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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鍪 产 阶 缀 铷 识 分 子

朱 文 显

“
文化大革命

”
咭1亡工古反苹0r集团利用毛泽东间志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炮

制夹名F1著凼
“
两个沽计

”
,玉Ⅱ

“
文化大革命

”
前十七年教育战线足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

的政,是 “
黑线专玟

”
;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从雨
“
把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于一棍子打死

”
⊙。其实, “

两个估 计
”
只 是

“一

个估计
”
,即把广大知识分子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 的政 云

云,不过是这个估计的逻辑引伸罢丁。因此,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知识劳子的未龙去咏,对于

从思想理论上彻底否定
“
文化太革命

”
具有重要的意义。

勺J'说 i丿 ;女 ∷∴∫F级知 ;以 1'、 子∴10文 ,就必须苜先弄清什么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忄概j畲 ,足十丸诅纪六十年代由俄国作家彼·得·鲍保雷金创造出来的∫。在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从列宁起才大量使用这个概念,并给它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列

宁认为,所谓知识分子,是指那些
“
与体力劳动者相区别的脑 :扌:旁动者,一般指所有的受过

教育曲人们, 自由职业者 (指茔格兰人常说白i泗 力劳动工人 )。
”
`这个定义完全是马克思

主义沟。

马克思私忑培廴在 I共 宀△主言冫屮,就。经明确指出: “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

人尊重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士。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

雇佣劳动者。
”

后来马克思辽以毂师稆演员为例,进 一步阐述了这个基本观点。他说: “
在

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 以是纯粹出t在 筏劳动者,这砷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

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丿、,但是对雇∷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入。老板用他的

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臼己发财。戏院、嫔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

种办法发财致宙。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

工入。
”C由于当时还没有通属知识分子达午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就知识分子所从事的

具体职业来对他们进行分析的。这些分析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从
总体上来说,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说,是冈工人阶级投有什么本质区

别的生产工人,是使用向己的脑力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岣雇们J劳动者。

但是-由 于知识分子不姑 -忄 串独的阶级,而足 兮属于行会上n订
:f1I1阶 级的 ,因而自

(一 。
)



然雨然地又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芋和工人阶级知识分手的不向分野。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第一个广泛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 是 列 宁。现

在,让我们看一看列宁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

(一 )列宁曾经说: “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

地位来说,也 曾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c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经历来看,这主要是

从他们家庭出身讲的。

(二 )列宁在谈到要争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时指出,他们
“
有的当工

程师和农艺师,⋯⋯但他们还是过去的资产者。称号并不能改变任何东西,按世界观和习惯

来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资产者。
”

⑦这主要是从世界观讲的。

(三 )1921年 5月 30日 ,列宁在给克拉斯诺达尔执行委员会主席要求释放阿尔先尼·雅利

洛夫教授的电报中说: “
我可以证明,雅利洛夫无论就其财产或思想来衡量,都不能列为资

产阶级。
” 这里所谓用财产来衡量,主要是从生活资料占有状况即生活条件讲的。

但是,应该指出,以上所引列宁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几段论述,只是表明了列宁从

哪些方面来认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下定义;从现在我

们所能看到的列宁著作中,也还没有发现在其它地方下过这种定义。所以,把 以上论述的任

何一段作为划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都是不科学的。

第 (一 )段是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来看的。但是,很明显,家庭出身不能作为划分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否则,就必然要犯
“
唯成分论

”
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在我们党的历

史上也确实是有过的。 1933年 10月 10日 瑞金中央政府 《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

在当时王明
“
左

”
倾路线的影响下,曾经规定

“
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 的 阶 级 决

定
”,并且具体地说: “

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

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
” 这样做,势必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赶到苹命 的对 立 面

去,成为
“
孤家寡人

”
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错误的。正因为如此,建国后以这

个文件为基础加以修改和补充的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在

知识分子问题上就作了原则性的修改和补充。这个文件指出: “
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

家庭成分决定。例如家庭属于地主的是地主出身,家庭属于富农的是富农出身,家庭属于中

农的是中农出身等。知识分子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例如

本人当地主的是地主,本人当资本家的是资本家,本人当自由职业者的是自由职业者,本人

当职员的是职员,本人当军人的是军人等。
”

⑩稍加对比就可以看出,修改后的文件将
“
阶

级成分
”

改为
“
阶级出身

”,并对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从而把知识

分子的家庭出身和本人的阶级成分严格地区别开来,纠正了
“
唯成分论

”
的错误,是一个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标志着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巨大飞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

选择。我们党的创始人和-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历史事实,早已证

明了家庭出身绝对不能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成分的标准,当然也不能作为认定某人为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的依据。

第 (二 )段是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来看的。世界观能不能作为划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标准,我 囤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早已作出了生动的回答。如 上所述,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的
“
两个估讠丨

冖′
实质上是 ·个估计,而这个估计的核心,正是认定广大知识分子的止1芥观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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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资产阶级的,因 而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一棒子打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使他们在
“
文化

大革命〃中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从五十年代后期到19〃年邓小平同志对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

世界观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论断 ,这整整二十年中,大 家主要是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知识

分子的世界观问题的。大家知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分歧。但是,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意识形态现象,它的形

成也有着极其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所以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的成员都具有资产阶级的

世界观,而无产阶级则一个个都是天然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即使是无产

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也可能具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甚至无产阶级的杰出领袖人物,也会在

某些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就表明,真正树立无产阶级

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毕生的自我改造过程。毛泽东同志生前也多次讲过

他自己也要不断地进行改造②,对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叉怎能把世界观是否得到彻底改造

作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客观标准呢?

第 (三 )段主要是从本人的生活条件来看的。但是,它也不能作为划分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的标准。大家知道,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的革命运动,曾经当了多

年的工厂股东。在我国,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鲁迅,也都是每月有数百元大洋收

入的教授和作家。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中也指出: “
凡有

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

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

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同
”,而 “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因此,仅仅

根据某个人每月能拿多少工资来确定其是否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不正确的。

(二二)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谈到立宪会议时曾经指出,它联合了包括资产阶级以及
“
那些

靠人民、靠被剥削者受到教育,却从他们当中分离出来 ,而去依附资本家,把 自己的知识,最

高的知识戍就用来反对劳动者,把 自己的知识变成了压迫人民的工具的人。
”
c笔者认为,

列宁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却道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 资 产 阶

级知识分字的本质特征。决定某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只能是他们依附

(或从属 )于资产阶级并以他们的知识来为建立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资本家,但他们却是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正如列宁指出的,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
“
更能够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广义的根本利益,而这种利益同单纯是资产阶级

‘
上

层人物
’

的暂时的狭小的利益是不同的
”

t。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们曾经高举
“
自由、

平等、博爱
”

的旗帜,站在反封建斗争的前列,为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大喊大叫;在资

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用自己的知识来反对和压迫劳动人民,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出谋

划策;在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本能地、千万百计地进行反对。

邓小平同志指出: “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

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就在 那 个 时

候?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



是社会制蠖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白由选择。铯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

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
”0邓小平同志这段十分精辟的论述,实际上为我们指出了

识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客观标准。前一种知识分子
“
为反动统治阶级服钙′’,这种服务也

是有特定含义的`那
就是

“
绞尽脑汁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

”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同广

大劳动者
“
处在对立的地位

”
。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才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而

其它的知识分子,则是劳动成果被剥削者所利用的问题。过去,曾经笼统地把这些知识分子

也说成是为剥谢阶级服务的,仔细推敲一下,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既然我们不能把为资本家

创造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说成是
“
为剥削阶级服务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同样参与创造剩

余价值的知识分子说成是
“
为剥削阶级服务

”
呢?

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本人是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 的,才 算 是
“
真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笔者在有关文章中也曾经支持过这种意见。现在看来,这种

意见也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知识分子既然是一个脑力劳动者阶层,那么所有的知识分子都

应该首先是一个脑力劳动者。所以,上 引 《中央入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

定 》关于
“
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方法决定,例如⋯⋯本人

当资本家的是资本家
”

那一段话中的
“
知识分子

”
,只 能广义地理解为

“
有知识的人

”
,和我

们现在所讨论的严格意义上的
“
知识分子

”
显然是不同的。同时,这个 《决定 》也已明确告

诉我们:既然他本人已经当了资本家,那他的阶级成分就应该是资本家,而不应该也无必要

再把他们另外叫做什么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了。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本身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依附于资产阶级并~H为资产

阶级服务的—部分脑力劳动者。在这里, “
依附

”
是本质特征,而 “

服务
”

则是依附的具体

表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斯太林和我们党的很多领导

^.的

著怍中找到根据。

斯大林在 1936年 】1月 25日 《关于苏联宪法革案》的报告中说,苏联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

了完全新的、劳动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
“
第一,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苏联知识分

子8C一⒇%都是工入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孑的活动性质也改

变了。从前,他们一定为富人阶级服务,囚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一定为人民服

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
”C很明显,斯太林这里说的成分 ,实 际上是家庭出身。如

上所述,家庭出身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上并不能起决定作用,因雨这里主要的还

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056年 1月 !硅 日在他著名的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中谈到中国
“
旧时

代的知识分子
” (这里面当然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过去六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时指出:

“
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E∶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
”

①从这句话的三个
“
已经

”
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用 恩来同志正是把为谁服务作为

区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客观标准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邓小平同志为了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彻底纠正长期以来把广

大知识分子看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的
“
左

”
倾错误,曾经几次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倡广大知

识分子叉红又专,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
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 自觉白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夕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们初步

树立了无产阶级f廴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丁。我们的科学

犭



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Ι”9作出贡献,这圃然是专

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o应该指出,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只是对如何

正确理解知识分子的泄界观改造问题仵出白已的论断,并不是要对世界观这个概念本身作新

的界说。这个创造性的论断也告诉我岔l:只 有为谁服务才是区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

级知识分子的客观标准。

行文至此,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一个学术界争论已久、尚未取得统一认识的问题,即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究竟是根据什么来划定幽。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上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于医生、律师、教师、诗人和演员的分析,应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即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

的方法作为唯一标准:凡靠工薪收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者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知识分子

的主体 )都应划入工人阶级;而依靠其 自身的知识独立谋生者,则应划为自由职业者。另一

种意见则认为,由于知识分子是一个分属于不同阶级的特殊阶层,困而应以其归属于哪个阶

级即为谁服务作为确定阶级属性的主要依据。其实,这两种意见是从不同角度讲的:前者是

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进行划分即确定其阶级性质,后者则是对他们之中的不同部分的阶级

归属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正是从阶级归属上来讲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来说,和工人阶级并没有什么 本 质 的 区

别;就阶级归属来说,又属于资产阶级,这不是矛盾的吗?笔者认为,如果说这里面有点矛

盾的话,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矛盾性的反映。列宁曾经指毖:知识分子
“
就他

们的关系、观点等等来说,他们是依附资产阶级的,这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由 于资本主义逐

渐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寄人篱下的雇佣者,使他们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

因此,他们又依附雇佣工人。
”o亳无疑问,这里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特点,月 恩来同志在建国以后曾经将其概括为
“
两重性

”,认 为 他 们
“
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 一方面又与丨n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毛

泽东同志也是在
“
两重性

”
这个前提下认识资产阶级矢Ⅱ识分子的。即使他在晚午错误地将知

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也仍然认为他们是
“
脑力劳动者

”
f)。

正是曲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是脑力劳动者、叉依附于资产阶级的这种特点,即使他们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站在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进行怠工和破坏活动,甚至参与反革

命阴谋的情况下,列宁仍然认为拉们是
“
中闯阶层

”
和

“
中间分子

”
O、 并且采取种种措施

争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他认为
“
能够靠简直没有什么文化的无产者和资

产阶级专家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

⑧,并且提出要
“
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

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 (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袼不入 )” ③。此外,

列宁还坚决反对那些任意扩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的做法。他十分尖锐地指出: “
不想

弄清这些专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就把他们统统叫锨
‘
资产阶级

’
专家的行为,简直是给共产

党人丢脸。
”

0∴ 列宁的这些论述,毫无疑问应该成为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指针。

《三.》

建国以后,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作为一顶帽子,曾经使我目广大知识分子遭受了深重

的灾难。为了摘掉这顶帽子,用恩来、陈毅、聂荣臻和邓小T钅同志曾经进行了长期和复杂



的斗争。

1956年 ,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周 恩来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明确宣布知识分

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第一次给广大知识分子摘掉了
“
资产阶级″和

“
小资产阶级

”
的帽子。但是,到 了1957年 就出现了反复,认为这些知识分子统统都是

“
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
”

。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会议上,周
恩来、陈毅和聂荣臻同志又一次地给知识分子

“
脱帽加冕

” (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

子,宣布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 但是
“
文化大革命

”
一来,就把这一切又推翻了,

知识分子又被扣上了
“
资产阶级

”
的帽子,受到了打击和摧残。直到1978年 邓小平同志在全

国科学大会上重申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才最终地把这顶倒霉的帽子

扔到太平洋里去。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这顶帽子

“
三起三落

”

的事实充分证明:把它戴在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是不合适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和十月

革命前的帝国主义俄国不同,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半封建地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的知

识分子, 自然有其本身的特点。

首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泓极力压制下,中 国的民族资本得不到发展,资产阶级的

力量比较弱小 ,因 而依附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正因为如此 ,周 恩来、

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解放前的著作中,都没有使用过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 《毛泽东选集 》一至四卷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只

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指
“
五四运动的右翼

”
即胡适、戴季陶等一类人物;一次是和城市小资

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政治派别并提,并未作具体的阐述④。但是,在整个

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同志却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予特殊的注意。在他关于中国革命问

题的基本著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认为
“
广大的知识分子

”
是

“
农民以外的小

资产阶级
”

。在他的著名的知识分子问题著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也

全都是
“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在旧中国,由 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数量很少,因 而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

作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的。

其次 ,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具有

革命的愿望,并且是革命的力量之一。这一点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本质的区别,

并且决定了它的知识分子也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陈云同志曾经指

出: “
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

”, “
半殖

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领导的。
”

并且举

了孙中山先生为例迷。这就清楚地表明,陈云同志在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包括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在内的。我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采取各

种斗争形式,为 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少人甚至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建国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作为阶级的

资本家阶级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能够主观认定广大知识分子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事实上,将广大知识分子当

作资产阶级看待,正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重要内容。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9在我国一而再、再雨三地出现了随意扩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6



范圉的严重错误,在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更是达到了簦峰造极的程度冫这一历史事卖很值

得我们深思。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更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第一,是由于
“
左

”
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从建国初期到 1956年 ,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民族

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和基

本政策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原来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

数,也已经转而为社会主义服务,变成了国家的工作人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 恩来同志才

作出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虽然在当时和以后

的一段时间内还没有能够成为全党的认识,但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还是比较谨慎的。从

1957年 开始,在党内逐渐滋长了一种
“
左

”
倾错误。这种错误在政治和思想上的主要表现是

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反映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则是

不断扩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建国初期,曾 经将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和资本家并

列,认为他们属于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就是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种以学术职称和职务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的办法虽然不一定可取,但它所涉及的毕

竟还是极少数人。反右派以后
“
左

”
倾思潮泛滥,情况就不同了。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在企图复辟。能够出来和无产阶级

较量的,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 而资产阶级就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它的知识分子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就无限制地扩太起来。原来在知识分子中还分个资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后来认为那是迷信,因为小资产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

个,从而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全都戴上了
“
资产阶级

”
的帽子,并且认为是当时存在的

“
两个剥削阶级

”
中的一个。 1958年又提出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仍然存在。不

言而喻,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资产阶级了。 “
文化大革命

”
中大搞极左,江

青反革命集团炮制
“
两个估计

”,更是把建国以来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戴上了
“
资产

阶级
”

的帽子 ,统统划入另册。以上情况足以证明,1957以 后的所谓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

完全是
“
左

”
倾错误的产物。

第二,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的束缚和影响。胡耀邦同志在谈到我们党在知识分子

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时指出: “
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 ,我们曾经长期认识不足 ,并且被一些背

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纠缠了多年。
”G这种

“
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

”
不是别的,

正是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首先是轻视知识分子。大家知道,在旧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里, 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小农经济)占 着统治地位。他们为了维持农业和手工业的简单再

生产,一些粗浅的生产经验和几件简单的生产工具就够了,因 而感觉不到文化科学知识的重

要,当然也认识不到知识分子的重要。其次是歧视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的劳动一般不直

接表现在产品上,就使这些小生产者产生了知识分子是靠他们养活的错误观念。反革命分子

江青所谓
“
知识分子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

”
的叫喊,正是别有用心地利用了这种错误观

念。加之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剥夺了劳动者接受文化科学知识的权利, “
知识和劳动彼此

分离,于是知识作为资本或富入的奢侈品同劳动相对立
”c,更使得小生产者总是认为知识分

子不是 自己人,而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所走过的以农村包

围城市的道路,决定了我们党内小生产者出身的占大多数;即使工人党员 ,也容易沾染小生产

的意识。这也就是把知识分子当成
“
资产阶级

”
这种错误观念得以长期流传的思想基础。正



因为如此,胡耀邦闸志寺诫全光
“一定要反对把知识分子冂工人阶级击j裂开来、对立起来,

看成
‘
异已力量

’
的什误颁向丿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邙分的正吮观念,百倍地加强工

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
”

Ι忄他在这里指出的把知识分子看戚
“
异己力 量

”
的 熔 误 倾

向,正是把广大知识分子当戊了
“
资产阶级

”
。

第三'由于小生产者的狭嗌观念所产生的把知识分子都当戍
“
资产阶级

”
的偏见之所以

能够长期占有市场,从裉本上说是因为狨们对马克恩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和宜传得

不够。如上所述 ,马 克恩和田,枯 斯不但明砩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知识分子也是
“
生产

工人
”

和
“
雇佣劳动者

”,雨且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但是,由于种砷原因,我们在长期内对于这些基本埋论并没有作过很好曲学习和宣传,反而

把一些小生产者的狭辍观念当成了马克思主义。例如⋯说起知识分子,总是要把他们同有产

阶级联在一起,最起码也要说妞是
“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

”;认为知识分子都是些
“
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
”, “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

的废物,是 “
最没有知识

”
的

“
消费者

”,因而

在任何时候都是当然εi“改造对象
”

。 “
知识就是力量

”
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讲的,就这

一点说来比小生产者的J器想进步得多丁。在我国,知识分子早碱和工人农民一样成为社会主

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并且这支趺伍还要一天夭地迅速扩大。但是对知识分子问舡的研究还很

不够,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工作也还有待于深入。胡耀邦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的经验教沪丨时指幽: “
我们有些同志办事,你说他是从

‘
本本

’
出发,实 际上他连

‘
本本

’

也没有多少,是从小道消崽出发,有些是从
亻
想当然

’
出发

”
;并说我们

“
要靠马克思主义

吃饭
”

C、 应该看到,当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小生产者偏见,仍然是一股相当顽强的抵制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消极力量。只有在宣传和蔷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基本理论的

基础上,才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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