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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统一战线

学 说 蝻 伟 大 贡 献

王 洪 楚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在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

的实际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

中9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对马列主义的统

一战线学说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认真地学习

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科学论述,对于

进一步肃清在这方面存在的 “左
”

的思想影

响,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有着重要

的意义。

(一-)

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线,是无产阶级

解放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共产主X运动在实践中

不容忽视的战略和策略。能否正确地对待这

个问题9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

《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

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这个伟大纲领的第四章9对统一战线的

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论述,要求共产党人 “支

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

运动”
,“ 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

团结和协议
”。列宁进一步提出

“
要利用一切

机会哪怕是极小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 ,

尽管这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

靠不住的、有条件的。”0

但是,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 ,

一般都是从战略策略的角度讲的。只有毛泽

东同志才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第一次把统

一战线的重要性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联系

起来,作为中国革命的工个基本问题和三个

法宝,从而更深刻地阐明统一战线与科学社

会主义-系列基本原理的相互关系,更具体

地论证了统一战线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

中指出: “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

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 导 了 全 部申 国 革

命。”
“
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

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

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

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不仅开创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新局面,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作出了新贡献。

毛泽东同志认为,“统一战线和 武装 斗

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 ,

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 ,则

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

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

相互关系。
”②这种相互关系说明武器如果没

有战士来掌握,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因此 ,

统∵战线和武装斗争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

绝对领导之下,这是一方面,另 方面战士如

果手中没有武器,也是不能进行战斗的。而

· 9·



且在战士手中,这两件基本的武器缺一不可。

因为这两个基本的武器是互相补充、互为各

自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的。在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议

会民主可以利用,无产阶级要推翻压在中国

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9只有一条路 9这就是以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由于旧中国

的无产阶级人数较少,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不但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还有帝国

主义的支持。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革命的武

装斗争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必然要

经历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斗争。中国革

命的这个特点,不但决定了必须以长期的武

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且也决定了武装斗争

的发展,必须以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前提和后

盾。反过来,武装斗争的发展又巩固和促进

统一战线的发展。而能否正确地认识这种关

系和运用这两个基本武器,则是衡量党成熟

与否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不仅很重视统一战线在武装

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的作用,而且还很注意

统一战线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作用。

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建立农村

革命根据地,以农札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

国政权。因此,由点到面地打碎旧的国家机

器,由点到面地建立革命政权 ,是中国革命在

政权建设方面的显著特点。而革命根据地的

政权 ,从性质到组织形式,都和统一战线有着

密切的关系。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

文中9毛泽东同志指出: “
在抗日时期,我们

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

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

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

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

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

的=农民主专政有区别。”正因为这样,所

以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形式上,毛泽东同志

强调必须坚持实行 “三三制”即 “根据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 9在人员分配上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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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

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

分之-。 ”③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 ,是为了保

证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政权的领导权;党外进

步分子占三分之=,是为了密切联系和争取

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目 的在于

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样就能更

广泛地联系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 顽 固 势

力9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9以打败日本帝

国主义。到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9我们党

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统一战

线在新形势下的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在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届全体会议上的开

幕词中指出: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并的,它具有代

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琴的信任

和拥护。因此,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

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④第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政协全国

委员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仍然

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

个法宝。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三个主要法宝

的论述,把统一战线与夺取政权的道路、政

权建设、党的建设这些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

的原理联系起来,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

论证其地位和作用,这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

重要的发展。

(二二)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概括,新民主主义革

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

革命赢得胜利的根本条件,就是人民大众在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的紧密团结和广泛

联合,就是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这

种形式纽织起来的草命队伍。所以毛泽东同



志在解决统一战线问题方面始终贯穿着的一

个中心思想,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大联合。

早在
“
五四”

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 “民

众的大联合”。在 《论持久战》中又指出战

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而 “三个

条件中,中 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战

胜日本帝国主义是这样9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也是这样。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

主义国家,还是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大联合。

其所以如此9就是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

史的真正主人,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

力。统一战线不管在内容上、形式上如何变

化,归根到底都是在政治上动员和组织人民

群众,实现中国人民的大联合,以完成革命

进程中各个不同降段的任务。这是统一战线

作为政治战略的根本立足点。离开这个根本

氵足点,就没有统一战线9也谈不上组织革

命队伍。

但是,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怎样

组织革命的队伍?马列主义并没有一个适合

中国国情的现成答案。这就需要从中国的实

际出发 ,调 查研究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以 及阶级矛盾和民族

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变动不定的政治形势,从
其巾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才能

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根据对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

的分析,把极其复杂的情况概括为 “两个联

盟,三种势力”。两个联盟,就是劳动者阶

级之间的联盟,劳动者阶级与非劳动者之间

的联盟。⑤三种势力,就是进步势力,中 间

势力,顽画势力。⑥ “两个联盟”与 “三种

势力”的关系,构成不同范围中 的 不 同 层

次。劳动者阶级之间的联盟,就是无产阶级
(包括革命知识分于)与农民、城市小资产

阶级之间的联盟,这也是由进步势力结成的

最摹本的联盟。但是在这个联盟内部,无产

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

军o工衣联茸是绡一娥线的蓦础?城市小资

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军。只有在劳动者阶级

之间结成巩固的联盟这个基础上,才能结成

劳动者阶级与非劳动者阶级之间的联盟。这

个联盟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以民族资产阶

.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民

族矛盾比阶级矛盾更突出、更尖 锐 的 条 件

下,中 间势力还包括开明绅士和 地 方 实 力

派。这个联盟还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英

美派包括在内,他们是统一战线中的顽固势

力。这样,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 和 政 治 状

况,就变得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就可以采

取不同的方针政策,区对别待,就可以组织

成统一战线庞大的队伍。这是毛泽东同志对

统一战线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马列主义在怎样组织统一战线的队伍这

个问题方面,也讲过两个联盟。但是对第一

个联盟论述较多,对第二个联盟论述甚少。

就是对第一个联盟的论述,也着重于阐明工

农联盟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在马列著作中,虽然把△农联盟作为劳

动人民之间的联盟,但却是从争取和团结中

间势力出发的。《共产党宣言》指出:整个社

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

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而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而小工业家、小

商人、手工业者、农民,都属于中间等级,

如果他们为了维护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而同

资产阶级斗争9这种斗争是保守的,甚至是

反动的;说他们是革命的,是鉴于他们行将转

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从而离开原来的立场,

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会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创造性地解决了组

织革命队伍的问题。他把第一个联盟不是作

为团结中间力量的联盟,而是作为发展进步

势力的联盟,是无产阶级方面的基本队伍⒍

对农民则视为革命的主力军。从而使工农联

盟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成为国际

共产△X运动史上最 突 出:的 范例。它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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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包围城市这种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坚强支

柱9是人民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湄i9是革命根

据地的可靠依托,是人民战争陷敌于灭顶之

灾的汪洋大海。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 ,中 阀

革命的武装斗争和农村根据地的 建 设 和 发

展 9∵
“是半殖民地申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的农民斗争 n句最高9彡式9和半殖民地农民斗

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

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⑦

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的第二个联盟9主

要是争取和团结巾问势力;但在 特 定 条 件

下 ,其 中也包括顽田势力。中间势力以民族资

产阶级为代表9顽 田势力属于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的一翼。所以第二个联盟主要是同资产

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的范围随着政治形势

的变化而变化,不象第一个联盟那样具有稳

定性。其中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 主 要 的 中

间力量来争取,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特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不可能提出和解

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

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

分,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把它纳

入人民的范畴,并且采取又团结 又 斗 争 的

方针,直到用和平的方式消灭这 个 剥 削 阶

级,将绝大多数民族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

力的劳动者。这是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马

yll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由于在半殖民地的

中国9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倾铂

商品、资本输出、掠夺原料和劳动力所产生的

一个怪胎,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理人9所以

并不代表中国城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

代表这种生产关系的,主要是民族 资产 阶

级。由于它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夹缝

中畸形发展,政治上又不处于当杈地位9但

却幻想实现由它来统治国家。这 就 决 定 了
“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

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

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压迫的革命运

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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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

助,对于其欲达到太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发

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⑧这种

两面性决定了它在革命和反革命的两军对垒

中9属于动摇不定的力量,既可能成为无产

阶级f勺 同盟者”也可能依附于反革命势力。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中9民族资

产阶级是革命同反革命争夺的主要对象。因

此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统一战线

中来9并 F̈.长期倮持反帝反封建的联盟,就

成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中心问题。

山于中口是各帝国主义划分和争夺势力

范围的半殖民地,而不是某-个帝国主义国

家所独占的殖民地,所以直接统治中国的大

地主太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就因其主子不

同而分成不同的派别。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和斗争,必然影响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和斗争。当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

主义的时候 9“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

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 日本帝国主

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⑨正是这种

矛盾造成了国民党内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欧

美派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的区别。毛

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政治形势的变化,提

出了逼蒋抗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

张。这个统一战线把十年内战的罪魁蒋介石

也包括在内,表明了共产党不念旧恶以民族

太
1义

为重的宽阔胸怀。但是蒋介 石 消 极 抗

日,积极反共9所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的顽固势力。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把本来

是革命对象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当权派纳

^.纺

⋯战线9并尽力倮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联盟不使之破裂,对于反对当时最主要的

敌人,有其特殊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同志

在-九三九年回顾党的历史、戽结十八年的

经验时指出: “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

大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

战线 ,又 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 9同大资产

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



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

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

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

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

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

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②

综上述,在组织统一战线队 伍 这 个 重

要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关于 “两个联盟”、

阝三种势力”的划分,既坚持了马列主义的

基本原理,又在具体内容上丰富和发展了统

冖战线的理论9从而使中国的统一战线组成

了比任何国家都庞大得多的队伍,卓有成效

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赢得最后胜利。

(三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领导全国

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

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o

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再称之为中间阶级 ,

而是革命的对象。在这种新形势下,毛泽东

同志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9既把资产阶级作为社

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又把它作为统一战线团

结的对象。因为是社会主义革命妁对象,所

以必须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必须消灭这个剥

削阶级;因为是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对象”所

以消灭的方式不是强力剥夺,而 是 和 平 改

造。把资产阶级团结在统一战线之内,使他

们在鼓锣齐鸣中送别过去,在爆竹声声中迎

接新生,这是毛泽东同志为统一战线学说谱

写的新篇章。

在马列主义著作中,关于剥夺资本玄均

生产资料的问题,曾经设想过使用暴力剥夺

和和平赎买的两种方式。⑩但是马克思和思

格斯没有这方面的实践9列宁叉只实践了暴

力剥夺这一种方式。唯独中田的革命仝面地

实践了这两种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方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没收了官僚、买办资

产阶级的资本和地主阶级的土地。社会主义

革命又和平赎买了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

这就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统∵战线增添

了团结改造资产阶级的新内容o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之所以能够

通过统∵战线团结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是 由

各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      ∷

第一9从革命的发展过程来看,两个革

命阶段的转变时,中 间没有横插一个资产阶

级专政。不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胜利,无产

阶级就夺取了全国政权。而且在这之前,人
民民主专政就经过了一个由点到面的发展过∷

程。这种情况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一掌握全国

政权,就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的政权是工人阶

级 (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劳动人民掌握了全

部国家机器,因而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它也没有力量造反。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

两面性,使得这个阶级能够参加人民民主统

一战线,并且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我们有长期

合作共事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增进了它

对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在社会主义革命之

前,它在党的领导下基本上经受住了战争关

和土改关的考验。因此,在过社会主义这△

关时”它除具有剥削工入阶级这一面外,还
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

:改
造 的 一

面。这种新的两面性,决定这个阶级同无产

阶级的矛盾是应该和能够在统一战线内部解

决的。

第三9毛泽东同志对上述情况的正确分

析和处理9使团结改造资产阶级由可能性变

成了现实性。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 ,

他就在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 甾只

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

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

采取故对的态度9我们是没有理由不下Π他们

。Ι3·



合作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
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

幕词中,特别表明我们党对曾经长期合作共

事的朋友的诚挚态度,说明 “只要人们在革

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

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

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

农业社会化的时候⋯⋯,人民是不会把他们

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⑧毛泽东

同志代表党所讲的这些话,使他们减少了傍

徨顾虑,增加了信心,成为形成民族资产阶

级的两面性中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

改造这工面的重要原因。

正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拥护宪法、愿

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所以毛泽东同

志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

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还说: “人民这个概念

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 的历 史 时

期,有着不同的内容。”0就我国的国情而

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切反对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阶

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

义革命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接受社会主

改造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

的范围。民族资产阶级因为有剥削工人阶级

取得利润的一面,所以它同工人阶级的矛盾

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但又

正因为它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

造的一面丿加上历史的原因,就没有理由不

把它纳入人民的范围。因此,在我国解决社

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矛盾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方式,在统一战线中通过团结改造来实

现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使用的基本武

器不是暴力而是统一战线,因而能够在安定

团结的局面下9在一片欢欣鼓舞的气氛中,顺

利地完成了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任务。

实践证明,统一战线不仅是民主革命的一个

法宝,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法宝。毛泽

东同志运用这个法宝解决民族资产阶级和平

改造的问题,是对统一战线学说又一个伟大

贡献。

毛泽东同志对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所

作的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在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

高兴地看到,随着国内 (除港澳台外)阶级

状况的变化9统一战线的阶级结构和内部关

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统战的对象大部分已

经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正如邓小平同志指

出的: “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

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⑩

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将继续作为一个

法宝,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

积极因素9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9同心同

德,群策策力 ,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

国而奋斗,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奋斗。

注释 :

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②《<共产党人>发刊词》

③《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④《中国人民蛄起来了》

⑤《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⑥参看《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⑧《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⑩参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和列宁《论粮食税》

④《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⑩《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

。】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