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⑨《商子 。畲权冫。

⑩借用孔颖达语,见 《<春秋正义>序 》。

Θ《史记 ·秦始皇本纪》。

o《存韩》是今本《韩非子》的第二篇,并附有李斯的辩论。这-篇可能是后人据韩非入秦
为韩游说的有关史料附录入 《韩非子 》的。

八 皇和李斯 的反儒斗奢
“
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①”、 “不务德而务法②”的荀况、韩非时代和商鞅变法以

来 “蒙故业,因遗策⑧”、 “六世有胜”的秦国政局,孕育了新央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
始皇 (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年 )。 秦始皇十三岁即位 (公元前246年 );二十一岁(公

元前238年 ),刚一亲政④,就粉碎了相国文信侯吕不韦与 “宦者”长信侯掺毒勾结在 一起
的反动政变,车裂了廖毒多次年 (公元前327年 ),解除了吕不韦的一切职务,把他放 逐入
蜀 (公元前235年 ,不韦自杀 )。 从此以后,始皇全部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吕不韦和廖
毒都是大奴隶主, “不韦家僮万人”, “廖毒家僮数千人⑤”。他们的反动政变是阴谋搞奴
隶制复辟。始皇粉碎了这一政变,就是他即位后捍卫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反
复辟斗争。

就在清算吕、缪复辟集团的同时,秦始皇接近了李斯,把李斯作为自己建成统一封建国
家的得力助手。李斯年少时为楚国上蔡县的 “乡小吏⑥”, “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

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建功者”,于 :是辞荀况,西入秦⑦。李斯的理论造诣,比
韩非稍逊一筹 ,“ 自以为不如非”,f巳是,他在政治斗争实践中锻炼了才干,充实和发展了韩
非学说。

秦始皇二十六岁时 (公元前233年 ),读到《孤愤 》、《五蠹》之书,通过李斯了解了韩
非,立郎发兵攻韩,把韩非弄到秦国来。他对于韩非渴求一见的心情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是
有其原因的。~他的斗争经验使他能够深刻地理解韩非著作。吕不韦不就是一个 “

商工之民”

∵ˉ工苘业奴隶主吗9缪毒不就是一个 “串御者”——左右近习之臣吗?他们收养了大批游
食之士,昌不韦 “

食客三千人”,多毒 “
舍人千余人⑧”,什么 “学 者”、 “言 谈 者”、

“带剑者〃都有。韩非所要横扫的 “五蠹”,正是秦始皇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过
程中所遇到的敌人。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基础,是不可能把秦始皇和韩非联结在一起的。韩非
入秦以后,他的反孔反儒战斗就由秦始皇和李斯接替下来。掌握了秦国军政大权的秦始皇和
李斯,运用国家职能,对敢于反抗的奴隶主残余势力及其所附属的儒家,实行阶级压迫j把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互柙结合起来:使用军队”迅速地“禽灭六王⑨”;使用法庭,制
裁了那些把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的儒生。焚书坑儒,取得了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
域的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

秦始皇 “
奋六世之余烈⑩”,统ˉ全国,《 绎山刻石 》用二句话作了简要的概括: f戎

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⑧。”这说明,从秦始皇十七年 (公元前230年 )灭 韩 起,到
二十六年 (公元前221年 )灭齐止,前后十年间所进行的统一战每,趸按韩非所提出的 “当
今争于气力”的政治原则,对暴强的六国,实行了武器的批判。 “灭六暴强”,铲除了地方
割据势力,就摧毁了以儒家为首的一切反动派搞复辟阴谋活动的逋逃薮和细苗滋生场所。韩
非曾经在《亡征篇Σ里把黑暗腐朽的六国政权,比作生了蠹虫的将折之本和穿了孔隙的将坏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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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墙,说 : “
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 ;万乘之主 有 能 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

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 秦始皇 “灭六暴强”,统一全国,就是韩非所希望出现的一

场摧枯拉朽、推墙倒壁的暴风雨 !

“
六王咸伏其辜@” ,并不能结束奴隶主阶级同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

~

化领域里的尖锐对抗。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通过它的代言人儒家不断地 “以十倍的努力、疯

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 ‘天堂
’

、为他们的家 庭 雨 斗

争”。迎头痛击这种妄图复辟的敌人,就必须把反孔反儒斗争进行到底。作为批判武器的韩

非学说,不仅要运用9而且要创造性地运用9使它在战斗中有所发展,这个任务,是由秦始

皇和李斯来完成的。

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221年 ),摧毁了六王的最后一个堡垒——远在东海之滨的齐。

刚宣布全国统一,就在朝臣中开展了一场搞分封制 (即诸侯割据称雄的分封建国制度,旧称

f封建制”,今改称
“分封制” )还是搞郡县制的大辩论。右丞相王绾等以 “

燕、齐、荆地

远,不置王9毋 (无 )以填 (镇 )之”为理由9请立诸子为王9恢复殷、周时代的分封制。

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讨论,群匣随声附和;李斯当时任廷尉之职 ,∷ 力排众议,对王绾等

的意见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始皇最后裁定9按李斯的意见办, “分天下为三十 六 郡,郡 置

守、尉、监⑩”。从此以后,百代都行秦政法9郡县制就成为统-中 国的基本的地方行政制

度。

分封制与奴隶社会制度,郡县制与封建社会制度,虽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周、秦之际

却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儒、法两家激烈斗争的重要内容。

孔丘和他的信徒拼命地叫嚣: “
兴灭国9继绝世,举逸民⑦!” 他们的罪恶目的不过是妄图

通过维护分封制来挽救垂危的奴隶社会制度”为奴隶主贵族复辟制造舆论。他 们 还 把 “王

者” “
封公侯”比作什么夭有 “日月之光”,地有

“
山川之化”,万古不变。又说什么 “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分封亲属就是分享
“王土”的 “

亲亲之义⑩
”。凡此种种,千方百计

要搞分封制,都是为了让奴隶主贵族分裂河山,长享特权,以便于卷土重来,全面复辟。法

家与之针锋相对,不仅要用战争来摧毁奴隶主贵族的割据势力,而且还采取许多措施、提出

许多主张来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种种特杈。吴起要 “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⑩”,荀况主

张
“
贤能不待次而举”,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⑦”;韩非明

白地提出: “
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⑩”,都是莎、否定奴隶主贵族的

特权,特别是世袭的特权出发,来取消分封制的。李悝相魏,根据翟璜的推荐,用吴起守西

河 ,用酉门豹守邺⑩;商鞅变法, “
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⑩〃,就更从积极的方面建设

集中领导的地方政权米代替分封制了。法家的主张,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春秋 末 期 以

来,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郡县制已经在各个地区互相影响之下发生、发展,并达到逐渐完

善。顾炎武曾列举秦以前关于郡县制的记载,认为那是
“
势之所必至”,指出有些 人 认 为

“罢侯置守之始于秦”,是 “
儒生不通古今之见⑧”。他的话是有依据的。

秦始皇和李斯研究了在分封、郡县问题上的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又从他们自己 “灭六

暴强
”
的斗争实践中考查了这两种制度的优劣 ,把它提到了巩固统-、 强化专政的高度。通过

这场辩沦,狠狠地打击了搞倒退、搞分裂的反动思潮。李斯说g “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蒸众 9

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镦 ,诸侯更相诛伐,周 太子弗能禁止。今海内∴o⋯
一 统,皆 为 郡

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 侯 不 便

@。
”这翠话,-万面指邶了分封制是分裂的揖溽P分犁必搽海成政权滩痪,周代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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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台的;另一方面则肯定了秦根据当时形势所推行的郡县制是统一的保证,统一就会加强新

兴地主阶级的专政,有利于打退奴隶主贵族的复辟。两相比照,得失分明,于是作出了
“置

诸侯不便″的斩金截铁的结论。要统一,不要分裂,是办。古以来中国广太人民群众的愿望 ,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消灭分裂割据时, “王权是 进 步 的因素” (思格斯:《 论封

建社会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发展》)。 秦政权的建立,适应了这些要求。因为统一,就出现了
“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 同文字

”的重大变化,历史向前跨了一大步。毛主席指

出: “如果说,秦以前的△个时代是诸俊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邪末,自 秦始皇统-中 国以

后,就逮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就是对秦始皇统一事业在历史上的进步

作用的科学的评价。

秦始皇在对李斯的意见的批语中,还提出丁关于 “
宁息”战争的闷题,说 : “

天下共苦

战斗不休9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⑧ !”

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毛主席指 l妍 :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

展到ˉ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 I目 前进9于是爆发了战争,用 以扫除政治道路上 的 障 碍。”

“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柬。∵
秦

“灭六暴强”,是工场进步性的统一战争 ,

它的政治目的,是为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某权的封建国家扫除障碍。 “
六王咸伏其辜”,政

治目的达到,战争结束。秦始皇所说的 “宁息”,仅仅是指的这种
“结束”。把它 美 化 成

“
永偃戎兵⑧”,就不符合实际了。只有

“人类社会迸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才
“
是人类永久和平的时代”。在阶级社会翌, “

戎兵″怎么能够 “
永惬″呢?地主阶级推翻

奴隶主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农民革命又将打击地主阶级9推动历史前进。阶级斗争不

会停.lL,战争总是一个接着一个来的。秦王朝
“
禽灭六工”以后,由于它 “亟役万人,暴其

威刑,竭其货贿⑩”,迅速地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爆发了陈胜、吴广所领导

的农民革命战争。在这个战争面前,秦政权就转化为纸老虎。 “
永偃戎兵”遭到了历史的否

定。

秦始皇和李斯用专政的权威肯定郡县制,受到了唐代尊法反儒战士、文学家柳宗元 (公

元773¨- 819年 )的赞扬,他的杰作 《封建论 》豪壮地宣称: “
公天下之端自秦始⑩ !” 对

秦始皇的这一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然而一切反动派搞尊儒反法,却往往借这个问题攻击秦

始皇。在秦始皇当时,就有淳于越跳出来,借这个问题挑起一场以古非今还是厚今薄古的辩

论,导致了焚书坑儒的斗争。

秦始皇三十四年 (公元前213年 ), “
置酒咸阳宫”9博士齐人淳于越攻击

“
称颂 始 皇

威德”的仆射月青臣,乘机反对郡县制,他宣扬
“殷、周之王千余岁”,又说: “

今陛下有

海内,而子弟为匹夫,⋯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讨

论。那时李斯已经作了丞相,偾怒地驳斥了淳于越的谬论,而且指出g “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

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建议 : “
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

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

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 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这就是所谓
“
焚书⑧”。

次年 (公元前212年 ),以侯生、卢生为首的儒生对秦始皇的专政进行恶毒的 诽 谤,公
然触犯

“以古非今者族”的禁令。始皇把在咸阳的儒生交给法庭进行审讯, “
犯禁者四百六

十余人,皆院 〈坑 )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就是所谓的
“
坑儒⑩”。

焚书坑儒是周、秦这一历史阶段儒、法斗争的总结。这个总结是由取得统治杈力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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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秦始皇和李斯来作的。它既用批判的武器痛斥了以古非今的 反 动 谬
论,∷又用武器的批刿镇压了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分子。这样作,“是为了统一思想⑩

”,巩固
和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不这样 “不足尊新王⑩”。这是反孔反儒斗争的伟大胜利。

在焚书坑儒这场反孔反儒斗争的伟大胜利面前,秦始皇发现他的儿子扶苏就是-个尊孔
派,因此疏远了扶苏。扶苏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
。当然

f不安”的人是有的,但决不会是天下的人,而只能是被秦始辜的革命暴力吓破了胆的顽固
反动派。历来的反动派攻击秦始皇,无不咒骂他 f焚书坑儒”,而且这种咒骂,又往往是指
桑骂槐,别有用意。孔孟信徒杨雄写《剧秦美新》,大讲秦始皇的坏话,骂他 “

剪灭古文,

刮语烧书@” ,目 的是借此来吹捧他的新主子°叛徒、卖国贼林彪咒骂秦始皇“
焚书坑儒”

,

是借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弄清楚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些重要问题,就是对这些家伙的有力
回击。

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焚书是为了打击 “以古非今”的反动复辟势力,粉碎
反动儒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猖狂进攻。这是法家历来的主张。商鞅相秦, “燔诗书而明法
令”, “

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 以富强⑩”。韩非痛斥 “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滠浃
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⑦″提出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渚为教,无筇王之语,

以吏为师⑩”。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为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新兴地主阶级指明了一条巩固政
权、打退复辟的道路。秦始皇和李斯坚决地沿着这∵道路前进,把反孔反儒斗争推向了新的
趾利。

“焚书”,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法家的 “发明”。从来的绅治阶级都要把自己的思想作为
统治思想,并且排斥不合于自己思想的一切东西。在奴隶制行将崩溃的时候,奴隶主阶级的
顽固派孔丘,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就拼命排斥

“
异端”,大搞 “

删
诗书,订礼乐”的反动勾当。古诗三于多篇,孔丘按照他 “克已复礼”的反动纲领和 “取可
施于礼义⑩∶的反动原则,砍掉了十分之九j只保留了三百篇,而且大肆改 窜9文 塞 进《鲁
颂 >、 《商颂》等黑货。被砍掉的绝大部分都是民歌——奴隶的反抗呼声。这种对于进步文

化典籍的粗暴推残,难道还不比 “焚书”更厉害么?毛主席说: “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畲的专

政,性质是相反的,雨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法家的焚书,就是学的孔丘!所不同者,孔
丘毁灭进步文化,还罩上一件什么 “

删”呀 “订”呀的外衣
^法

家则光明正太,公然提
“焚

书”,如此而已。反动阶级搞反革命勾当,见不得人,总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9进步阶级

对于反动派的声讨,因为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总是大张旗鼓,亳无畏忌。儒、法之间,在这个

问题上成了鲜明的对照。

焚书是打击 “以古非今”的反动复辟势力。因此,他们焚书是有严格的 政治 选择 的。

在焚书令中,把秦国典籍与六国典籍加以区别,把政府认可的书籍与没有认可的书籍加以区

别⑦,把一般藏书与聚众讲论加以区别,把焚与不焚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g一切有利于新兴
地主阶级的典籍,包括秦国史册、法家论著以及发展生产、便利民用的科技杂 书9统 统 保
留,要焚的只限于儒家那种美化奴隶制、叫嚣奴隶主复辟的反动书籍。法家的重要著作,不
但保留,而且普遍传诵。二世讲话不是也能引用《韩子》吗⑩?武臣不是把韩非称为

“当世

之圣人”⑩吗?这与后代反动派吹捧孔、孟,痛骂荀、韩⑩,致使荀、韩著作长期 没 人 敢
读,完全两样。列宁指出: “每-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 (《 关于民族问题

′

的批评意见》)划清焚与不焚的界限,实际上就是严格区分反映反动阶级思想与反映进步阶
级思想的两种民族文化问题。划清界限,就更能正确地执行尊法反儒、厚今薄古的方针。秦
始皇和李斯正是这样作的。ˉ切反动派攻击秦始皇,都用潺淆两种民族文化的手法,把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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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焚书说成是
“重禁文学④”,毁灭文化。这些家伙打起超阶级 的 “

文 化”、 “
文 学”幌

子,来为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招魂和被清算的反动文化翻案,以此达到尊儒反法、颂古非今的

反动目的。对此,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
“焚书”是-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 “坑儒”是它的继续9但又有新的内容。檠

始皇听见诽谤他的侯生、卢生逃跑的消息,说 g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9以重

吾不德也⑨。”这一段谈话,不仅具有自我批评精神,也说明秦始皇对于儒生的反动本质有了

进
一
步的认识。侯生、卢生这些家伙,在儒家很不利的时刻,改装成方术之士9接近了秦始

皇,表面极力奉承,暗地里却对秦始皇的一切进步措施恶毒诽谤。这种
“当面喊万岁,背后

下毒手”反革命两面派本领,就是从他们的祖师爷孔丘这个
“巧伪人”那里学来的。秦始皇

从这一事件中饔到:反动的儒家,不但有公然跳出来的犯禁分子淳于越,而且还有暗藏下*
搞阴谋诡计的反萆命分子侯生、卢生之流。于是他运用专政工具 —̈ 法̈庭对一切要明枪或者

放暗箭的犯禁儒生来了一次总清洗。在清洗过程中,叉还经司法机关侦察审讯,区别对待 ,

依法惩处,完全体现了法治精神。这是巩固新兴蚺主阶级政权的必要措施,是反孔反儒斗争

的重要历史经验,有什么可非议的呢:如果说
“
坑儒”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秦始皇还有些

手软,比起他的前辈商鞅
“-日 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

″,就算 “禁网疏阔”了。就 是 因 为

“疏阔
”
,所以留下孔鲋、叔孙通这些漏网的反革命分子。这些家伙后来跑到陈 胜、刘 邦 那

盥,不仅恶毒地攻击秦始皇,而且疯狂地用孔孟之道腐蚀、破坏农民革命战争和汉朝新政权。

秦始皇究宽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政治家,所以气魄不够大。
“
历史的经验链得澧意。”

秦始皇和李斯昕进行的反孔反儒斗争,继荀况、韩非之后 ,

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它说明:一个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必须继续巩 固和加强所取得

的统治权力,在思想上攻治上不断地进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9打退不甘心失败的反

动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列宁说: “
判断历史的功绩9不是根锟历叟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

求的东西,而爨根椐他比他们的苗荤提供了新的东西。” (《 评经济浪漫主义》)秦始皇在

李斯的辅佐下9他的反孔反儒斗争,确实比他的前辈商鞅、韩非等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说
他就是韩非所歌颂的

“
新圣”,有什么不可以?研究秦代历史,总结秦始皇和李斯反孔反儒

斗争的历史经验, “
这对于括导虫前的讳大的运动9是有重要帮助的。”我们必须在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对秦始皇和李斯所提供的新的东西,作出科学的评 价,古 为 今

用,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

医注月

①《荀子·偌效》弓

②《韩非子 ·显学》。

③⑩《贾子新书·过秦上》。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九年舀月己酉, Ⅱ王冠,带剑
”
。这时才开始过问国政,以前都

是
“
委国事大臣

”,由相国吕不韦掌握大权。

⑤⑧《史记 ·吕不韦列传》。  
ˉ

⑤见《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贞《索隐》谓
“
郡,一作乡

”;又引刘伯庄说,乡 小吏
“
掌乡

内文书
”
。今从作

“
乡
”
之本。

0《 史记》李斯列传》。

⑧②《之罘东观刻石》,见 《史记 ‘秦始皇本纪》,

⑧《绎山刻石》据郑文宝所刻徐铉摹本,I1《 金石萃编》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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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秦始皇《令丞相御史议帝号》中语,见 《史记 ·秦始皇本纪》。

⑩②⑧⑧①⑩@《 史记 ·秦始皇本纪》。

⑧《论语 ,尧曰》。

⑩《白虎通 ·封公侯》。

⑩Θ《韩非子 ·和氏》。

⑩《荀子 ·王制》。

⑧《韩非予 ·显学》。

⑩《史记 ·魏世家》。

⑩《史记 ·商君列传》。

⑧《日知录》卷十《郡县》∶

⑧⑧柳宗元:《 封建论》·见《柳河东集》卷
=。

⑧《史记·秦始皇本纪》,又 《李斯列传》。

⑩鲁迅: 《华德焚书异同论》,见 《准风月谈》。

⑩章炳麟:《 秦献记》,见 《太炎文录》卷一。

⑨扬雄:《 剧秦美新》,见 《文选》卷四十八。

⑩《韩非子·奸劫弑臣》。

⑩《韩非子 ·五蠹》。

⑩《史记 ·孔子世家冫。

⑦章炳麟说: “‘
非博±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耆

’,倒 言之,即是
‘
天下敢有藏诗书

百家语非溥士官所职者
’
。
”
意思是:只要是博士官所认可的,不但博士官可以藏,大 家都 可以

藏。见《太炎文录》卷一《秦献记》。

⑩《孔丛子 ·答问》。

⑩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云: “
荀子曰: ‘

非其人而教之,资盗粮、借贼兵岜。 ’(《 荀子
·大略》)独不知李斯、韩非乎?” 这就是痛骂荀、韩的-个例子。

⑩《汊书 9董仲舒传》。

(上接第18页 )

毛主席教导我们,尊重历史, “是纶历史以-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

发展,雨不是颂茜非今,不是赞铴任何封建的毒素。”
我们研究历史上法家和进步思想家及

其著作,研究儒法斗争史,是为了正确评价法家、进步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还其

历史的本来面日,学习和正确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j作为今天的偕鉴,从
而更奸地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而不是颂古非今。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

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不知比法家高明多少倍。只有我们无产阶级

才能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自觉地为推动历史的前进而斗争。只有我们才能完成用马

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伟大历史任务。让我们在毛主席的萆命路线指引下,把
批林批孔更加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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