,中国

20 年改革开放这首交响乐是围绕着利用外资、建

立涉外企业这个主旋律开展的。前外经贸部长吴

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说 :“从 1979 年到 1997

年 11 月底 ,我国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302464

家 ,合同金额 5134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2166 亿

美元。已经开业投产的企业超过 1415 万家 ,直接

从业人员 1750 万人。1996 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

值 13280 亿元人民币 ,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7109 %提高到 13133 %。外商在华投资

企业为我国增加了财政收入 ,提供了就业机会 ,提

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

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点 ,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

要牵动力之一。”⑤根据最新的资料 ,“截止到 1999

年 5 月底 ,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331024 家 ,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 2813156 亿美元。”⑥

外资除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外 ,还

是促进中国体制转轨的催化剂、实现国家统一的纽

带和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国已离不开外资了 (当

然 ,外资也需要中国) 。据专家测算 ,中国经济增长

速度中至少有两个百分点是外资拉动的。然而 ,不

要忘记 ,几乎所有的外资都是姓资的 ,即来自资本

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每一笔外资、每一家涉外企业

的背后 ,不正是中国与外国、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

关系吗 ? 不也是两制关系调整的结果吗 ? 也正如

此 ,在中国全方位的以经济为重点的外交活动中 ,

才有中美“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俄

“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日“面向 21 世

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英“合作伙伴关系”、中

法“全面伙伴关系”等等。

一球两制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有一个地

球 ,相互依存 ,齐谋发展 ,这就是当今的世界格局。

所有这些 ,又从正面说明 ,正确地认识什么是

社会主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应

当会有怎样的积极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正是这种积极成果吗 ?

五、从现代的视角对两制关系

的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与批判

　　上面未加详细分析、论证的例子无非是要说

明 ,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以

及正确处理好它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也许有人

会说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而今谁还讲这些呢。

其实不然 ,树欲静而风不止 ,更何况思想也好、

体制也好都有很大的历史惯性。还有 ,改革开放给

中国带来的并非只是积极效应 ,负面效应也是明摆

着的。比如 ,大量的外资和众多的涉外企业对国内

企业、国内市场和国有品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于

是就引起了近几年关于引进外资是好事还是坏事 ,

引进外资是多了还是少了 ,是中国利用外资还是外

资利用中国 ,对外开放到底是招来凤凰还是引狼入

室等一系列争论。

在中国这个意识形态传统浓厚的国度里 ,任何

争论的不同结局都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同的结果。

在有的情况下 ,争论的各方对争论的对象并不

清楚 ,属于“无的放矢”,比如前面谈到的“资本主义

复辟”问题。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尤其在社会剧烈变动的转

轨时期 ,争论属于新旧思想的交锋。社会的进步首

先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

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的体制向一种新的体制转

变的过程中 ,新旧思想交锋的焦点就是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所谓姓资姓社问题。

(下转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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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辩论中的混乱现象 ,与上述“第

三条道路”自身的混沌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可在

国内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讨论中出现的一种不正

常的现象 ,它也许与我们过去的哲学熏陶有关。我

们常常习惯于对一些事物作“定性”分析 ,有人甚至

在还没有弄清“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究竟在说

些什么做些什么的时候 ,就急于给它定性、下断言。

这种做法 ,客观上对“第三条道路”辩论中的混乱现

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客观地讲 ,“第三条道路”显示了欧美国家“新

一代”领导人在寻求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政治过程中

的理论探索。从布莱尔、克林顿到施罗德 ,在他们

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演说背后 ,有许多有影响的理

论家和思想库在认真地思考和论证。这些理论家、

思想库对传统政治理念的更新 ,对时代新问题的剖

析 ,对福利国家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政策 ,都体现了

他们在适应世界的变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许多

问题不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

同时也是整个世界 ,包括我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在做些什么 ,对我们无疑是

有益的 ,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理性批判。

“第三条道路”正处于实践过程中 ,它的理论及

实际意义都有待实践的展示和丰富 ,人们对它的评

说尚限于目前的发展状况而很难有什么定论。尽

管如此 ,对它的全面研究 ,有助于我们对资本主义

的最新发展 ,对人类 21 世纪即将面临的各种新问

题的深层思索。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上接第 15 页)

两制关系问题不搞清楚 ,势必影响中国的转轨进

程。

如何才能深刻地认清今天和明确地展望明天

呢 ? 或者说使正确的观点在争论中获胜并在实践

中成为指南呢 ? 必须正确地总结昨天。在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上 ,包括中国

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太多太多的经验和教训 ,在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 ,这些经验和教训也不能不

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然而 ,总结过去必须站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的

高度 ,目的也必须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总之 ,必须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如果仅仅

是重复、赞美某些理论并用它们来指责现在 ,如果

仅仅是沉溺在某个时期的历史辉煌中并用它们来

对比现在 ,那么 ,这样的总结比不总结差不了多少。

总结必须是反思的 ,即从自身找出成功与失败

的原因、经验和教训。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会

出现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过程 ? 其深刻的思

想上的、历史上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原因在哪

儿呢 ? 对这些再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非本文所能

容纳 ,这里就暂且不谈了。但要指出的是 ,千万别

光强调外因 ,千万别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

一就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总结还必须是批判 (哲学意义上)的 ,对已有的

理论和实践作出自己的判断 ,说明它们正确在哪

儿 ,错误在哪儿以及为什么正确或不正确 ,在此基

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来真正发展某一种理论或

推动某一种实践。

总结、反思、批判就是照镜子、整衣冠。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这面历史镜子必须是干干

净净的 ,这样照过并整理后的社会主义形象才能是

整整齐齐的 ,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无限的生机走向

21 世纪 ,以图再度辉煌。

我们应把总结当作抹布 ,以去掉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两制关系这面历史镜子上的各种污渍为使

命。但是 ,也许有的污渍太久了擦不掉 ,也许这片

抹布本身也有不干净的地方 ,但无论如何总会有些

功效的。对此 ,我毫不怀疑。

注释 :

①②国防大学编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文化大革命”时期)》(27)第 221 页。

③杨继绳 :《邓小平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二

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上卷第 18

页 ,22 页。

④参见《厂长经理报》1998 年 12 月 5 日。

⑤李争平 :《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外

经贸部部长吴仪访谈录》,《经济日报》1998 年 1 月

20 日。

⑥《人民日报》1999 年 6 月 25 日。

[作者简介 ]孔寒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

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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