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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 9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

题,历来就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文艺观的激烈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

一九四二年就明确地指出: “马克思主义只能包蚜而不能代替文艺刨作中的现实主义,

正如它只能包括雨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样。″
这是最全面最精辟地

阐述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的唯一科学的结论。但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并不因

此罢休。他们时而明火执仗,时而转弯抹角9时而乔装打扮9一次又一次地向无产阶级

进攻。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其 《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的黑文里,就提出了一个直接攻击和篡

改毛主席光辉思想的 “研究创作方法的一个前提
”,即 “世界观并不等于创作方法,但

创作方法中却必然包含着作家思想的因素在内
”

①。他这儿所说的思想即世界观。把这

个
“
前提

”
简化一下,就是 “

创作方法包括世界观”。这样,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统帅

作用被勾销了;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决定地位,被降为创作方法的一个组成部份,并且

还是极不重要的一个部份,因为它仅仅是一点 “
因素

”
而已。

到底是世界观包栝创作方法9还是创作方法包括世界观,这绝不是简单的提法问题 ,

而是直接涉及到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涉及到文艺工作者是

否 “-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9在学习马克思圭义和学习社会

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函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的方向道路

问题。

根据毛主席关于 “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耆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的科学

论断,使我们认识到任何-种创作方法或创作原则都是无例外地建立在-定的世界观的

基础之上的,都是被
“包括”

在一定的世界观之中的。世界观包栝创作方法,就是指世

界观对创作方法的决定作用。一定阶级的世界观为一定的创作方法提供了根本的阶级立

场和基本的观点,规定了歌颂什么、暴露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以及以哪个阶级

的代表人物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等等重大问题。一个作家选择和运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

必然受他的世界观的制约和指导。例如,现实主义是文艺史上最基本的创作方法之一 ,

它的基本特征是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忠实地反映现实世界。它在各个历史时期具



宥各自不同的历史内容和阶级特性。运用和掌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大体都是以

唯物论为基本的指导思想,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斗争,以进取的思

想促进社会的变革和斗争的发展的。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总是被
“
包括

”
在以唯物主义为

基本指导思想的世界观中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呢?高尔基说g “如果在从既定的现

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所愿望的所可能的东

西,这样来补充形象,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
这就是说,浪漫主义是以着重反映

作家的愿望和理想为其基本特征的。而理想和愿望本身就直接被 “包括”在世界观之中,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愿望和理想。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在特定环境下的任何

理想和愿望,无不打上深深的阶级印记——无论是积极向上、向前的理想和愿望 (在文

艺创作上称积极浪漫主义),或是消极的倒退落后的理想和愿望 (在文艺创作上称消极

浪漫主义),都一概决定于一定阶级的世界观。盛行于欧洲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创作方

法要求采用古代题材,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上流社会的王公贵族9要求严格按照
“三一

律”
的规则进行创作。按照古典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不是从生活出发的,

充满生活血肉的生动形象,而往往是某一概念的化身。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理论 ,

作为哲学思想的唯理论
“包括”

了作为文艺创作方法的古典主义。

毛主席在总结中外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我们提出了无产阶级最好的创

作方法L-—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两结合”创作方法

之所以最好、最先进,它跟过去的现实主义或积极的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它

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包括”
了 “两

结合
”创作方法。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是怎样
“包括”

了
“两结合”

创作方法的呢?这里需要

作-点具体分析。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9意识是第二性的;意
识对物质的反映是能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它对客观现实有巨大的反作 用 。 运 用

这个基本观点来指导无产阶级的文艺实践, “两结合
”

创作方法首先要求我们的文艺创

作,既要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为创作的唯一源泉,又要遵循 f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

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9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9

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

的典型化原则,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9帮助人民群 众 推 动 历

史的前进。文艺工作者则要在深入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文学艺术

在反映客观现实生活方面的能动性和作者艺术创造上的独创性。其次,对立统一规律是

宇宙的根本规律。按照这一根本规律 ,“两结合”
创作方法要求观察生活、观察文学艺术

时,坚持 “-分为二”的观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不迥避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努力反映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

的激烈搏斗。当前特别要反映我们党和人民和 “四人帮
”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第三,马

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不

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根据这个观点,

“两结合”
创作方法要求告诉读者 阝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描写和歌颂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的伟大业绩,暴露阶级敌人,特别是
“四人帮

”
的反动本质及其凶恶残忍的真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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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第四,毛主席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伟大理论是 “两结合
”

创作方法

的直接理论依据。按照这一伟大理论,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反映三大革命

斗争中既要高瞻远瞩9发扬革命理想,又要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尊重客观现实。要像

华主席所赞扬的大庆人那样: “他们始终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深
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同含理的规章制度相结合,开展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同执行社会

主义阶段的经济政策相结合,大干苦战同关心群众生活相结含。总之,反对形而上学,

按辩证法办事。”②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 “两结合
”

创

作方法的精神实质。以上四点,充分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了文艺创作和文艺

批评中的
“两结合”创作方法。既然 “两结合”创作方法被

“包括”
在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之中,因而就必然要求文艺工作者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已故诗人

郭小川说过: “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乃是对立物的统一,我们的

现实主义从不鼠目寸光地拘于一隅,总是高瞻远瞩地向着明天,我们的浪漫主义也从不

作无根的梦,发泄失常的呓语,我们永远注目于变革着的现实,为了改进这个现实而踏

实地干个不停。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其真谛也就在此。
”
⑧这个

“
真

谛
″也正是马列主义的世界观。

可是,姚文元从他那个
“
既定

”
的 “研究创作方法的一个前提

”
出发9妄图用釜底

抽薪的卑劣手段9把 “两结合”
的灵魂偷偷去掉。就在他写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的第二年 ,即一九五八年,又抛出了 《论新民歌的思想特点

和艺术特点》。这株大毒草公然提出: “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是劳动

人民的思想感情在艺术方法上的表现。”
④表面上,他肯定了世界观的决定地位;实质

上,他用超阶级的 “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

取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抹掉了 “两

结合”创作方法的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性质。众所周知,“劳动人民
”
是划分为阶级的 ,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都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所谓 “劳动人民的思

想感情
”,岂非成了各阶级的世界观的汇合? “两结合

”
创作方法的理论基础,只能是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能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更不能是各个阶级的世界观的复合

体。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他们虽然都是劳动人民,但还不是属于人类历史

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

性,没有也不可能象无产阶级世界观那样,形成严密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姚文元把
“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和无产阶级世界观混为一谈9把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理论:基

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革命、最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9偷换成 “
劳动人

民的思想感情
″,反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文艺创作,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的一种拙劣的表演。正如列宁在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说: “日益巧妙

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

代修正圭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 (认识论和社会学冫上表现出来的

特征。”

∷姚文元还妄图用鲁迅来证明他那个
“
研究创作方法的一个前提

”。他胡说: “从鲁

迅的作品中,我们正可以看到能够反映时代的真实的现实主义方法如何包括了思想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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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在内。”⑥应该指出的是,所谓
“
能够反映时代的真实的现实主义方法

”
是-个抽象

的超阶级的概念。用这样一个抽象的超阶级的概念来说明鲁迅的创作方法是 完 全 错 误

的。鲁迅的创作方法无论前期或后期,都是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的。就前期而论,鲁迅

站在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主要采取革命觋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向着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攻势,他所创作的大量的杂文、小说、散文等不仅有力地揭露

和打击了敌人,而且还深刻地总结了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毛主席在谈到 《阿Q正传》

时,就明确地指出: 《阿Q正传》是-篇妤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遍,没有看过

、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

写了
‘
不准革命

’-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 Q当 时的所谓革命,不过

是想跟别人-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裤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 ,

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锴误趵入革命,不 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9甚

至把-些犯锴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⑥后期的鲁迅,随着世界观的转

变,在创作方法上也产生了质的飞跃。他的许多作品体现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和共产

主义理想的有机结含。他不但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进行了英勇的斗

争,而且还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9对于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的
“
假

革命的反革命
”,向 敌人

“
献媚” “

缴械投降
”

的狄克、姚蓬子之流作了无情的揭露和

顽强果敢的激战。鲁迅在整个创作中所表现的高度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完全是由他革命的

世界观所决定的。毛主席对此有明确的指示: “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

面性,就是因为这时煅他学会了辩证法
”

⑦。 “
学会了辩证法”这才是鲁迅创作、特别

是后期杂文的革命性战斗性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内在条件。姚文元所谓鲁迅的现 实 主 义

“包括了思想因素
”云云,完全是为了证明他那个修正主义的

“
前提

”
而投向鲁迅的无

耻的诽谤。

如果说姚文元在谈到文学的创作方法时还讲了一点
“思想因素

”之类的话来点缀 9

以掩盖他反对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决定作用、统帅作用的话9那么,他在谈到数学以及

刺绣、书法、雕象牙球等工艺美术时,就连这一点点缀也没有,而丝毫不加掩饰了。

姚文元说: “数学的方法,例如加减乘除的规律,同人的世界观没有什么关系,它

只是反映着千变万化的事物之间的-种数量关系
”
⑧。这同样是对毛主席关于世界观与

方法论的辩证关系的无耻篡改。在前引毛主席的那段光辉指示里,就明确地讲了马克思

主义包括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

世界观对于人们的认识具有方法论的作用,它要统帅、决定、制约方法论o不同的

阶级有不同的世界观”也就有不同的方法论o在文学艺术上是这样,在 自然科学领域中

也是这样。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的-个堇要理论问题。我们不会忘

记,恩格斯在他光辉著作 《自然辩证法》一书的
“
数学

”这个重要组成部份里,就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概括了当时的数学成果,并运用数学中的材料科学地论证了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了数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数学研究

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盘关系,现实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数学作为现

实世界的-个方面的反映也就不能不反映出这种过程的辩证性质。数学的运算法则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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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立在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的认识的基础△的,这怎么能说数学方法与人的拦界
观 “没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在数学运算中,也充满着矛盾的对立统一。各种薮学
运算,并不是孤立的和僵死的,而是彼此联系的。关于数学中各种运算之间的普遍蛱系
和相反运算的互相转化,恩 格斯明确指出,这种转化绝非数学家的主观臆造, f数学演
算适合于物质的证明,遒合于裣验,因 为它们是建立在物质直观 (尽管是抽象的冫的基

础上的
”

⑨, “
数学上各种数量的明显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先验的来源,而

只是证明它们的含理的相互关系。″
⑩数学运算中存在的这种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

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9恰恰证明世界观包括了数学的方法论,方法论要受世界观的
统帅和制约⑩。

姚文元妄图证明数学方法的运用与人的世界观无关,然而,他举工人和资本家的例
子,正好证明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中,与运算者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是分 不 开 的。 这

又怎么能说数学方法与人的世界观无关呢?姚文元的反革命意图,是要诱惑作家和自然

科学工作耆拒绝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和文艺创作的阶级性和党
性。

姚文元在谈到刺绣、书法、雕象牙球、打铁字等艺术作品1时9公开鼓吹 “技术的囚
素起着主要的作用

”
,胡说什么 “在这些部门9对技巧的勤学苦练是达到成功的主要的道

路
″。我们说,这不是达到成功的

“
道路

”
更不是 “主要的道路”,而是工艺美术工作者

走向创作的死胡同。姚文元既把这些工艺品看作
“艺术作品”,又说 “技术的因素起着

主要的作用”
,鼓吹技巧甚至技术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这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

导艺术创作是什么?他甚至利令智昏,不顾一般的文艺常识,把 “技术
”、 “技巧”、

“创作力法
”
这些概念混为一谈,夸大工艺美术的特殊性,主张不遵循艺术创作的普遍

规律。他要把我们的艺术引向何方,难道述不清楚吗?

应该指出的是9姚文元所极力推销的
“
研究创作方法的一个前提”,否认世界观包

括创作方法和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决定作用,反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文艺创
作,反对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他的独创9而不过是拾起一些曾经被中外反动阶
级的代表入物、修正主义文艺的叫卖商们出售过多次的破烂货而已。

早在一九三七年反革命分子胡风就说过: “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9能够补足
作家底生活经验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叛徒、特务、姚文元的反动老子姚蓬子 ,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疯狂反对马列主义理论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胡说什么:马列主
义理论是 “纸扎的架子9不管外表如何五颜六色9里面都是空空洞洞9一无所有

”
⒀。

无论是胡风还是姚蓬子都-概咒骂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无 用9 “空 架
子”,而最起作用的是他们手中的 “创作方法”。有了它,生活经验不足没有关系,就
是世界观的 “缺陷

”,也可以 “
补足”。这样的创作方法可以对付一切,简苴是应有尽

有了。

姚文元的 “
前提”和当年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论也是大同小异,有异曲同工之妙。比

如右派分子冯雪峰就认为,强调世界观的决定作用9是 “机械论的老调″。他还认为,

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仅仅是获得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
补助”,而创作过稃本身才是获得



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主要途径⑦。右派分子何直 (秦兆阳)在谈到 “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

大前提
”时说: “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活动中,是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

依据,为泉源 ,并 以影响现实为目的,而它的反映现实,又不是对于现实作机械的翻版 ,

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⑩还说: “现实主义的一切其他的具体原则,都

应该是紧紧地依据这一前提来产生。”在这里,他不仅否认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决定作

用,而且认为创作方法的产生根本与世界观无关。如此这般,学 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

思主义指导文艺创作也就成为多余的事了。如果说何直讲现实主义的 “基本大前提”是

只字不提世界观,否认世界观,那么姚文元讲 “
前提”

时,胡说什么 “创作方法中¨¨包

含着作家思想的因素”,则是公开主张用创作方法来取代世界观,从而否认世界观对创

作方法和创作的指导作用。比较起来,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右派分子何直是打着反教条

主义的旗号宣扬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而姚文元则是打着 “批判
”
右派分子的旗号阴险地

贩卖右派的观点。由于他做贼心虚,在行文上不免曲折隐讳,遮遮掩掩,活现出-副反

革命两面派的嘴脸。

姚文元的 “
前提”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潮也是遥相呼应的。国际老牌修正主

义文艺思潮代表卢卡奇就曾经说: “艺术家在错误的世界观的基础上,仍能创造出千古

不朽的艺术珍品
”
⑩。这是曾经嚣张一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绝对

“
矛盾

”
说的典型言论。

“矛盾
”

说与姚文元的 “
前提”

表面上不相同,实际上是一回事。因为 “矛盾
”

说也好,

“创作方法⋯⋯包含着作家思想的因素”
也好,都是反对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决定作用

与统帅作用。“矛盾
”

说讲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互不相干,甚至处于绝对对立的境地 ,

而姚文元的 “
前提”则把世界观在创作方法中的作用看得微乎其微,他们在反对世界观

“包括
”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苏联一九五三年出笼的涅沱希文的美学著作

《艺术概论》,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上,也完全是修正主义的,胡说什么 “-
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在自己创作中所反映的生活的真实,包含有深入理解时代的历史倾

向本质的因素,因为在揭露生活的方法本身中也就包含有对生活的-定的判断。”
⑧姚

文元的 “
前提”

与涅沱希文的观点之间有直接的
“
师承”

关系。请看,-个说 “。⋯ 揭̈

露生活的方法本身中也就包含有对生活的一定的判断
”
,一个说

“
创作方法···⋯包含着作

家思想的因素
″,从思想观点到语言的表述,简直达到了维妙维肖的地步。姚文元是不

是直接抄袭涅沱希文,有待进-步考察,现在姑且存疑。但这两个毒瓜被-根长长的修

正主义毒根联在一起,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姚文元旨在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创作和创作方法的决定和制约

作用的 “
前提”,在后来继续得到了恶性发展。

在 “四人帮
”

中9姚文元一贯充当 “文痞
”的脚色;。 五十年代他是刘少奇反革命修

正主义路线和国际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推销者。庐山会议前,他通过文艺评论对机会主

义路线的头子彭德怀竭力加以美化、歌颂和吹捧。什么 “
卓越的指挥艺术”呀,什么 “极

其沉着、镇定、冷静”
呀,什么 “彭总的判断是明晰简单的,只有几句话,但包括了-

切最根本的东西
”

⑩呀9等等。六十年代,他一头栽进林彪、陈伯达的怀抱。当他和王
洪文、张春挢、江青结成反党反革命的 “四人帮”以后,他那个篡改和反对马列主义、

· 犭ε ·



毛泽东思想的 “前提”大大膨胀和发展了。在文艺领域里,他伙同张春桥、江青推行宁

-条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路线全面背叛和篡改无产阶级

世界观和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九六九年,他根据文霸于会泳

的-篇黑文,钦定了 “三突出”的 “创作原则”。这个 “三突出”创作原则是他五十年

代的 “研究创作方法的
一

个前提”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如果说9五十年代的 “前提”是

安图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上打开缺口的话,那么 “三突出”创作原

则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等方面发动的全面进攻 ,

矛头直指 “两结合”创作方法。

大家知道 ,文艺创作中的人物关系是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在文艺创作中,如何处

理人物关系,-定要从实际生活出发,以毛主席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为根本指

导思想,服从一定主题思想的需要。
·
可是按照姚文元钦定的

“
三突出

”
,则不分青红皂白,

不管题材、主题如何,都-律要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

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切形式、体裁的文艺创作,-律要纳入这

种固定的 “模式”中去,这不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存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又是

什么呢?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制约,相
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而决不是僵死的 “突出”与陪衬的关系。把本来

就是纷纭多变的具体关系,统统塞进先验的公式中去,这不是标本的形而上学,又是什

么?根据 “三突出”的原则,“主要英雄〃一出场就是 “起点高
”的 “先知先觉〃的 “天

才”,他不动则已,-动就扭转乾坤,天地为之改观,地球也将听他指挥才能旋转;他
的一言-行,一举一动,都是最高的典范。按照 “三突出”的原则,党的领导也只能是
“主要英雄”的铺垫和陪衬, “-号人物”往往比党的组织还高明。至于群众,只能当
“英雄”的垫脚石,服服贴贴地为 “英雄

”
服务,为 “英雄”爬上高位 铺 路、清 道。

毛主席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按照 “四人帮”的 “三突

出
”
的原则,只有 “英雄人物

”,特别是 “主要英雄人物”才是世界历史的主宰者、推动

者。这不是剥削阶级一贯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又是什么?由此可见, “三

突出”是全面篡改和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的谬论,是 “四人帮”唯心

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的活标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决定了他那个 “三突出”

创作原则。然而,这也就从反面导致了他的创作方法包括世界观的反动理论的彻底破产o

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五十年代的 “研究创作方法的一个前提”到后来的 “三突

出”,乃至什么 “新纪元”论, “空白”
论等等,都始终贯穿着=条愈来愈疯狂地反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姚文元沿着这条黑线走向了篡党夺杈、自绝于党

和人民的死路,终于成了历史的可耻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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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抢讨间,争速度,发扬苇命加拚命的精神,为尽快地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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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奋斗。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定能够更加光辉

灿烂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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