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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歪曲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9是从否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开始

的。他们否认按劳分配的科学含义9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夸大为整个社会主义的分配9

诬蔑按劳分配在 “资本主义也存在”,是 “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大篡改,大背叛。

(——)

马克思主义认为9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按照 “各尽所能,按

劳分配
'的

原则进行的。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有它的确切的科学含义9它要求每个有

劳动能力的公民都有义务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工作,而社会则按照各人提供给社会的劳

劫的数童和质量来分配消费品。这个科学概念,包括了列宁提出的两个社会主义原则g

一是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韭义原则”;二是 “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

主义原则” (《列宁选集》第3卷 第251页 )。

按照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每个劳动者所得的消费品,或者代表一定消

费品的货币的量,是同他贡献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质量成正比的。谁向社会提供的劳

动多,质量好,他所得到的劳动报酬,就应该多些;谁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少,质量

差,他所得到的劳动报酬,就应该少些。

那么,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应当根据什么来衡量呢?

马克思指出: “劳动,为 了要使它能够成为-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

来确定,不 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认为,每个劳动者的劳

动数量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劳动时间的长短,也就是劳动的外延量的多少。在同

样做一种工作的条件下,谁劳动的时间长9他贡献给社会的劳动量就多,社会给他的报

酬就应该多些。第二,是劳动的强度,也就是劳动的内涵量或称为密集的程度。在同一

时间内,谁的工作愈繁重,社会给他的报酬也应该愈多。

至于劳动的质量,则取决于劳动的复杂程度或熟练程度。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丿各

种工作所需要的劳动的复杂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是简单的劳动,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人都

可以胜任。有些工作9是比较复杂一些的劳动,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担任。还

有一些工作,是更复杂的劳动,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和积累丰富的经验,才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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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劳动的复杂程度愈高、劳动的质量愈好,所得的劳动报酬也就应该愈多。复杂劳动

是当作倍加的简单劳动来计算的。

按劳分配决不象 “四人帮”
胡诌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决不意味着劳动

者能够把他们创造的全部产品,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全部都分配给个人消费。

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 《哥达纲领批判》这-伟大著作中,彻底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机会主义头子拉萨尔鼓吹的 “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权利属于社会一切

成员
”、 “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空话,科学地论证了关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的原理。

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产品中,首先应该扣除下列三部分:第ˉ,用来补
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

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各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才是用来作为消费

资料的。在把这部分消费资料进行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以下三部分:第一,和生

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 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费

用9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即用作社会保险的费用。在作了上述

各项扣除之后,剩下来的这部分产品9才能作为个人的消费品,根据 “各尽所能”按劳

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劳动者之问进行分配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9—

10页 )。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除了用于个人消费的那部分外,社会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

都不是按劳分配的。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就
不是分配给各个劳动者消费的,而是归国家或集体公有,用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的;还
有社会消费的那些部分,虽 然也是供劳动者消费用的,但它并不分配给劳动者个人,而
是归劳动者集体消费,并不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配9而是按照劳动者的需

要来分配的。同时,社会总产品的扣除部分9也不是按劳动这个统一的尺度在劳动者的

生产品中扣除来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社会总产品中,不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9扣除

多少,扣除部分在社会总产品中占多大比例, f‘ 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9部
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 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的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9页 )

这是不是说9社会总产品中除了劳动者个人消费的那些扣除部分,同 “按劳分配”

无关呢?我们的田答是肯定的。因为在社会总产品中,用 于个人消费的部分,与用于补偿

生产耗费的、用于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几部分,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它们的总和才构

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分配的统一的完整的体系。个人的消费品的 “按劳分配”,只
是这个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这里,个人消费部分同总产品

的其他扣除部分的区别容易为人们所看见9而其联系方面却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我们

认为,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至少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社会总产品昀其他扣除部分,

同按劳分配的个人消费部分一样,部是为劳动者的利益服务的,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前

者是直接满足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后者则是间接地满足劳

动人民的需要。第二,社会产品的其他扣除部分,是实行 “按劳分配”的重要物质保证宙

如果在社会总产品中不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简单再生产,从而按劳分配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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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得到实现;女口果不扣除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扩大再生产,从而按劳分配个

人消费品的部分,就不能得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其他非常事故时,

按劳分配就可能因社会总产品的减少而元法保证。还有,如果不扣除社舍消费部分9工
人生病就得不到治疗,工人的孩子就进不了幼儿园,这也会影响生产,从而影响按劳分

配的正常进行。

(二二)

搞清楚了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科学含义,还是不够的。因为还没有澄清
“四

人帮
”

搞乱的按劳分配到底是什么性质,还没有回答为什么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个人

消费品的分配原则,而不是 “资本主义的东西”。

马克思指出: “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9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9不

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所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

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 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 98页 )社会产品的一定分配形式,是由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 ,

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由此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
分配关系的

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 马

克思 《资本论》第3卷 第998页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 “分醌并不仅是生产和交换

的消极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影晌生产和交换。” (恩格斯 《反杜林论》第146页 )马

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完全适合于社会主

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产品的分配形式 (包栝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个社会

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在内),并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可以随意选择的,而是由社

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由 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同志式互助合

作关系所决定的。同时,这种分配方式,也反过来积极地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整

个生产关系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究竟是怎样地决定按劳分配的性质呢?

按劳分配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直接结合为前提的。如果生产资料和 劳动 者 分

离,不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劳动者仅有自己的劳动力,那么,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两种

情况:第一、就是劳动者通过租贷关系而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这样,劳动者就不得不将

自己生产的产品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交给生产资料的出租者。生产资料的出租者则可

以不参加任何劳动而获得他人的劳动产品,从而按劳分配在二者身上都 体 现 不 到。第

二、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而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这样9劳动者在作为雇佣工人出卖自

己的劳动力这个商品时,他就只能象出卖其他商品一样,获得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价格,

而不能获得自己创造的生产品的价值。至于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在他们购买了劳动者的

劳动力这个商品后,他就可以用它来为自己生产财富,不劳而获地取得剩余价值。在这

种情况下,无论劳动者所得和剥削者所得,那里还有什么 “按劳分配v的影子呢!

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为实行按劳分配提供了
ˉ
冂
·
能性。怛这种可能性要变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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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还必须使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还必须组织在国家或集体的企业申进行直接的社会

劳动,而不是单个地从事小生产的私入劳动。这里,我们如果考察一下小生产经济形态

下的分配,就一目了然了。在生产资料归小生产者私有、用自己的工具和原料、单个地

进行私人劳动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虽然都归他个人所有,但这并不是按劳

分配。因为他获得产品的多少9不仅取决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他私人拥有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小生产者所占有的除了纳税以外的全部

产品中,不但包括了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而且还包栝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甚
至还有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这里,除了他用自己的产品去进行交换自己另一些必需

的产品的社会交换外,根本不存在社会性的分配,当 然9就更谈不上社会对劳动者实行

按劳分配了。

由此可见,按劳分配原则”只有在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直接结合,生产资料归劳动
′

者公有9劳动者被组织在统-的国家或集体的企业里,进行集体的共同劳动的社会主义

社会里”才能实现。

∵ 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也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一切劳

动者在生产i± 程中都处于平等地位,尽管人们之间还存在分工上的差别,但是,谁也没

有权利象旧社全1阝 ‖元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成呆。这就使几千年来都充当剥削阶级的奴

扌和雇工的劳动者9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工厂和土地上9为 自己的社会和为自己劳动。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群众对劳动的态度”他们日益把劳动当作光荣、豪迈、崇高的

事业。广大劳动者都积极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能, “各尽所能″就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由 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还存在

着旧社会的思想和传统的形响” “各尽所能
”在一些人当中,还不能自觉的实现,这就

决定了我们在对劳动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如列宁所说的对劳动量进

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 (《列宁选集》第 3卷 第 506-507页 )。 同时,社会主义国家

也要根据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个人消费品,以满足劳动者本

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这样,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个

丿、氵肖费:Π、分配的基本原则9根本不是什么 “资本主义的东西”。

(三三)

有的同志不肯定注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却认为按劳分配在性质上具有二重性 ,

即除了 “
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外9还有非共产主义性质的一面”。所谓 “按劳分配的基本

性质是共产主X的”,因为它 “否定了先前一切私有制社会的分配制,第一次实现了人

们在分配上的平等权利
”, “这种平等权利叉体现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平等,它不承认任

何阶级差别和阶级特权
”;所渭 “

非共产主义的性质
”

,就是 “
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

,

“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
”。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 按劳分配的基本性质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虽然共产主义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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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是有联系的,马克思也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但是;马克

思从来也没有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去概括整个共产主义。

在分配问题上,马克思是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共产挛义第一阶段)严格 加 以 区别

的。如果说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 “各尽所能9按需分配”的话9那末,社会主义

的旗帜上写的则是: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马克思在讲到
“按劳分配”时,是以这样的特定社会而言的。他说: “我们这里说

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桕反,是刚刚从

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

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s卷 第10页 )。 很明显,这

里讲的是社会主义社会 (即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列宁在讲到 “不劳动者不得食
”这个

按劳分配的原则时9也指出: “
这个简单的、十分简单和明显不过的真理,包含了社会

主义的基础 ,社会蓝义力量的取之不尽0tJ泉源9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保障。”

(《 列宁选集》第3卷 第561页 )斯大林也指出过: “ ‘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这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也就是共产圭义的第一阶段的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

阶段的公式。” (《斯大林仝集》第1a卷 笫 104-105页 )毛主席也曾经明确指出:“在

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
“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
的原 则。” (《毛

^泽
东选

集》第】卷第 89页 )

第二. “非共产主义性质
”这个慨念是不清楚的。这个 “非共产主 义”是 指 什 么

呢?是讲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这些都是 “非共产主义
”
。

如果说这个
“非共产主义

”指的是社会主义的话 ,那 么9这个
“非共产主义”就不准确 ,

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如果说这个
“非共产 主 义”指 的 是

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就毫无根据,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从来就不存在按劳分配。前资本

主义社会就更不消说了。现在,我们就假设他是指按劳分配当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吧!这

种资产阶级权利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囚为马克思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按劳分配中的

资产阶级权利9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权利是性质不同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私有制

下, “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资产阶级正是在资本和劳动的 “
等

价交换
”的幌子下,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

义社会,按劳分配里实行趵虽然也是商品交换《就它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怛
“内

容和形式都改变了9因 此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

西9另 -方面9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成为个人的财产。” (《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3卷 第11页 )很清楚,前者同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9掩盖着剥削;

后者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否定了剥削。这是根本的不同。的确,马克思说过

按劳分配中的平等权利虽然是一种进步, “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个资产

阶级的框框里”。但是,能不能就从这里得出结论,说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的东

西,就是 “非共产主义性质
”,就是资本主义的呢?当 然不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

限匍l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的资产阶级权利9不仅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权利不同,

(下转第5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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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所谓
“
赋

”
是铺陈直述的意思,即直截了当地叙述

其事而不譬喻。第-句诗人放眼长空,怀着满腔豪情,

直述了旅途的方向和行程;第二旬借风的形象比喻乘坐

的飞机在万里高空自由航行,象征了世界革命的大好形

势。

③不因鹏翼展,那得鸟途通:鹏,古代传说的一种

由大鱼变成的大鸟。《庄子 ·逍遥游》上说: “
北溟有

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

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

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

南冥也,水击三干里,搏 (音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
大意是说:在北海那个地方有一种

鱼,名 叫鲲,大到不知几千里。变成鸟以后,就叫鹏。

鹏的背也很大,大到不知几千里;它奋起而飞,翅膀象

挂在天边的云彩。这种鸟,当
“
海动

”
的时候,就要乘

着海动时的大风飞往南海。南海就是天池。有一本记载

怪异事情的慈齐谐》中说:大鹏飞往南海时,它的翅膀

激溅起来的浪涛有三千里,凭借着大暴风飞旋而上,达

到九万里的高空。它是乘六月间海动的大风去的。鹏翼

展:大鹏展翅奋飞。李白《上李邕》诗: “
大鹏一日同

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这里,陈毅同志借鲲 鹏飞

翔比喻乘坐的飞机。鸟途,飞 鸟往返的路途,形 容高

山峻岭之间道路难行,只有飞鸟才能通过。李 白《蜀

道难》诗: “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 (太

白,山 名,今陕西眉县南),是说只宥鸟雀才能往 返于

陕西与四川之间,与此处意思相同。“
鹏翼展

”
、̄

“
鸟途

通
”,是比而兼兴。所谓

“
比
”
即比喻 的意思;所 谓

“
兴

”,即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这

里,通过大鹏鸟展翅奋飞的雄姿,比喻飞机翱游九霄之

上;通过鸟途,比喻道路的艰险。而
“
鹏翼展

”
又是引

起
“
鸟途通

”
的缘因,没有前者就无后者。这两旬运用

显明的比兴手法表现了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世界形势的

巨大变化。

④海酿千钟酒,山 栽万仞葱:酿 ,酿造;钟,酒器,

《列子 ·杨朱》
“
公孙朝聚酒干钟

”。仞,古代以八尺

或七尺为仞。意思是:起伏沸腾的海水,酿造着无量淳

良的美酒;高大峻峭的山岭,栽满了青翠茂盛的树木 .

这两句即景设喻,把我国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在革命斗

争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表现得十分鲜明突出。

⑤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风雷,风暴夹着雷霆,

即大风猛扫,急雷怒鸣。原指自然界气候的激剧变化;

这里隐比世界各地由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奴役,

引起各国阶级斗争的激化,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斗

争蓬勃兴起,猛烈发展。是处,到处,处处。这两句,

通过
“
风雷

”
喻革命, “

亲朋
”
喻好友,热烈歌颂了各

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表现了
“
我们的朋

友遍天下
”
的动人情景。

(邓 叹琴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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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权利已经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赋于了新的性质、新的内

容。情形就象旧瓶装新酒一样,我们不能因为瓶子是旧的,就否认酒是新的。

第三、按劳分配可不可以一分为二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不 是 说 “按 劳分

配”既有社会主义性质,又有资本主义性质。因为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由主要矛盾的

主要方面决定的,而不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合二而一”地决定的。我们不

能用认识事物的唯物辩证法,去代替事物性质本身。我们认为,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

个人消费品的一种分配原则9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起作用。它带来的后果有两个

方面: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就是它有利于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

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有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另一方面,它也可能

使一些人斤斤计较劳动所得,不愿意比别人多劳动一点,也不愿意比别入少 得一 点 报

酬。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使我们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去加强政治

思想工作,去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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