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辅导讲座
jFk教 系七二级部份工农兵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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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学习 《哥达纲领批判》辅导讲座,共八万

字,分两个部份,即 《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和发表的历

史背景和 《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内容。在第二部份中

又分八个问题。本刊选登了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的两个

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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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伯是老工人,老工是公社干部,小李是生产队的基干民兵。他们是老邻居。在

批林批孔运动中,这老、中、青三人每天晚上都坚持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每逢星期日

晚上,就聚在张大伯家里,交流学习心得和讨论问题。下面是他们学习 《哥 达 纲 领 批

判》时的对话。

《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和发表的历史背景

张大伯:《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为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写的一部伟大著作 ,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里面讲的尽是工人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是
我们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武器。我们首先
、应当了解这本书写作和发表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

小李:大 伯说得对。是要先弄清楚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才哓得马克思为什么

写这本书,才知道这本书是针对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的。

一、 《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鞠

老王: 《哥达纲领批判》写于一八七五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同拉萨尔机

会主义路线斗争的产物。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即基本上执行马克思主义

路线的爱森纳赫派和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拉萨尔派,准各合并成一个政党¨¨

小李:那还行?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怎么能和机会主义派别搞组织上的合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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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伯:是呀,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但在当时9阶级斗

争的形势,要求德囡工入阶级统一力量,共同对敌。所以马克思和思格斯并不一般地反

对合并。问题是在什么基础上合并,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合并呢,还是在机会主

义衣础上合并?这可是不能含糊的原则问题。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决不能 “
拿愿则

作交易
”, “合并妁第-个条件是9他 们不再做宗派圭义者,不再儆铍萨尔派

”
。这就坚

持了 “
在路缋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
这个原则。马、恩明确指出:如果拉萨尔派不按

受这些条件,那就不要急欲合并, “
干脆缔结-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妤了”

。

小李:对 !就是应该这样。

老王:可是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李 卜克西等人不听马、恩的告诫,急欲合并而放弃

原则。他们背着马、恩和广大党员,与拉萨尔派的代表起草了一个浸透着拉萨尔机会主

义的纲领草案9准各合并后作为党的纲领。1875年 3月 9马、恩从报刊上看到了这个纲

领草案,他们对纲领草案所表现的断然退步,非常愤慨,认为这是一个 “
极其糟糕的、

会使党堕蘑的纲领
”, “差不多每-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

”
。恩格斯写信给爱森纳赫派

的领导人之一倍倍尔 ,指 出纲领草案的错误 ,要求他们放弃机会主义的纲领草案。马克思

不顾医生的劝告,抱病写出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 《哥达 纲 领 批 判》。

1875年 5月 5日 ,马克思给爱森纳赫派领导人之一的白拉克写了信,并寄去 《对德国工

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要他转交给李 卜克内西等入传观。马克思的 《意见》,对纲领

草案逐条进行批驳,给拉萨尔主义以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

小李:这下就好了!李 卜克内西他们该抛弃纲领草案了吧?

张太伯:问 题没有那么简单呀。李 卜克内西等人由于世界观没有彻底转变,一心要

想获得促成合并的荣誉,对马、恩的正确批评进行抵制。他们不顾马、恩的反对,于 1875年

5月 22日 至 27日 ,在哥达城召开了两派合并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拉萨尔派的代表

有 71人,爱森纳赫派的代表却只有 56人。那个机会主义的纲领草案,只在'个 别文字上

略加修改就通过了,正式作为合并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入党的纲领。因为纲领草案在哥

达城通过,所以称为哥达纲领。马克思的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是批判纲

领草案的,所以又叫做 《哥达纲领批判》。

小李:很明显,哥达纲领是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向拉萨尔派妥协投降的产物,是一个

机会主义的纲领。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斗争的产物。马克思写

这本书的目的9是要仞底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种种谬论,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

限,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应有的基本内容9教育和挽救李 卜克内西等犯了严重

错误的领导人,力求使德国工人运动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前进。但是,还有个问

题我不清楚,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是怎样来的?他们在诨i合并之前有斗净没有 ,

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张太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欧洲的△

人运动又高涨起来。186硅年,在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成立了国 际 工 人 协

会,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国际。当时的德国,一方面资本主义有较大的发

展;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权仍掌握在贵族地主阶级 (容克地主)手中,封建经济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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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长期保存,封建割据的分裂状况使国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局面。德口的资产阶级害怕
工人运动的心理超过反对封建势力的要求,所以它向封建势力妥协,并勾结起来在反对

工人运动方面采取一致行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老置:拉萨尔派是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由于它的创始入名叫拉萨尔,它的指导思想

和政治路线是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称为拉萨尔派。拉萨尔是一个庸俗的民主主

义者。他剽窃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拼凑了一套机会主义的理论、纲领和策略。

他鼓吹国家是超阶级的,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宣扬争取普选权和依靠 〃国家帮

助
”

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元产阶级专政,而是
“
自由的人民国家

”
。拉萨尔也是一个林彪式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

派。这个机会主义的头子,一方面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赌咒发誓说他忠于 《共产党宣

言》,以便利用马克思在工人运动中的崇高威望来抬高自己;另方面却与普鲁士宰相俾

斯麦暗中勾结,出卖和扼杀工人运动9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1863年 5月 ,德国十一

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莱比锡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骗取了工人群众的信任,窃
据了联合会第一任主席的职务,从思想上、组织上控制了联含会,使其成为拉萨尔派的

组织。1863年 6月 ,马 、恩就已经警觉到拉萨尔和俾斯麦的勾结,恩格斯尖 锐 地 指 出g

“这稼伙的工作现在纯粹为俾斯麦服务”
。1864年 8月 ,拉萨尔为争夺女入在决斗中被

打死。他的信徒施韦泽、哈森克莱维尔等人把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推行拉萨尔主义

及其叛卖活动。

张大伯:马、恩为了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展开了反对拉萨尔主 义 的 斗 争。

马、恩认为斗争的关键在于争取和教育群众。所以第一国际成立后,马、恩尽力争取全

德工人联合会参加第一国际,以便使德国工人运动摆脱拉萨尔主义,走上正确发展的道

路。但是拉萨尔的继承人干方百计地阻挠联合会参加第一国际。因此马、恩直接与联合

会中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通过他们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首先拥护马、恩的

主张并起来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是威廉 ·李 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他们把联合会中的先进分

子团结起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1867年初,李 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等

入退出了联合会,着手建立新党的准各工作。1869年 8月 9德国工人运动中 的 先 进 分

子,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了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因为它的成立大会是在

爱森纳赫城召开的,所以又叫做爱森纳赫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 纳 赫 派)的 建

立,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就是德国工入运动出现两个派别

的情况。

小李:你们讲的这一段历史,使我认识到:德国工入运动分裂成为两派,根本原因

是由于拉萨尔的信徒们顽固地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叛实德国工人运动所造成的。那么 ,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有些什么原则分歧?为什么后来两派又能 “合并
”

呢?

老王:这两派的原则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待第一国际的态度

上,拉萨尔派反对第一国际,破环它在德国的活动;爱森纳赫派拥护第一国际,宣布自己

是第一国际的一部分。第二、在对待德国统一问题上,拉萨尔派主张由音鲁士国王实行

自上而下的统一o爱森纳赫派主张通过草命实行自下而上的统一。第三、在对待普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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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问题上,拉萨尔派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的侵略政策;爱森纳赫派响应马克思的号召,

反对把防御变成侵略。第四、在对待巴黎公社问题上,拉萨尔派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俾斯麦勾结,破坏法国无产阶级草命,爱森纳赫派执行第一国际的指示,大力声援法

国工入阶级的英勇斗争。由于两派推行着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

果。爱森纳赫派在马、恩的关怀和帮助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得到了越来越多

的工人拥护,组织上不断发展壮大。拉萨尔派积极推行机会主义路线⒐公开支持普鲁士

置朝的侵略扩张政策,引起越来越多的工人对联合会不满,纷纷转到爱森纳赫派∵边。

到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统一力量,共同对敌9加上德

国已实现统∵,两派在统一问题上的分歧已不复存在,爱森纳赫派曾经多次向拉萨尔派

建议和解或者共同合作,但都遭到无理的拒绝。到1873-1874年 间,爱森纳赫派在工人

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拉萨尔派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组织上很快就会垮掉。在这种情

况下,拉萨尔派的头子哈森克菜维尔、哈赛尔曼等人,为 了挽救政治上的破产和组织上

的垮台,竟一反常态地积极鼓吹
“合并

”,企图利用爱森纳赫派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和

影响,来巩固他们摇摇欲坠的地位。早在1873年 6月 ,马克思就提醒爱森纳赫派的领导

人 “不要让
‘
团结’

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
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拉萨尔分子所以靠拢我们,是因

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 因为他们的党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

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
”
但是李 卜克内西等人没有接受马、恩的忠告。于1874

年10月 和拉萨尔派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开始谈判时,李 卜克内西曾经表示:合并
“
不

可能再退回到拉萨尔纲领,即使是改革的纲领也不行。
”

但拉萨尔派的代表坚持要把拉

萨尔的观点写进共同纲领。而爱森纳赫派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等人,又极ヵ

主张对拉萨尔派让步。李 卜克内西非常错误地作了无原则的让步,同意把拉萨尔的观点

写进共同的纲领,并和拉萨尔派的代表拟出了纲领草案。当时被关在监狱中的倍倍尔曾

对纲领草案表示反对,但他又无原则地同意李 卜克内西的要求, “
把对纲领的ˉ̂切 疑虑

置而不谈
”

。这样,李 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对合并问题和纲领草

寡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

小李:这些历史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是当肘德国阶级斗争

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拍出: “不是东风压

倒西风9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

李 卜克内西等爱森纳赫

派的领导人 ,在路线问题上不是一斗到底,而是妥协、调和 ,芒至同意把拉萨尔的机会主

义观点写进党的纲领 ,给德国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应当引起重视。

二、 《哥达纲领扌;L判》的发表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

小李:马克思的 《哥达纲领批判》虽然写成于 1875年 ,但在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发

表,一直到 1891年 1月 ,才由恩格斯公开发表,这是什么原囚呢?

张大伯:马克思在 1875年 5月 5日 给白拉克的信中曾经说过 ,如果纲领草案被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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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和恩格斯将要公开声明他们和哥达纲领 “
毫不相干

”, “
毫无共同之点

”
。但

是哥达纲领通过以后,出现了事先没有料到的情况,马、恩才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把

《哥达纲领批判》公诘于世。这种出乎意外的情况,就 是哥达纲领的遭遇 “比它应该有

的遭遇要好些
”

。∷方面,德国工人群众对哥达纲领做了一些共产主义的解释9领会出

纲领中应该有但现在却没有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蠢驴们也没有看 出 哥 达 纲

领的机会主义内容,反而惊慌地把它当作共产主义的纲领来认真对待。所以恩格斯说 :

“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 蔸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

工入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
”

。

老王:除了那种情况而外 ,马 、恩还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就 是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中,除了揭露和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而外,还涉及到对李 卜克内西的错误的批评。是不

是要在全党公开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的错误9这要看时机和条件。

小季:就是说还有一个斗争策略的问题,既然阶级敌人把哥达纲领当成共产主义的

纲领而胆战心惊,那就让他们去害怕吧!既然工人群众为统一的政党的建立而兴高采烈 ,

又在实际斗争中把哥达纲领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那又何必马上给他们泼冷水呢?对李

卜克内西的严重错误9也还要采取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

的方针。就是说既要敢于斗

争,还要善于斗争,既要坚持萆命原则,又要讲究斗争策略,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

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马、恩当时保持沉默的用意就是这样的吧!那么为什么一直推

迟了十五年后才发表呢?

老王:这是由那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那十五 年 阶 级 斗

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情况吧。马、恩在两派合并之前 ,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合并。但合并之

后,马、恩对德国的工人运动,还是满腔热情地给以指导和帮助。由于在事实上还是马

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起指导作用,所以党的影响扩大了,党的队伍也发展了。但是那个

浸透拉萨尔机会主义的纲领,在党内也要产生影响,再加上阶级敌人交替使用反革命两

手,使得机会主义思潮在党内又有所发展。

两派合并后不久9 “江湖骗子
”

杜林跳了出来,他打着 “
革新科学

”的幌子,狂妄

地叫靠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
“改革

”,并纠集伯恩斯坦、莫斯特等人,立山头 ,

搞分裂,妄 图另建新J卜
')当 时,彻底揭露和批判杜体主义,是德国党内思想理论战线上

最迫切的战斗任务。听以马克思说: “
要不顾-切 ,批评杜林

”
。恩格斯 “把-切鄱搁

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
”,圬 了吝亿的 《反杜林论》,迎头痛击了这股机会主义思潮。

1878年 ,反动的俾守i麦政订,颁布丁镇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 “非常法
”。在臼色恐

怖下,党 内出现了右倾机会主X~的
“苏黎世三人团

″ (即 赫希伯格、伯恩斯坦、施拉姆)

和以莫斯特、哈赛尔曼为代表的 “左
”

倾机会主义,使德国党处于危急氵⒈己乱的情况。这

时候,马、恩大力帮助德国党制定正确的路线【Ll策珞,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把 合法斗争

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领导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以两倍、三倍的

打击来还击敌入对莪们的每-个打击
”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马、恩的帮助下,胜利

地进行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贯彻执行了革命路线 ,有 力地艾击了俾斯麦的高压政策。

敌人的饮压9不但没有达到扼杀工人运动的目的,反而从反面教育了群众,锻炼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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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实际斗争中,扩大了政治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到 1890年 9俾斯麦实行反革命镇

压的一手彻底破产了。狡猾的敌人眼看镇压的一手不灵,又用欺骗的一手来代替,于是

在这年的十月废除了 “非常法
”,鼓吹要实行

“
自由主义

”
政策。

小李:原来是这样。十几年党内外的斗争 ,使 《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提不上日程。

在那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使党克服混乱,集中力量同俾斯麦妄图扼杀工人运动的高压

政策作斗争。为此必须粉碎党内的机会主义,这段时期发表 《哥达纲领批判》的问题 ,

不是要抓的主要矛盾。同时在
“非常法

”
时期,也不可能公开发表 《哥达纲领批判》。

不过在
“非常法

”取消三个月之后,就发表 《哥达纲领批判》,一定有原因,这个原因

是什么呢?

张大伯:这个原因就是路线斗争的需要。1890年 10月 ,反动的
“非常法

”
一废除 ,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就在哈雷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

会民主党,决定起草一个新的党纲来代替哥达纲领。

这时,由于李 卜克内西被机会主义这个 “鬼”
缠住了,仍不能同拉萨尔机会主义彻

底决裂。他对马、恩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总想翻案。这种情况说明,公开发表 《哥达

纲领批判》,对于挽救李 卜克内西等人,使德国党在制定新纲领时不重犯老错误,是非

常必要的。所以恩格斯说 :“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

重要的——文俸,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

。 “我的责任是:纲领-提 出讨论,就发表这

份手稿。
”

老王:在当时,德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福尔马尔,大肆鼓吹只要争取更多的

选票和议员,就可以“
不口平地”

实现
“
社会主义

”
。福尔马尔的谬论,不过是拉萨尔主义的

翻版。但是在哈雷代表大会上,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 ,不仅没有受到批判 ,

而且还得到考茨基、伯恩斯坦等部分领导人的支持,连李 卜克内西也谈论
“
和平

”过渡到

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助长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嚣张气歙。德国党内机会主义思潮的泛

滥,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 1883年逝世以后 ,由恩格斯领导建立

起来的第二国际内部,也面临机会主义的挑战。右倾机会主义对第二国际和德国党,都

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对第工

国际的各国党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打击右倾机会主义,不仅德国党的

新纲领不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而且将严重影响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所以当时迫切的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刿机会主义。为了肃清从拉萨尔到福尔马尔

的右倾机会主义,公开发表 《哥达纲领批判》,戍了马克思主义战胜机会主义的重要措

施,是恩格斯扔向右倾机会革义的第一颗
“炸弹

”
。

张大伯:公开发表 《哥达纲领批判》是刻不容缓了,当 时不仅需要而且也有可能。

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下,经过十五年斗争实践的锻炼,识别

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有所提高。所以恩格斯说 :“ 用以割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

性,用来表达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ˉ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

天已不畲使人见怪了。
”

另外,由于 “非常法
”的废除,在 “非常法

”期闸不能办到的

宰有可能办了。总之,发表 《哥达纲领批判》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1891年 1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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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公开发表在党的理论刊物 《新时代》杂志第一卷第18期 上。

老王: 《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冲破阻力,排

除干扰的斗争过程之后,才实现的啊!李 卜克内西等人不仅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反对,

而且采取组织措施,企图强行阻止 《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考茨基采取软拖的办法来

阻挠。恩格斯同阻挠发表这个文件的错误言行进行丁坚决的斗争,才迫使考茨基在 《新

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恩格斯为发表 《哥达纲领批判》所进行的斗争9充分表明无产阶

级的革命路线只有在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才能产生和发展。
·

《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内容

张太·la:'破 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是 《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的显著特点。马克思对

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揭露和批判9在批判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草命

路线,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全书的正文共有四章,是按照哥达纲领草案原文的

顺序逐条进行批判的。第工章批判了五个条文,第二、三、四章各批判一个条文,归纳

起来就是八个问题。这八个问题是: (1)批判纲领草案空谈 “劳动”和 “
社会

”
的反

动本质,阐 明元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2)批判纲

领草案只攻击资产阶级不反对地主阶级的罪恶目的,指明德国在当时的条件下的革命对

象9 (3)批 判纲领草案中拉萨尔的小资产阶级的分配观点,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

的理论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原则,指 明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4)批判纲领

草案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当作 “
反动的一帮

”的机会主义观点,论述了无产阶级革

命的同盟军问题, (5)批判纲领草案中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主义,论述了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原则9 (6》 批判纲领草案中
“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工资

的实质,说明工人阶级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才能获得解放; (7)批判纲领草案宣扬

依靠
“
国家帮助

”
实现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 ,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

(8)批判了纲领草案中
“
自由国家

”的机会主义谬论,戳穿纲领草案的政治要求的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提出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

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理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精髓和核心9是

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囚此 《哥达纲领批判》的全部内容,也是围绕

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核心的。

批判纲领蕈案申卢j、 资产阶级飙分醣观点9提出了共

产塞义弼个阶段的瞍论翮与之榴适应的分配膘则,指明

党的奋斗圉标爨实现共产变义

老王:纲领草案的第三个条文写道: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

共财产9要求集体渊节总方功并公平分配方动所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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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文集中反映了拉萨尔的假社会主义、真机会主义的谬论。拉萨尔认为:实现

社会主义,用不着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不必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私

有制,只要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改变分配方式,实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就

行了。马克思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批判这个条文,阐 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问

题。

马克思首先指出:纲领草案中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

”
的提法是错误

的。因为提高就意味着不改变原来的基础,就是说在不消灭剥削制度的前提下,搞一点

改良。所以马克思说:“应当是说把它们
‘
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

。变为就意味着质的

变化,就是说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推翻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9把生产资料从剥削阶级手中夺过来,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提高
”

与
“
变为

”,只有两个字的差别9却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

张太伯:马克思指出: “劳动所得
”

是拉萨尔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因为这个 “
劳

动所得”
究竟是指的什么?不清楚。是得到劳动的产品呢,还是得到产品的价值?如果

是得到产品价值,是产品的总价值呢?还是劳动新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呢?如果是产品的
总价值,那不是分光吃光连老本也不要了吗?这样社会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了。如果只

是指劳动新创造的那部分价值,把这部分全分掉,又拿什/zx扩大再生产呢?社会生产又
怎么能不断发展呢?总之,没有明确的含义。

小李:马克思在批判 “
公平分配”

的谬论时,阐 明了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是一种经济关系,属于经济基础的范围,它是由生产资料所
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而所谓 “公平

”,是一
个法权概念,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的

要求,为维护经济基础服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同的经济关系,不同的

阶级,对 “
公平

”这个法权概念有不同的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 认 为 资 本
主义的分配制度是最

“
公平

”
的。资本家们认为工厂是他开的,生产资料也是他的,工

人为他劳动,他给工人工资,利润就该他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
资料,工人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力,这种经济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有这种
所谓 “

公平分配”,只能有这种
“
公平

”
的法权概念。事实上任何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

的社会,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都把阶级剥削说戍是 “合理”的、 “
公平

”
的。但

是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

因为劳动的果实反而被不劳动的人强占去了。但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法权并

不反映劳动人民的要求,它只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所以任何一个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
的社会,都只能有剥削阶级单方面认为 “公平”的法权概念。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怎
么能抽象地提 “

公平分配”
这样的白号呢?!事实上,那些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空想

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耆,早就提出过各种自以为是 “
公平

”
的分配方案,但这些方案都

不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都表现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倾向。拉萨尔的这个口号正是继承了

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的衣钵。

在阶级社会从来没有超阶级的 “
公平

”
和 “

平等
”

。毛主席说: “几十年以来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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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良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

平等
”。拉萨尔的

“
公平

”
对无产阶级是-点也不公平。无产阶级的公平和平等就是要

消灭私有制,消 灭阶级。恩格斯说: “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

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于荒谬。
”

老王:马克思批判了 “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 会 一 切 成

员
”

的谬论,阐 明了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原理。

马克思指出,这里所说的 “公平的′分配 ,∷ 就是第一个条文的最后一句话,即 “劳

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ˉ切成员
”。这句话本身逻辑混乱,自

相矛盾,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既然劳动所得属于社会∵切成员,那就是说也属于不劳动

的人,那么 “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
又在哪里呢?如果劳动所得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

员,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
“
平等权利

”
又在哪里呢?这就表明拉萨尔所设想的是假社会

主义,在这种假社会主义社会里, “
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

‘
不折不扣 的

’
拉 萨 尔 的

‘
劳动所得

’”。这旬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事实上不可能得到拉萨尔所说的那种
“
不

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分配原则,另一层意思是说,听

拉萨尔的胡说八道,只能得到 〃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骗人鬼话,丝毫也不能改变受剥

削、受压迫的状况。马克思这句一语双关的话,是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讽刺。

接着,马克思从正面阐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理,进一步批判了 “不折不扣的劳动

所得
”的谬论。为了正确地阐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马克思把纲领草案申

“
劳动所

得”这个i茨糊的经济概念理解为劳动产品,集体的 “劳动所得
”就是社会总产品。社会

总产品,就是一个国家在∵定时期 (如一年)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总产品的分配,绝不能
“
不折不扣”的分配给个人,而必须

是有折有扣的。首先应当扣除用于生产本身需要的公共积累即 “
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

资料的部分
”; “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 “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

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

。不扣除这几项积累基金,怎么能扩大再生产呢?拿我们公社来说

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前,平均亩产八百斤左右,比解放前翻了∵番,在

文化大革命中,突破了千斤关,现在达到一千二百斤左右。如果我们不提留积累基金 ,

我们拿什么大搞水利建设,拿什么买化肥,改种双季稻的种子又从那里来,怎么能用上

拖拉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啊。所以马克思说甘 “
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

要的
”

。

张大伯:我们二十多午的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变成初步繁荣昌

盛的国家。我们既不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那样去掠夺别的国家,也不依赖外援。

我们的立足点是自力更生,依 靠自己的积累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和工业。现在我们还

是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资金的积累,同 自力更生的方针,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

展,是密不可分的。至于积累的比例, “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

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就是说要根抿现有生产规模的需要和可能,以及在实践中摸索

出来的规律来确定具体扣除多少。总之,要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

关系,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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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在扣除了生产本身需要的积累之后,剩下昀∴就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这

部分消费资料进行个入分配之前,还要扣除用于社会公共需要的消费基金,即 : “
和生

·
产没有苴接关系的t般管理费用

”,主要是国家机关和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

费,这部分费用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是显著地缩减9并将随着精减机构、减少行政管理

人员和厉行节约而日益减少, “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
”,主要是文化教育,医疗卫

生倮健等费用,这鄙分比资本主义社会有显著的增加,∶ 而且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

.加 ; “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筹设立的基金
”,如抚恤、迟休、

·
养老等福利费用,这是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从真正关心劳动人民出发所扣除的费用。另外,由于还存在

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危险,世界上还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

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需要扣除国防费用和支援世界革

命的费用。

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必须扣除以上费用之后 ,其余部分才能直接分配给劳动者个人。

这明明是有折有扣,∷ 那里会有什么不折不扣F任何社会的分配都是有折有扣的,但是社

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却有本质上的不同。资本主义的积累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

制基础上的,是靠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得来的。资本积累越多,资本家就越发

财,工人受的剥削就越厉害,生活就越贫困。社会主义的积累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

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积累属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有,是为人民服务的。资本主义

社会用于公共需要的社会基金,是用来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是用来加强镇压人民

的军事官僚机器的,决不会用在劳动入民身上。社会主义社会用于公共需要 的社 会 基

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应当划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扣除的界限,看到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倾向。

张太伯: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9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马克思所阐明

的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原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积累的性质9正确处理积累和消

费之间的关系,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谬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J
毛主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

关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原理。·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

我国有六亿入口这-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点”, “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

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要 “

备战、备荒、为人民
”

。这是我们正确处理国

家、集体和个人工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但是叛

徒、卖国贼林彪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诬蔑我们搞社会主义积累是什么 “
国

富民穷
”,提出

“
民宙国强

”
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作为他搞反革命政变的经济纲领9妄

图从根本上取消社会主义积累,恢复资本主义秒l累 ,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恢复地主资

本家私有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老王s林彪诬蔑我们
“
国富民穷

”,从本质上看,和拉萨尔的 “不折不 扣 的 劳 动

所得
”

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积累的,都是要搞资本主义。 “
不折不扣的劳

动所得
”,是说谎; “

国富民穷
”,是造谣。实际情况是我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

国家的初步繁荣吕盛,相应地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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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发展9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是一致的。解放以来9我国粮食产量增长了两倍,

钢产量增长了∵百四十多倍 ,其 他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既无内债 ,

又无外债的国家。我们广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解放前比一比,简直是∵个天上,一个在

地下。从我们公社的情况看,大部分贫下丰农家里 9。都有白行车、手表、收音机之类的

.东西。要说 1民穷
”,这个 F-民″

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民9而是不属于人民这个范

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现在不能再过剥削劳动人民的寄生生活,和解放前

比,的确是穷了。林彪的
“
国富民穷

”,只能是代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叫嚣。林

彪
“
民富国强”

的经济纲领9正是他效法孔者二 “
克己复礼

”, “兴灭国,继绝世,举

逸民
”

的∵个方面。  j1
∷ 小李:在 中国历史上9地主阶级推翻奴隶制,建立起封建制的时候,法家曾经实行

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重农抑商政策。如象汉武帝就采纳桑弘羊的建议,把煮酒熬盐、

开铜铸铁收归国营,这对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增强抗击侵略的国

防实力,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奴隶主残佘势力的代表霍光,纠集一小撮反动儒生,打
·
着

“
为民请命

”
的幌子,攻击盐铁国营是与民争利,是∷搞得

“
国富民穷

”,要求把盐铁的经

营交还给诸侯王和商业奴隶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
“民富国强″。他们妄想从经济上

壮大分裂割据势力,削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便借助匈奴的奴隶主贵族的保护伞,

达到复辟:的 目的。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把两千年前儒家的那一套破烂原封不动

地搬来,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变为苏修社会帝

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打起
“
为民请命

”的招牌,为地、富、反、坏、右说话,给他的
“民富国强”

涂上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油彩,只不过说明他既得了儒家的真传,又继

承了拉萨尔的衣钵,是ˉ个双料的复辟狂,不可救药的反动派。   ∵

张太伯:在 《哥达缌领批判》这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中9马克思第一次把

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X阶段,论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分配原

则,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9 “是刚刚从资本圭义糙会申产笠出来的,因 此它在各

方面9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鄱还带蓍它脱胎出来的那个 1日 截会的痕迹
”

。这是说社

会主义社会是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9但是它是从资本主

义社会脱胎出来的9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这些痕迹就是还存在着阶级、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使产品极大丰富来实现 “
按需分

配”;一般说来,人们的思想觉悟也还没有达到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需要的程度。要

消灭旧社会的痕迹,需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继续革命。这些情况决定了社会主义

社会的分配原则只能是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种分配原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

为基础的,体现了 “不劳动者不得食
”的社会主义原则。

老置:按劳分配,就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领取相应的报酬,同工同酬。马克思

说 :“每-个生产者,在镩了各项扣躁之居9从鞋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纶予社会的ˉ切。

他所给予触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神形式绔予杖会的劳动量,叉 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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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

。这样,就把人们的收入同劳动联系起来,而不是同私有财产的多
少和有无联系起来。这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次深刻的革命,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入
剥削人的分配制度。地主再也不能占有土地剥削农民,资本家再也不能占有厂矿等生产
资料剥削工人。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寄生虫,就要强迫他们劳动,自 食其力。 “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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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方面,除了个人

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财产。”
为了实现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中 国

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武装斗争,推翻了二座大山,才建
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今天的分配制度,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

小李:马克思在讲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时说 g“ 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

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
”

。 “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张

证书
”, “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 相 当的 -份消费资

料
”

。这些话不好理解,好象我们的按劳分配没有采取什么证书这一类形式。

张大伯:马克思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来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他提出的基本原则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在当时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是单-的全

民所有制,即工业和农业都是国家所有制,应该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存在货

币了。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者为社会提供劳动之后,就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作为

他领取个人消费品的凭证。 “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

。所以马克思说按

劳分配是实行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等价交换的原则,只是内容和形 式 都 改 变

i了 。内容改变了,是指消灭了剥削,形式改变了,是指用证书作为领取个人消费品的凭

证。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

制并存,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这一步,所以我们在分

配的时候不是用 “证书
”

领取消费品,而是使用货币这个经济工具。工人从国家所领到

的报酬是货币工资,社员从集体中领到的报酬是按工分分配的实物和货币。但这并没有

改变按劳分配的原则,因为不沦劳动者领到的是货币还是证书,都可以换取他为社会所

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品。

小李:按劳分配原则虽然同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 “等价交换”
一样9 “即-种形式

的-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等价

交换”的原则和实践是矛盾的,因 为在商品交换中,并不是每一次具体交换是等价的,只

是表面上的等价掩盖着事实上的不等价。比如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表面上是等仂交换 ,按

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但实际上资本家使用劳动力的结果却无偿地占有剩佘劳动。

这就是等价原则和剥削实践相矛盾。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总是供过于求,工

资总是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此在每个个别场合经常是不等价的交换。在社会主义

社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的劳动是为了革命 ,

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出卖的商品,等价原则和多劳多得的实践不再互相矛盾。劳动人民当

家作主,是生产资料的主入, “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
”

。在这个

意X上说,按劳分配是ˉ种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是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比较而言。但

是这种平等权利仍然是形式上的平等,还存在着革实上的不平等,还不是真正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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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平等。因为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所维护的等价交换原则,它是以不平等不

公平为前提的。所以马克思说: “这-平 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个资产阶级的框框

里
”

。按劳分配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是 由于劳动者各方面的情况不同。首先,在体力、

生产技术和熟练程度等方面有差别,因而在同一时间内,有的人提供的劳动量多些,有

的人要少些,或者有的人能劳动较长的时间,有的人就达不到。这种不同等的劳动,根

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得到不同等的消费品。其次,每个劳动者的家庭情况也不同,

有的供养人田多,有的供养人口少,有的毫无家庭负担。这样,即使在劳动相等,得到

的消费品也相等的条件下,按家庭人口平均计算 ,实际收入和富裕程度就不一样。可见 ,

把同一的劳动作标准的平等权利,落实到情况不同的劳动者身上,就成了不平等不公平 ,

所以马克思说: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

。

老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不劳动者不得食
”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

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
”这个社会主义原贝刂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

正如列宁同志所指出: “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

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
’

才不存在了。
” “就产品

‘
按劳动

’
分配这-点说 ,‘资

产阶级法权
’

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

张大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还不能完全消灭。因为 “权利永远

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 “

按劳分配”的

原`则在社会主义时期还需要实行,不可能立即取消。但是 ,既然它是
“资产阶级法权”

,

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是限制它还是扩大它,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

大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

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 劳分配,货币交换,这 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

是所有制变更了。
”

毛主席还指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

以限制”
。无产阶级要运用自己掌握的政权,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消灭旧社会的

痕迹,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苏修叛徒集团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 ,对资产阶级法权不仅不加限制,而且扩大差别 ,

用 “物资刺激”来偷换 “
按劳分配”的原则,用 “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

”,培植一

Ⅱ小撮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和精神贵族。在苏修党政机关中,在工业企业和农庄中,在知识

分子中都产生了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这一个垄断资产阶级

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是苏修叛徒集团的社会支柠,是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

个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警惕。

在我国,党 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林彪大肆贩卖
“三自一包”

、
“四大自由”

、
“奖金挂帅

”
、 “物资刺激

”
等黑货,也正是引诱人们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达到他们颠

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我们今天实行
“
按劳分配

”,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9用无产阶 级 专 政 限

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渐缩小直到最后消灭三大差别9消 灭旧社会的痕迹,就象列宁教导

的那样 “
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
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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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贫下中农要努力破除资产盼级法权观点,宙传Jk产 主义思想原财,树立共产主义劳

动态度,特别要注意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法权可能产生的腐蚀作用9为创造条件最后消

灭资产阶级法权而努力奋斗。

小李:对”我们的一切工作一定要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联系起来。所

以马克思在论述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之后,紧接着就指出g只有在共

产主义的高级阶段~L9三大差别已经消灭,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地提高,劳动已成为生

活的第一需要,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社会财富极其丰富,“只有在邪个时候 ,才能

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鞋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

配 !” 纲领草案闭口不谈党的奋斗自标9只在分配上打圈子9用 “不折不扣 的 劳 动所

得
”、 “

平等的权利”等空话来欺骗劳动人民。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及其分配

原则的论述,指明了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最终目标9照亮了革命的前程,极太地鼓

舞了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心。          ∶

老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论述夕是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揭示了社会

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规
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略任务,制定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的总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我

们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最终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的强大武器,是照耀

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灯塔。刘少奇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都妄图用孔孟之道来改

变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元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的罪恶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是,阶级斗争没有结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

不会停止,今后还会出现刘少奇、林彪ˉ类的政治骗子。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

路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在中国、: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

义而奋斗。

张大伯:马克思指出,把 已变成陈词滥调的机会主义观点写到党的纲领上去,是犯

了多么大的罪!拉萨尔的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

、
∷“

平等的权利”和 “公平的分配”

等谬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其要害是宣扬分酡决定论9反对阶级斗

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分配决定论就是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

面,把分配说成是不依赖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

兜圈子,好象只要在分配问题上作ˉ些改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推翻资本主义剥削

制度就能得到解放。这种假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还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它把工人阶级

的革命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邪珞,妄图把工入阶级的注意力局限在为增加一文钱的工资

上面,不去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不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剥夺剥削

阶级的生产资料,不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事实上这种谬论是为德国的反动统治效

劳的。因为
“
消费资料的任何-种分酸,都不过是篮产条件本身分邂的结果。雨生产条

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
这就是说,分配是由生产条件中生产资料掌

握在谁手里所决定的,要变革分配制度,必须首先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要变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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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有制,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是在

战胜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为 国际工人运动所接受并占统治地位的。纲领草案用机会

主义的陈词滥调9 “来歪曲那些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

主义观点
”9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所以马克思质问道 :“ 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

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机会主义的犯罪行为,就是要开历史的倒

车。但是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不是几个反动派的螳螂细臂阻挡得了的,不管是拉萨尔

还是孔老二以及他们的信徒林彪,都被历史的车轮碾为尘土 ,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不管反动派愿意还是不愿意,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批判纲领草案中拉萨尔的
“
白由国家

”
的机会主义谬

论,割析了纲领草案的政治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圭 义 惟

质,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个过渡时

期,∶ 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太理论

张大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是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精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是

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我们学习 《哥达纲领批判》这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 ,

一定要抓住这个核心问题,把有关的原理和这个核心联系起来,才能把握住马克思主X
全部学说的精神实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9无论在理

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但是纲领草案的起草人根本不谈无产阶

级专政的问题,却追随拉萨尔,把 “
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

”
的机会主义

谬论作为德国党的奋斗目标。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第四章中,分A(B两节 来批

判纲领草案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A节主要批判争取
“自由国家

”
的机会主义

口号和为建立 “
国家的自由基础

”
而提出的庸俗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B节批判为建立

“
国家的精神的道德的基础

”
而提出的一些要求。

老王:在A节里,马克思首先对争取 “自由国家
”的机会主义口号进行了批判。

`  “自由国家
”

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能够给所有的人带来

自由的组织。拉萨尔胡说
“
国家的目的是把人的本性导向积极的成长和进步,它教育人

民,使人类发展并获得自由,这是国家根本的、天生的职能
”,无产阶级只要通过议会

道路,争到普选权,就能把普鲁士王国变成 “自由国家
”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世界

上根本不存在什么 “自由国家
”,所谓用合法手段争取实现 “自由国家

”,就是不准用

革命暴力摧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是要保护德意志帝国的反动统治。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个阶级的

工具。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

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完成解

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时候,作为阶级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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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国家将
“
自行消亡

”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是唯一正确的国家学说。在原始社会,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也就

没有国家。原始社会解体以后 ,出现了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剥削制度 ,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

自己的统治地位 ,需 要用暴力镇压奴隶阶级的反抗 ,于是产生了奴隶制国家,这个国家是

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在封建社会,国家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在资本主X社
会,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剥削阶级的自

由,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比如在国苠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象
刘文彩这样的大地主,就有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9他可以私设水牢 ,随意杀人放火 ,

无恶不作。有他们这些家伙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的自由。在十九世纪七十年弋的德

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9混杂着封建残佘、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

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用军队、监

狱、法庭
ˉ
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分就应该揭露

德意志帝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号 召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摧毁这样∵个吃人

的制度,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因此马克思指出: “使国

家变成
‘
白曲的

’,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
”

小李:那么,无产阶级推翻反动统治以后,自 己建立的国家是不 是 “
自 由国 家

”

呢?

张大伯:也不是。恩格斯明确指出: “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

要国家,并不是为了白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
”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了政

权,必须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

全民的 “自由国家
”

。苏修叛徒集团把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 变 成 “全民国

家”,就是用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历史的大倒退,已使

社会主义的苏联堕落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修的 “全民国家
”,就是拉萨尔的 “

自由

国家
”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争取 “自由国家
”,就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

阶级专政,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搞 “全民国家
”

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老王:自 由这个概念9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

自由。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所以马克思指出: “
自

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钒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

。意思就是

说,只有通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 灭阶级和阶级差别9实现共产主义9那时国家自行

消亡了,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只是为社会服务的机关了,自 由也就没有阶级性了占

恩格斯也说: “-到有可能谈白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

纲领草案把
“
自

由”
和 “国家

”
捏在一起,就象想把水和火捏在一起一样。既然只有国家消亡才能实现

自由,国家与自由就不可能同时并存。马克思指出: “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

由或比较不自由9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
‘
国家的自由

’
限制到什么程度。

”
这是说 ,

当今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论它是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或军事专制,都是资产

阶级专 政 或 地 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至于那种国家形式比较
“
自由”

或比较 “
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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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Ⅰ,不过是这些国家形式把 “国家的自由” (即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自由)约

束到什么程度。如象当时实行民主共和制的美国、瑞±9这种国家形式就比军事专制的

德、俄两国 “
自由”,因 为它搞资产阶级假民主,对 “国家的自由

”
有某种限制;而军

事专制的国家没有资产阶级假民主的限制,就比较地 “
不自由

”
。但是 ,资产阶级假民

主对 “
国家自由〃的限制,只是形式上、手续上的问题9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

质,也限制不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的自由。正如恩格斯

所指出: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个阶级的机器,这 -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

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     ∷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9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

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

受剥削的自由。
” “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囝的,而不承认民

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9实 际上只是-种手段。
”
一切机会主义

者、修正主义者都把民主、自由说成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东西,都把民主、 自 由 当 成

目的,用抽掉阶级内容的拙劣手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欺骗 劳 动 人 民。

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是我们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张大伯:马克思对纲领草案关于 “
国家的自由基础

”
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

基础服务。国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基础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反过来,国家又维

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说,一定的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的社会,一定的社会

形成一定的国家。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ˉ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成一定国家的经

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工人一无所有9只能出卖自己

的劳动力,被迫遭受资本家的剥削。这种生产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的国

家,只能是保护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社 会 主 义 社

会,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手里,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

义社会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囝家。这些情

况具体表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但是纲领草案不把现存社会当做现存国

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 “
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

”
的独立本

质,这样就把国家说成是不受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可以由入们主观意志刨造的独立存

在的东西。这就是拉萨尔听谓的 “
国家的自由基础”

。这种唯心主义的谬论”是从黑格

尔那里来的。∷黑格尔认为,在 世界之外还存在着 “绝对精神
”

。这种 “绝对精神
”

发展

到一定阶段产生家庭9产生市民社会,为 了讠闹和市民社会的矛盾9出现了卩家~国家是

精神的产物9是 “绝对精神
”

的体现。拉萨尔把固家说成以精神为Ⅰ去础的独立本质,和
黑格尔的说法一样,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谬论。精神、道德、自由和国家,都属于上层建

筑的范畴,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根本不能成为国家的基础。把精神、道德、

自由当作国家的基础,就抽掉了国家的阶级本质9抹煞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

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超历史的东西。按 照 拉 萨

尔的理论,德国的太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应该永世长存了。所以马克思说 :

·39·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时候-—表明:它对社会茔义思想领会得

多么肤浅
”

。

老置:纲领草案还荒谬地滥用了 “
现代国家

”
、 “

现代社会
”

等字眼,目 的在于美

化德意志帝国,掩盖这个国家的反动本质。马克思指出:所谓 “ ‘
现代社会

’就是存在

于-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
”

。这些 “
文明国度

”
的社会,尽管摆脱封建残余的

程度不同,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不同,但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

主义社会,而这些 “
文明国度

”
中的国家形式又各不相同,德国是军事专制的帝国,英

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瑞士、美国等则是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对这些具体的国家 ,

不作具体的阶级分析,笼统地称为 “
现代国家

”,便是∵种荒谬的虚构。马克思明确地

指出: “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

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 共 同特 征。
”

这

些共同特征,最根本的就是它们都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根基,都是为维护和发展这个社

会的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既形式纷繁又有共同的特征,这种情

况,就是国体一样而政体有所不同。所谓 “
国体

”,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所谓 “
政体

”,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军事专匍l,这些都是

政权的构成形式9尽管政体可以各有不同,但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却是一致的 ,

统治者是资产阶级,被统治者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它们的国体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纲领草案空谈 “现代社会
”

、 “
现代国家

”,避而不谈国家的社会基础,以及国体和政

体的区别,就是为了掩盖德意志帝国的阶级本质,把拉萨尔依靠
“
国家帮助?来实现社

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写在德国党的纲领上。∷           ∷

张大伯:马克思在批判了 “自由国家
”

和 “
国家的自由基础

”之后,提出了无产阶

级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

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小李:无产阶级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

变化?                           ,
老王:马克思认为: “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就是说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在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 的 阶 级 斗

争以及对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进行分析的基础~L,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 “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

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这个光辉的结论,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伟大学说,是无产阶级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

级专政,用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9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教导我

们:无产阶级专政
“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个传家的法宝,直到

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

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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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为什么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 “玫治上的过渡时期
”

不

可?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张大伯 :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

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淆楚 ,就会变修正变义。要使全国知道。
”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

盾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之上的。列宁多次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过渡时

期,必须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 :

第一、 “
在无产阶级专玫下,剥削者阶级,即地圭琴n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矢9也

不可能-下子消失
”,它们不但有国际基础,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必然要作拚命的反

抗,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9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 “天堂
”

”这个时期 “必然是

阶级斗争空前残酷1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
”

;

第二、 “小生产者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白发地和太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的
”,同 自发资本主义的斗争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

第三、 “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 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在国

家干部、工人、党员中都会产生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而蜕化变质的现象 ,

第四、 “
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

”,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

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
∶

第五、资产阶级思想、传统和习惯束缚着ˉ部分人的头脑 ,需 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

因此,列宁指出: “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9而 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

的继续。
”

老王: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制定了∵条整个社会主义厉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强调指出,在

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

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在政治上,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并没有停止破环活动。地

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中将长期存在下去,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

产阶级进攻的主要方面。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来的办法9用腐朽的意识形态不断包围

和侵袭无产阶级,并在无产阶级和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在一部分党员中9在一部分

工人中,在一部分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中9都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

子。 |囚 此,无产阶级不仅需要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专政9只 准他们 规 规 矩 矩,不准

他们乱说乱动,而且 “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

政
”

。

在经济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不因为所有制的基本改变而结束。在农村 9

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还

在进行破坏和捣乱。一部分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农民还保持着小生产的习惯,自 发资本主

义倾向不断向社会主义进攻。在农村还有私有制的残余一一自留地存在,也是产生自发

资本主义倾向的土壤9因此在农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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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激烈的。在工矿企业,斗争同样是很复杂。张春桥同志在巛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里指出: “就拿国营经济来说,有些单位9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
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许多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
占领。

”
这就说明,如果修正主义路线在一个单位占了绋治地位,这个单位就会改变性

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所有制。

小李:老王谈的情况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镇压被推翻的地主资产 阶 级 的反

抗,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而且还要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作

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为,才能

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老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 斗 争 的 焦

点。我们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的。林彪反党集团代

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

产阶级专政的愿望。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

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
“封建专制

”,咒 骂为
“
当代的秦始皇

”
。他们要使地、富、

反、坏、右
“
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

”,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

主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

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

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

级同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

张大伯: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

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愿望。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具

有新生资产阶级的某些特点,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在反革命政变计划 《“571工程
”

纪要》中9林彪反

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我国无

产阶级专政所要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

党集团诬蔑为
“
变相劳改

”,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

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

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

的 “物质刺激
”,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

“
变相受剥削

”,他们狂热鼓吹
“物质刺激

”
,

实际上是想无限制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份背叛无产阶级

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多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

民 “缺吃少穿
”,诬蔑干部 “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 “被利用

”,这一切,无不

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9扩大

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

小李:现在,我初步明白了为什么 “林彪-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

,

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 土 壤 和 条

件。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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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为此,我们就

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

。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

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我们要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含上

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我们要继续普及、深入、持久

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提高阶级斗争、路线

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

张太伯:现在我们继续对 《哥达纲领批判》这本书的内容进行讨论。马克思在阐明

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之后,对纲领草

案提出的庸俗的民主主义要求进行了批判。指出如象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

人民军队这些政治要求,都是民主主义的废话,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抄来的。这些

要求只要不是属于空想的,都在德国以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里实现了:当 时的德

意志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军事专制国家。既然纲领草案没有勇气象法国工人

那样提出变专制帝国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就不应当向德意志帝国提出只有在民主共和

国才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纲领草案的做法是既不
“诚实

”,也不体面的手法。特别是

纲领草案还保证只用
“合法手段

”来争取这些东西,更充分暴露了纲领草案的虚伪性和

奴才相。庸俗民主派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看作
“
千年王国

”
。也是一种幻想。马克思

指出: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r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

进行最后的决战
”,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可能永世长存,它必将被无产阶级革命所

粉碎。可是纲领草案却连庸俗民主派都不如。它连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都不敢提出来,反
而幻想在不触动德意志帝国的条件下实现他们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这只能是一种欺

骗。

老王:马克思还指出,纲领草案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它把统一的累

进所得税作为
“
国家的经济基础

”,也是荒谬的。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它只是

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经费的一个来源,决不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

料所有制。纲领草案把国家和政府混同,掩盖了资产阶级国家真正的经济基础,即生产

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占有制9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国家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根源,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反动的。所得税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的,纲领

草案提出征收所得税的要求,就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不去触动它的经济基础。马克思

主义认为国家与政府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国家是指那个阶级专政的问题,政府是统治

者采取什么形式实行专政的问题。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就会把政府的人事变动误认

为国家性质的改变。修正主义者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政府的入事变动上,以此欺

骗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重要的是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应是变资

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

张大伯:这一章主要是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们不仅要

深刻理解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要明确加强党的领导的

重要性。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光辉著作中,曾经指出: “总结我们的经验 ,

集申到-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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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畋必须和国际革命力蠹圃结Γ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9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肛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指出:“工、

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厨,党是领导一切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每∵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都要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囝结起来,争取更大的瞪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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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工农兵学员胜利毕业

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凯歌声中,在

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大好彤势下,我院中文1政教两系首届

工农兵学员共 25⒐ 人,已于今年二月初胜利毕业,现 EL愉快地回到各地,踏上

了工作岗位。  ∶ ∶       ∷ ∷      ∷

中文i政教首届工农兵学员,是按照毛主席
“七 ·二一”指示于1972年 压

月选送到我院学习的。他们进校以后,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在工人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的带领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狠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肩负了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历史任务。在学习

期间,他们遵照毛主席文科要把整个杜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教导,坚持走
“五

·七指示”的光辉道路,先后到成都、重庆、自贡、渡口、乐山、温江等地区

的工厂、农村和部队 9学工、学农和学军。他们一方面参加劳动9调 查研究,学
习工农兵的革命精神;同时,又与工农真∵道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积极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举办了马列主义著作渎书班 7个 ,儒法斗争史学习班 8个 ,

政治夜校 2所 ,参加学习的有3000多 人。这属工农真学员,在斗争中学习,在

战斗中成长,写出了 《哥达纲领批判》和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

段》的辅导讲座材料 2份”批林批孔文章 s50篇 ,评注法家著作 11篇 ,调查报

告、通讯、家史等 350篇 。这批文章来自工农,面 向三大革命斗争的实际,受

到广大工农兵的赞扬,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丰硕成果。

这批工农兵学员回到各地以后,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 的 重 要 指

示,积极开展教育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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