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师 院 学 报 1981年第 4期

鼷湃建嫒意邋翻鼷家鳞訾心强务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 》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9我国所要解决的

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

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
`山 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9大大发展社会生产

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

活。”这是对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经捡的

科学总结,是付出了沉重均历史代阶;F得 出

的正确结论。它的核心”就是在建立社会主

义制度以后 ,必须实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9

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中丿沁任务。

关于无产阶级夺职政权以后均任务。元

产阶级草命导师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马 克

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丰说: “无产阶

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夕一步一步地夺∮

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ρ把一护△产互.具↑中

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 的元产 阶级手

里9并且尽可能快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烤艿1卷第27￡页)歹咛 在十月

革命后更为明确方L指 出邕 〃在元产阶级革命

后的初期9我们首先t于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夕

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汽者”击破他

们的阴谋。·°⋯这是必须而不可避免的。但除

了这个任务以外9同样不可避兔 圮要提 出

(愈往前就愈要拄曳)积杼坨建设共产主义丁

创造新的经济关系、Il主新丨I会 j=、 一更E要

°Ι6。

伯 安

的 任 务 。
”

(唿 列宁选集》第 姓卷第 g页 )可见 ,在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任

务:一是剥夺剥夺者9镇压他们的反抗,=
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主产力。这两个任务

不是平列的。在夺取政权后的初期,由于资

产阶级的疯狂反扑,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

阶级斗争上,但是少这时的阶级斗争与夺取

政权前不同,从总体上讲”这时的阶级斗争

是为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一旦第

一方面的任务基本完成”就要毫不迟疑地把

工作重点转到第三个方而。这也正象列宁所

说均: “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

后,跑若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

大衤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

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

首位;这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
。

(《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决议》提出我国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工作

的重点必须转移彐经济建没上的论断9同列

宁均思想是完全一致均。

开产 :;冫 级夺敢攻权”后Ι 作重点 的转

移9并不取决于

'、

们山主观意志9而是历史

发展均一郡客砹必然挂。从根本上讲它是曲

主委矛盾的变化引起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

忄方面沟F歼 :

第一”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 大发

展社会生~广 力,才 能为巩围无产阶级专政、

n刀 庆,践 哏忄}∴ 义~。 三必要的艹负基咄。



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专政

以后所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拥有坚实

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力量才能巩固。而这种经

济基秕和物质力量的建立则有赖于生产力的

发展。列宁在谈到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任务时

指出: “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 ,

苏维埃俄国才能取得胜利。⋯⋯不了解这一

任务,我忄l就会葬送一切。
”

(《 列宁选集》第

4卷第885页 )正是因为生产的发展对于政权 的

巩固关系极大,所以列宁又强调指出: “无

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

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 提高社会生产

力。〃(《 列牛全集》第88卷第1sg页 )同时,也只有

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在经济上充

分显示出对于旧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才

有可能被彻底消灭。如果经济不发达 ,争取生

活必需品的斗争就会从新开始,资本主义的

生产关系就会死灰复燃,回 到旧制度就不可

避免。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

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资本主义能够战

胜封建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具有比封建主

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只有创造

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 能够最

终战胜资本主义。

我国无产阶级是在经济技术十分落后的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取得革命胜利的。因

此,当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物

贡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在这种情况下,把工

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大大发展社会生产

力 ,∶ 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毛泽东

同志1957年曾经讲过:只有 “社会生产力的

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比较充分的物

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不充分),我

们的国家 (上层建筑)才能充分巩固,社会主

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
。(《 毛泽东选集》

第5卷第462页)毛泽东同志讲的话已经过去二

十多年了,但 目前,国 民经济落后9物质基

础薄弱,仍是我国一个显著的弱点。迅速改

变这种状况仍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从根本上决

定着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决定着我们

国家的兴衰,决定着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前

途和命运。

第二,只 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 ,才 有可能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实力,

有效地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战争是不可

避免的,谁落后谁就要挨打,这是一条历史

规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增强自

己的国防实力。而国防实力的加强又是以经

济的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

为军队提供必薷的生活资料和广大的兵源 ,

只有工业生产和科技发展了.才能以最新的

武器装各我们的军队;只有经济发展了,才
能为国防建设积累必需的资金。列宁在十月

革命胜利之初曾经指出: “防御力量如此薄

弱的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于极不

稳固、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竭

尽全力利用客观形势给我们造成的这个喘息

时机,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极

其严重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不这样做 ,

就谈不到使国防力量真正有所加强。
”

(长 列宁

论苏维埃饿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50贞 )现在世界的

形势与列宁在世时相比,虽然已经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但是 ,我们仍然面临着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随时可能进行侵略和颠复的危险。

毛泽东同志早在1963年就尖锐指出: “知果

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

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9挨

打是不可避免的。
” “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

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争在^个不

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

的落后状态 ,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转弓咱

《人民日报》iθ了8年 3月 t日 )我们只有把经济建

设放在首位,大大发展杜会生产力,才能在

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从而有效地

保卫我国的独立和安仝,使我国人民民主专

。】7·



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只 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不

断捉高人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

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庋的优越性。

不断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

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

度的根本区别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主要表现。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必须
“
使

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

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

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 了解这个真理。
”

(《 列宁选集》第8卷第821页 )我们党的 “八大
”
所

通过的党章也曾明确规定: “党的一切工作

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

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在发展

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和不断地改善人民的

生活状况,而这也是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的

必要条件
”

。可见,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根本

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如果生产不发展,工

农业产品的数量不增加9质量不提高,人民

生活的改善就只是一句空话。这不仅会压抑

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会影响到社会主

义制度的巩固。如果劳动者不能从实际生活

中体验到新社会的好处,他怎么会真心实意

地拥护这个新制度并为之巩固而奋斗呢?胡

耀邦同志同外宾的一次谈话 中,在 讲 到 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说,一个革命政党 ,

ˉ支革命军队,在取得政权后,最重要的是

要保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生产,使人

民的生活年年有所改善,广大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得到了切身的利益9就会拥护这个

政党和军队。这个政党和军队就将立于不败

之地。这是我们党在建国以来取得的最重要

的 ∵ 条 经 验 。 (见慈人民日报》1θ81年 |岿 80日 )把

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大发展社会生

·】8·

产力 ,不仅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

而且也是历史经验所揭示的真理。   ∷

第四,只 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 济建设

L,大大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发展社会主义∷

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 义,创 造 必要 的 条∷

件。             ∶
、 ·

1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不仅要巩固,

而且必须进一步向前发展。根据历史唯物主

义原理,任何社会都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矛盾中向前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生产

力的发展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社

会也不例外。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才能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

推向更高的阶段。我国目前还是全民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并存,要实现单△的程度更高

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

基础。按劳分配规律作用的范围及实现程度∷

也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

从长远讲,建设社会主义最终还是为了

过渡到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

渡是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需要创造多

方面的条件,而决定性的条件还是生产力的

发展。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

民所有制的过渡,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的

过渡,以及阶级的彻底消灭,都离不开生产

力的巨大发展。恩格斯曾经讲到 “
阶级的消∷

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 为 前 提 的”
(巛 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擤 8卷第821页 )。 列宁也说过 :“为了

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

资本家9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9而且要

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 ,要消灭城乡之间、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

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 ;必须

大大发展生产力。” (《 列宁选集》第硖卷第11页 )

可见,发展生产力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首要

条件,其他一切条件都受它制约。为了完成

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丰义制

度建立之后9一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

家工作的中心。     ∷



总之,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马克 思 列 宁 圭

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战 略思

想,是涉及到无产阶级最后胜利全局的大问

题。但是,在我国,实现这个转变却经历了

反复曲折的过程。     
·

还在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工

作重点的转移问题。他指出: “
从我们接管

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晴就要向着这个

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城市中的

其他工作9 “
都是围绕着生产这个中心工作

并为这个中心工 作 服 务 的”
(《 毛泽东选集》

凼卷合订本第1818页 )。 当然 ,在建国的头 几 年 ,

我们还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 点。因 为 那 时

不仅要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而且

要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的社会

矛盾。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巳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完全可能而且应该把工作重点彻底转到经济

建设上来。同年召开的党的
“
八大

”
及时作出

决议:今后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

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1957年也明确

指出,随着革命时期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

众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 “我们的根本任务

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

3了了页)

可是,在 1956年以后二十多年的实践中,

上述正确的方针和思想并未很好的贯彻,相
当长的时期内都未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

设。由于对国内主要矛盾估计的改变,特别

是 “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提出9大大地

影响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切实转移。频繁进行

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干扰了经济建设的

进程。到了 f文化大革命〃期间,用取治斗

争冲击一切,∶代替∵切,大批所谓 “
唯生产

力论”,更加严重影嘀了国民垤济窍正常发

展9给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太

的损失。

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丁伟

大的成绩,但确实也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

这些错误正象《决议》所说的,归根到底就是

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鉴于过去的教训 9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 ,

重新把党和国家的工阼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

设为中`b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现在 9

《决议》又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基干经验加以肯定,这是完全正确的。它充

分反映人民的愿望 9代表了入民的根本利益 ,

因而得到了金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o∶三十二年

的实践告诉我们:           ∷

第一,什么时候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就前进,人民的政

权就巩固,∶ 人民的生活就提高,社会主义制

度就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什么时候偏离

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的萼业就失败 ,

就停滞倒退,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安定

和进步就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肄国以米付

出了高昂的学费所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一定

要永志不忘。

第二9坚持工作重点的转移绝不是一帆

风顺的,一定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干扰。所以,

任何时候都要笨持清醛的头脑,不要为各种

干扰和阻力所动摇,始终如∵的竖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今后 9曲 于国内因素和国际的影

响,阶级斗争在∵定薄围内乃埒长期存在 ,

在某种条仵下还可熊激化占因此,经济建设

还会遇到:盼级斗争的干扰和赇环,我￠l一定
要处珲好阶级斗争同经济建设的关系。阶级

斗争决不熊影响和削弱经济建设的中心地
位。否则就会重犯历史的错误,损害无产阶
级蛳裉本利益。 《决议》指出: f今后,除
了发生水枧模外敌入侵 (那时仍终必卵达行
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

(下 转第2J贾 )

qΙ 9q

离开j文个重点)



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一代无产阶级的文学家

吗?

“
艺术是属于人民的”②。人民是有鉴

赏能力的。人们对某些优秀的电影、戏剧、

小说、报告文学等那样喜爱 ,给 以充分肯定 ,

而对那些不健康的9错误的,艺术上采取政治

图说的公式化概念化的9 “
为了席勒而忘掉

莎士比亚”⑧的作品,强烈反对或无动于衷,

或不屑闻问9难道不值得我们的文学家艺术

家们深思和重视么!蒲列汉诺夫说得好 :“一

件艺术品,不论使用的手段是形象或声音 ,总

是对我们的直观能力发生作用,而不是对我

们的逻辑能力发生作用,因此,当我们看见

∵件艺术品,我们身上只产生了是否有益于

社会的考虑,这样的作品就不会有审美的快

感 ,在这种场合,只有着审美快感的代用品 ,

即这些考虑所带来的快乐”②。人民盼望党

的文学工作者,发挥自己的才华?在艺术的

f广阔天地”
中写作出政治与艺术完美统一

的作品,盼望着少享受些 “
审美快感的代用

∶品?o周 恩来同志在-九六一年六月的∵次

讲话中也说: “
群众看剧、看电影是要从中

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的形象表演 ,

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
”⑧。确实,

每个负有教育人民的光荣职责的党的文学工

∶(上接第Ι9页 )

∶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
”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
=∶
 肆国以前的二十八年,我们党经历了无

数的艰难险阻,付出了臣大的牺牲,终于战

胜了-切敌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

国以后的
=十

二年,球们党同样纾历了开数

∶驷,艰难险阻,付出了沉重昀代价,战胜了∵

作者,应细细体昧和记得这些话。莪们要给

予人民的是无产阶级思想、道德、情操的教育

和感染,而不只是娱乐,更不是砒霜。

让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地开展文

学批评,坚持党性原则,繁荥文学刨作,产
生出更多更好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吧 !

注:

⊙ 《毛诗序》。 .

② 《论语 ·阳货》。

③ 《典论 ·论文》.

④⑩李汉:《 昌黎先生集序》。

⑥⑩柳宗元:《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⑥周敦颐:《通书·文辞》。

⑦ 《琵琶论》第一出。

⑧徐渭:《 南词叙录》。

⑨高尔基:《论文学及其他》。

⑩⑩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④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反对党/k股 》。

Θ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⑩⑧恩格斯:《 致斐·拉萨尔》。

⑩ 《而已集·革命文学》.

⑧ 《修竹篇序》。

④ 《与元九书》。

⑧ 《新乐府序》。

②列宁语,见 《列宁沦文学与艺术 ·回忆列宁》。

② 《论艺术 (没有地址的信) ·第四封信》。

⑧《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D。

切敌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

胜利。今后,只要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团结∵致 ,振奋精神,沿着《决议》所肯定的、

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前进9必

将取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成就。把我国建设成

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

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一定能胜利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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