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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与毛泽东时代工业化

的起步——《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与

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上）

王海光

摘要：本文用政治文本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以《论十大关系》经典

化过程中的三个历史文本（1958 年稿本、1965 年稿本、1975 年

稿本）为基本史料，梳理了《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演变和经典化

的过程，考察了其文本流变与“反冒进”、大跃进、国民经济调

整、文革运动的历史语境关系，澄清了一些长期流传的误读误解的

问题。以期通过“以苏为鉴”和以苏为师、“多快好省”和综合平

衡、“重轻农”和“农轻重”、革命和生产等矛盾问题的分析，探

讨其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的内在冲突，呈现一个认识毛时代工业化

道路的文本视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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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篇幅原因，本文将分为上、中、下三篇依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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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political textual analysi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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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1975) from canonization process of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s raw data for the study. In addition to sorting out the processes 
of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will also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deformation with “Anti-rash Advance”, 
“Great Leap Forward”, National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campaign. This is to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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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tradictory issues in the principles “Take Soviet Union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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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and Cheaper" and “Comprehensive Equilibrium”; economic 
policies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e, 
light industry, heavy industry”; revolution and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internal conflict between theoretical log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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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国务院 35 个部门和国家

计委的工作汇报之后，在各省市委党委书记会议上，首次发表了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 月 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

做了《论十大关系》报告。作为毛泽东系统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在中共意识形态中具有非常崇高的

地位。在大陆官方的历史定位中，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

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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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2 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

始”3。

然而，让人们深感不解的是，这篇素负盛名的标新立异著作

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而是由他的政治继承人华国锋公布

于世的。以《人民日报》1976 年 12 月 26 日全文发表《论十大关

系》为标志，最终完成了它的经典化过程。此时，离毛泽东 1956
年 4 月 25 日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上首次提出《论十大关系》，已

有整整 20 年时间了。这个公开发表的官方权威文本，经过了多次

整理、编辑，有删节，有增补，有修改，与毛泽东最初讲话的原始

文稿已有了很大不同。

毛泽东重要著作的整理和发表，是国家政治活动的大事情，有

其特定的现实政治需要。作为毛时代同等分量的两部著作，《论十

大关系》讲话在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简称《正

处》）讲话在后，在理论上是一个前后承继关系。但是，《正处》

很快就整理公开发表了，而《论十大关系》虽然整理多次，但毛泽

东却一直没有同意公开发表。这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使然。《正处》

很快修改发表，是反右派运动的现实需要，制造阶级斗争的理论武

器。《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历时长、变动大、面世晚，则是毛

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一波三折曲折发展的历史写照。

对于《论十大关系》名声在外而又长期“待字闺中”的漫长经

典化过程，坊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褒贬评价。褒评说：这是因为毛

泽东对这篇文章期望很高，力求搞出一个尽美尽善的版本，所以临

终也未尽其稿；贬评说：这是由于毛泽东文过饰非的特点，总是要

以现行政策修改历史文献，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文本。这

两种看法的根本分歧，首先是在对它的文本性质的不同认识上。理

论经典的宣传学习，政策指导文件的贯彻落实，历史文献的研究分

析，其不同的文本性质决定了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认知的

差异性是很大的。

《论十大关系》在经典化前后，文本性质是不一样的。在经典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出版，第 274、275页。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
社，2011年出版，第 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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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前，《论十大关系》是作为中共进行经济建设的政策指导性文

件，只是在党内流传，并随着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改，先后形

成了三个文稿；在经典化之后，《论十大关系》是作为毛泽东一项

重要的思想遗产，在中共意识形态中具有崇高地位。《论十大关

系》公开发表后，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学习热潮。

《论十大关系》的研究工作真正开展起来，是在经典化以后的

事情。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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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十大关系》做出了官方权威的历史定位。在起

草“决议”时，邓小平定调说：1957 年以前，毛泽东的领导是正

确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

好的。4《历史决议》评价《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任务”，列为“集中体现”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的五

篇重要著作之一，对阐述的笔墨最多。从而设定了中共在宣传和研

究《论十大关系》上的政治框架。

《论十大关系》的研究有很强的政治性，热冷程度往往反映了

官方意识形态的左右动向。在《知网》上检索“论十大关系”的

词频，经典化前共有 60 多条，集中在大跃进的三年。经典化后，

在 7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出现了两个宣传研究高峰期。第一个高峰

期是华国锋时期，反映了“抓纲治国”的政治动向。1977 年全年

仅《人民日报》出现《论十大关系》的词频就有 406 次。1980 年

代的研究比较平稳，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动向。第二个高峰期

是 1990 年初，发表数量多，持续时间长，还有官方组织的专题活

动。5 这反映了“六四”后的“反和平演变”语境下，大陆出现的

重新肯定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宣教动向。

4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第 258-259页。

5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为纪念“三大改造基
本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中共八大召开”四十周年举办的学术讨论
会，还编辑出版了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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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网》上用主题词“十大关系”6 检索，通过词频出现的

数量变化反映其传播过程。见下表：

《论十大关系》知网主题词检索数量变化图

《论十大关系》是学界的一门显学，多年来各种有关著述层出

不穷，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但真正有学术质量的研究乏善

可陈，需要进行研究范式的转变。从研究范式上讲，有关《论十大

关系》的研究可分为宣教史学与历史研究两类。宣教史学的研究范

式是搞政治教育宣传，以学习体会和阐发意义为文体形式，为历史

文献贴上与时俱进的标签，牵强附会地与当前政策联系起来，以需

要注解历史，用历史服务现实，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策诠释学。

政策诠释学是传统经学的现代变种，一种没有知识含量的文字游

戏，在意识形态国家最为流行。政策诠释学的文本解读，是把现行

政策需要附会在历史文本上，把前代领导人当年的政策言论无限延

伸，脱离时代语境地与后来领导人的政策言论联系起来，做一些牵

强附会的解释。文体形式是用语夸张，联想丰富，望文生义，穿凿

附会，无限拔高。这实际上是把学术研究搞成了一种微言大义的经

学注解活动。具体到《论十大关系》的研究上，就是宣教史学的标

签化、符号化和经学化了，走入了一个假大空虚的死胡同。

开展《论十大关系》的学术研究，从“政治正确”的经学研究

转到“事实准确”的史学研究上来，从实证研究做起，寻根溯源，

6 因为文革前讲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时，大都没有加书名号，所以用
“十大关系”的查询，比较适当。其中也有少量不是讲《论十大关系》的
词频，但对大数据的统计并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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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玄析微，恢复本来面目。

在《论十大关系》的史学研究方面，学界已做了不少工作。特

别是文献版的毛泽东传记年谱的出版，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部

史料。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对毛泽东的研究 7，也提供了来自国外的

一些史料。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的解密档案 8，扩展了研究史源，

提供了中外互证的对比性。从研究方法上，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实证

研究的方法，对文本的产生与传播做精细化的史学研究。9 但这些

研究还是很初步的，所用史料单一，基本就是文献版的领袖谱传。

多数研究者依据的《论十大关系》文本，也只有 1965 年版本和

1976 年版本，不太知道还有一个最接近毛泽东讲话原稿的 1958 年

版本。这就造成了论证过程的缺环，简化了许多历史的复杂因素，

带来了一些误识、误读、误判、误解的问题。

从整体而言，《论十大关系》的实证研究还很薄弱。主要问题

有二：一是比较缺乏追根溯源的文本学研究。对其从原始文本的形

成、流变，到正式发表的经典化过程，还没有比较完整的历史分析

和不同时代语境的分析；二是比较缺乏对中国工业化理论与实践的

背景性研究。对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理论实践和重大挫折原因的分

析研究比较粗略，没有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多义性与党内高层在工业化路线上的认识分歧联系

起来，不能解释毛泽东的思想反复以及在发表两篇文章上的不同 
态度。

实现《论十大关系》的研究从“政治正确”到“事实准确”的

学术转型，关键是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由于《论十大关系》原始文

本等许多文献资料至今没有公开，只有一些特殊学者才能窥见全

貌，所以长期悬置了一些问题。诸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提

7 近期比较有影响的是，【俄】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大陆版
是卿文辉、崔海智、周益跃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出版。

8 关于俄罗斯解密档案史料系列，最具系统性和权威性的是由沈志华主编的
《俄国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4年
出版。

9 在实证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邱巍的《〈论十大关系〉
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见《中共党史研究》
2013年第 1期。该文的价值是注意到了毛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即兴
和仓促”的或然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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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统筹兼顾思想，并成为了中共八大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但为

什么不久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标榜甚

高，认为“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但为什么在生

前一直没有同意发表？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所谓“以苏为

鉴”，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有什么关系？《论十大关系》的

主题，是多快好省的大干快上，还是综合平衡的协调发展？《论十

大关系》的发表与党内高层的认识分歧，与“反冒进”、反“反冒

进”、大跃进运动有什么关系？等等，不一而论。

宣教史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多是“毛泽东自己背离了自己的

正确思想”，“探索的历史局限性”之类的空泛话语。这无疑是没

有解释力。人类所有的历史，都是探索未来的实践，都是具有历史

局限性的活动。历史研究的学术工作，是要揭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的人的主观作为及其客观后果的关系，也就是“探索局限性”的工

作。在这里，“背离论”、“局限论”这些政治正确的诸说，与其

说是对问题的解释，不如说是对问题的搪塞。

本文试图以政治文本学的研究方法，把《论十大关系》的文本

形成、演变和经典化过程，放置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一波三折的历史

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期对上述问题得出一些基于实证研究的认识。

根据时段和问题，本文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论述《论十大关

系》的提出与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起步；中篇论述《论十大关系》

的经典化过程与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曲折发展，下篇论述《论十大

关系》与改革开放的中国工业化战略转轨，考察毛时代工业化的遗

产问题。

一、“以苏为鉴”与“以苏为师”

毛泽东给《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定位，是他在 1960 年 6 月

《十年总结》中讲的：前八年是仿照苏联模式，从提出十大关系起

“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又讲《论十大关系》

“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然后又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

人民公社……10。毛泽东的这个概括，成为以后论述《论十大关

10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 6月 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册，第 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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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以苏为鉴”论。但从历史上看，这个“以苏为鉴”的具体

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包括毛泽东自己的思想言论，前后也是变化很

大的。有时是“为鉴”，有时是“为师”；有时是批斯大林错误的

“为鉴”，有时是批赫鲁晓夫错误的“为鉴”。尽管“为鉴”的内

容和对象时有所变，但都是对苏共二十大改革路线做出的直接或间

接反映，是中共对社会主义改革潮流初起时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与政

策选择。

1956 年 2 月 14 至 4 月 24 日，毛泽东集中了 43 天的时间，系

统听取了国务院各部委和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期

间，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25 日，苏共二十大召开，掀开了斯大林

问题的盖子，暴露出了苏联搞社会主义中的许多负面问题。各部委

汇报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国在工业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与苏

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错误所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具有相互参照的

对比性，构成了毛泽东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条线索。这

是毛泽东形成和提出《论十大关系》的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毛泽

东在 1958 年 2 月 18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那个十大关系怎么

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 34 个部

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

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11 同样，如果没有苏共二十

大，十大关系也是不可能形成的。

然而，中苏两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客观上存在着

先行后随的时空落差。斯大林模式是国际共运的社会主义经典模

式，也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和目标。中共执政后全面移植

斯大林模式，最简洁的表达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明天”。苏

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积累了大量国际国内的问题，对其体制弊害有

切肤之痛。在斯大林死后，苏共中央开始着手纠正斯大林时期的错

误，调整国内外政策，政治上加强民主，经济上注重民生，外交上

强调缓和。这个政策性改变，集中体现在苏共二十大的政策路线

上。而当苏共开始检讨和纠正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错误时，中国对斯

大林模式的移植还在进行时中，刚刚完成了城乡社会主义改造，正

在筹谋如何加快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苏共二十大揭

露的斯大林问题和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给中共高层思考如何又多又

1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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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又好又省地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启

示。最大启示就是不能对苏联经验亦步亦趋的“克隆”了。犹如后

行者正沿着前边路标满头大汗地赶路时，前面划的路标却分叉了，

这就给了后行者更多的选择性。中国可以反省自己在移植斯大林

模式中的种种问题了。从苏共二十大带来的启示意义上讲，毛泽

东《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既是“以苏为鉴”的，也是“以苏为 
师”的。

但无论“为鉴”，还是“为师”，核心点都是如何认识斯大林

体制的社会主义和苏联工业化模式。然而，正是在这方面，中苏两

党的认识有着很大的落差。对于苏联所经受的斯大林体制的弊害，

中国人还没有感同身受的切身体会。这种认知差异的发展，不仅导

致了中苏两党以后的分歧，而且也让中共又重蹈了斯大林的错误，

甚至走得更远。中共提出了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发动了大跃进运

动，并因大跃进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这段从“以苏

为鉴”到“以苏为敌”的历史翻转之变，起始点就是《论十大关

系》。这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的问题意识所在，中苏两党分道扬

镳的最初起点应该设在哪儿？苏共二十大与《论十大关系》是什么

样的关系？关键是应如何理解毛泽东说的“以苏为鉴”？

“以苏为鉴”是《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概

念。这里既有毛泽东对斯大林体制基本面的坚持，又有中国经验的

创造性发挥，内容重点前后不一，是一个行走中的动态概念。而最

初的提出，无疑是来自苏共二十大的启示。

在国际共运中，苏共二十大是首先鸣响了社会主义改革号角的

标志，揭露了斯大林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在

政治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

“秘密报告”12，揭露了斯大林肃反和大清洗的罪行，迫害其他民

族的罪行，卫国战争的指挥失当，经济政策的严重错误和对待南斯

拉夫问题的错误行为，强调要反对个人崇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

法制。在对外关系上，改变了僵硬的冷战对抗的外交政策，提出了

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对外方针；

在经济上，改变了片面追求重工业忽视农业的经济政策，通过了苏

12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转载《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
出版社，1988年，第 749-8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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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提出了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提

高人民生活的经济方针。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的新政策方

针，与中国在移植苏联模式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相互对照，构成了

毛泽东开始“以苏为鉴”思考的两个方面。

毛泽东在 1956 年 2 月 14 日到 4 月 24 日间，先后听取了 35 个

部委轮流汇报的活动。基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政治话语

逻辑，他把这次集中听汇报的工作性质定位为“调查研究”。这是

毛泽东“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

作调查。”13 这只是讲了《论十大关系》形成的一个方面，另一个

方面是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的影响。

2 月 24 日深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关于个人崇

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颠覆了斯大林迷信的神话。会后，

苏共给中共中央送了“秘密报告”文本。3 月 3 日，毛泽东和其他

中央领导人听取了邓小平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汇报。3 月 12 日

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

题。此时，他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研究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

问题上，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表态的问题，起草《关

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表态文章。

中共高层虽然对苏共在斯大林去世后的非斯大林化动向有所

察觉，但真正意识到这是重大的政治变化，则是苏共二十大。2 月

20 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

稼祥、刘晓等人，曾三次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苏共二十大强调集

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情况。对苏共重新评估

斯大林时代表示了担忧。14 但对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当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揭露出了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中共领

导人感到了巨大震惊。毛泽东评论说，这是“揭了盖子，捅了娄

子”15。事实上，“秘密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

问题严重性的揭露还远远不够。但是，它一把撕下了斯大林体制的

华丽外衣，让世界一下子看到了铁幕背后的黑暗，这种颠覆信念的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 483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 535页。

15 吴冷西：《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5年 2月版，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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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是异乎寻常的。在这个“秘密报告”给各国共产党带来的巨大

的冲击波中，中共第一时间的最初反映恰恰是最具理性的。当时毛

泽东批评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些许微词，包括“捅娄子”等言

论，主要是指策略方法的不当。对“揭盖子”本身不仅赞同和支

持，而且还为搬掉了长期压在头上的大石头感到了兴奋，不需要听

从斯大林的指挥棒，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路线了。他称

赞赫鲁晓夫很勇敢，说：“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

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

信。”“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要建

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6

为了表明中共的立场，同时也为赫鲁晓夫补“娄子”。中共

中央在 4 月 5 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

论”）。这篇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多遍的重头文章，表达了中共支持

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态度，但对斯大林持“三七开”的评价，

称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对于苏共二十大的对外和平共处、对内发展民主和加

强农业注重民生的经济政策，中共都是高度赞同的。只是在“和平

过渡”的问题上，因为事关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原则，毛泽东表示了

保留意见。17

“一论”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

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而中共是可以避免发生斯大林错误的。一是中共有一套“群众路

线”的领导方法，能够抵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个人崇拜；二是

中共有破除教条主义的历史经验，过去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现

在搞建设仍然必要发扬。18“一论”对“以苏为鉴”的初步总结，

即群众路线与反教条主义，对《论十大关系》的思路形成有着直接

影响。4 月 4 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经验》的定稿会上说：“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

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 557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 545页。

18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 4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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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

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9

以 3 月 12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为界，毛泽

东听各部委汇报的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就是毛泽东自己说

的“床上地下，地下床上”集中听汇报阶段。主要是工业部门的汇

报，首先汇报的是重工业部门。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发展速度的问

题。后期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路形成阶段，听汇报与讨论

苏共二十大交叉进行。所谓“以苏为鉴”，开始总结中国工业化

建设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时间段的事情。毛泽东虽然还继续听各

部委的汇报，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苏共二十大上，从 3 月 13 日

到 4 月 11 日的十几次汇报没有留下记录。20 毛泽东主持搞出的《关

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是中共最初“以苏为鉴”的代 
表作。

毛泽东听汇报后期的活动比较多。毛泽东从 4 月 18 日连续 7
天参观了在中南海瀛台举办的机械工业展，补充了他对现代工业的

感性认识。与越南、印尼等国的兄弟党领导人交流意见；接见苏联

政府代表团，谈经济援助的问题；与丹麦大使谈话表示“我们愿意

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的开放态度等。听汇报的关注重点，也更

多地放到了统筹兼顾的综合性问题上。议论的内容也由经济问题扩

大到政治和文化的方面。由此，毛泽东听汇报的为中共八大做准备

的主题，在苏共二十大的启发下，扩展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

些基本问题的全面思考，更具有了开放性的世界视野。这是形成

“十大关系”的历史机缘。

人民银行 4 月 11 日的汇报是 35 个部门的最后一个，然后是李

富春代表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二五”计划的汇

报内容具有综合规划性质，便于毛泽东联系前面的情况进行归纳总

结。从 4 月 18 日起，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议论，开始对中国经

济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归纳。4 月 19 日，毛泽东归纳出了搞

好三个关系。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

与集体的关系。4 月 20 日，他在听汇报时又说了五个关系：轻工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 557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 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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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工，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经济与国防。4
月 24 日，毛泽东进而又归纳出了轻工与重工，沿海与内地，经济

与国防、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六大关系。

他说，斯大林在第四条上犯错误，东欧国家在第一条上犯错误。4
月 25 日，毛泽东在前述六条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四条政

治关系（即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国

际关系）。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以“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

义服务”为主题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报告。21

上述这个形成与发表的日程表，反映了“十大关系”提出的

“急就章”特点。毛泽东在听“二五”计划汇报时，从三条、五

条、六条到十条，从经济关系扩大到政治关系，是不断地“凑”出

来的。从酝酿和提出的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星期，没有详细论证和充

分讨论的时间。包括毛泽东 4 月 25 日在省市委书记会上发表“十

大关系”报告，同样也是非常即兴。

1956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农业合

作社问题，会期 4 天。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离开原议题，自拟提纲

讲了中国搞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这是最原始的“十大关系”报

告。会议立即转为了讨论毛的报告。由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具

有重大意义，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这次会议的规格被升级成为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由于毛泽东发表“十大关系”的报告很突然，中央办公厅没有

安排录音和速记，事后亡羊补牢，根据几位与会者笔记整理出了一

份记录稿。但毛泽东对这份整理记录稿很不满意。22 在 5 月 2 日的

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总题目下，再次做了“十大关系”的报告，并正式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5 月 2 日的报告经过大幅度地修改

补充，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如关于生物学家胡先骕批评苏联李森

科学派的问题、关于地方分权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 480—48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
年谱（1949-1976）》第 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
562、563、566、567页。

22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年出版，第 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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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等等。5 月 2 日的报告结构完整，逻辑清晰，内容充实，语言

生动，是以后整理《论十大关系》的基础文本。实际上，在最初的

一段时间，人们都是以这个报告为《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时间

的。据现有材料，首先把《论十大关系》提出时间确定在 4 月省市

书记会议上，是康生 1957 年 3 月 13 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23 而毛泽东是在 1958 年的成都会议上才确定的这个时间点。24

这是要突出强调“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的前瞻性的需要。

毛泽东形成和提出“十大关系”的随机性特点，则是对应苏共

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提问题的直接反应，表现了它的

“以苏为鉴”的最初思考特点。尤其是“十大关系”在六大经济关

系上又增添的四大政治关系，明显是鉴于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的惨

痛教训。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暴露出的问题，显然激发了毛泽东

的“弯道超车”意识。他认为中共有“群众路线”的传统，反教条

主义的经验，可以避免出现苏共的错误。他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

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

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25

由此可见，毛泽东认识这个“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事情，对

苏共是纠正错误的问题，对中共则是破除迷信的问题。毛泽东后

来讲：“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

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

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26。但是，对“十大关系”的指导性

意义，毛泽东也没有确实的把握。直到两年后的成都会议上，他还

说：《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 5 年。27

23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编：《康生言论选编》（二），1979年 3月，第
10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 311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 66页。

26 毛泽东 1958年 5月 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讲话，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3年出版，第 353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 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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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一次讲“论十大关系”的原始讲话稿，是研究《论十

大关系》思想起源的关键性史料，然而迄今没有公开。但从其形成

过程和内部讲话的特点来看，这个讲话是随意谈论的，没有正式报

告严整的逻辑性。在文革群众组织编辑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简称毛万岁版）中，有篇目为毛泽东 4 月 25 日《在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的文章。28 这篇发言讲话记录，虽然内容凌

乱，次序不清，字语简略，但讲话主题明确，语言风格一致，估计

是来自某位与会者的原始笔记。大致可以对毛泽东原始讲话的基本

貌像窥见一斑。

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主要谈了下列问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

1、党内民主问题。针对的是高饶事件造成了党内生活紧张。

讲：七届四中全会反高、饶是对的，后遗症是党内空气有些沉闷。

不要搞得谨小慎微；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针对的是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这是

重点部分。讲：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地方要分权，中央未做决定的，地方均可讲，可以自己搞条例。地

方有权抵制中央各部不合实际的命令、指示。但此权只给省、市委

( 政治上比较成熟 )，不给地、县委；

3、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问题。针对的是农民抱怨最大的

农业合作社的分配问题。讲：在个人与集体、国家的收入分配比

例上，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归社员，国家和合作社百分之

三十，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

4、经济体制的问题。针对的是苏联一长制体制。讲：一长制

是军事观点，企业不采取苏联的一长制，实行党委制的领导；

5、中共八大问题。针对的是八大的制定党章问题。讲：党章

要体现纪律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中央委员会可以考虑实行常

任代表制，五年一任，加强监督；

6、“双百方针”的问题。针对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萧杀状

况。讲：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成为我

28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 4月 25日），《毛
泽东思想胜利万岁》5卷本，编者不详，出版时间 1968年，第 3卷，第
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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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方针；

7、开展经济调研的问题。针对的中央对经济工作不摸底的情

况。讲：我们是知道又不知道。今明两年要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

每个省、市都要汇报，搞些典型。

8、肃反问题。针对的是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讲：民主党派与

我们在肃反等问题上有分歧。镇压反革命要肯定，过去“杀、关、

管”二、三百万人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反革命是少了，但还有反革

命，在机关学校还要继续清理；

9、全国一盘棋的问题。针对的是地方各自为政的情况。讲：

全国的平衡是需要的，有全国的平衡，才有地方的部分平衡。没有

全国的平衡，工业化搞不起来。

10、党内处分问题。针对的是这几年处理基层干部过多的情

况。讲：县、区、乡干部处分过多过重，除反革命外都要给以改正

机会；

11、少数民族问题。针对的是边疆省份镇压少数民族叛乱的

情况。讲：李井泉说四川（对过度镇压）已做了纠正，各地也要 
注意；

12、国际关系问题。针对的是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讲：对苏

联经验不要盲从，苏联已批评的事情，有些是我们已有了经验，有

些在我国和苏联都不适用。还说“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

的也应该学。”对任何小国一律要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不要翘 
尾巴。

在这篇讲话记录中，关于苏联的垂直领导（中央集权）的教训

总结，主要有：肃反扩大化、一长制问题，群众路线是恩赐观点、

积累资金办法的剪刀差和征税政策不当等等。同时又说：还是“值

得学习的多”，但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他生动形象地比喻说：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

说臭。”这是最典型的毛泽东语言风格。

在该讲话记录中，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批斯大林的肯定态度。文中说：“斯大林、第三国际作的坏事可以

传达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不写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文章上是为了照顾大局，不准备在报纸和群众中讲。”

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原始讲话文本“束之高阁”的情况

下，比较贴近原稿精神的应是其他领导人即时的传达学习报告。



 29王海光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与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起步

5 月 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做了“十大关

系”的报告，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人士外，还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

士，共 110 多人。毛泽东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会后，有人

问毛泽东，能否传达。毛说：“可以传达给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无党派民主人士怎么传达，你们去想吧。或者

分为几个集团，或一个人一个集团。几个朋友也是一个集团。”毛

泽东此时的轻松自信，由此可见。《论十大关系》与国务院的工作

联系最紧密。周恩来行动最快，在国务院率先做了传达。

5 月 3 日下午，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

了毛泽东的报告。在“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题目

下，结合政府工作讲解了“十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并据此

做出了相应的工作部署。

在阐释工农业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时，周恩来指

出：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在“一五”计划期间，“我们的建设方

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等”。一般地说，这个方针是执行得比较好的。但还需要农业有很

大的增长，才能适合人民的需要首先是生活上的需要。还说：苏

联对农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使农业发展不大。东欧国家对轻工

业、农业的发展也有忽视。“这一点，我们应引以为训，应很早注

意。”当前根据目前世界局势，世界战争“有推迟而且避免的可

能”。因此，我们既“不应忽视准备，但也不要过分地受杜勒斯的

恐吓，造成被动”。而应该很好地利用沿海的便利条件，发展工

业，积累资金，增长人才，提高技术。29 周恩来还阐述了要保障个

人利益、给地方放权、反对大汉族主义、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等政策

观点，特别还讲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有阴暗面”的这类“反动言

论”。这些新鲜观点，明显来自苏共二十大改革路线的启发。

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周恩来表达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意思，

“苏联经验有些很好的应该继续学习，但是不能统统照抄”。周恩

来特别强调了“十大关系”提出的意义重大，它的形成“也正是

我们三十年革命经验和六七年建设与改造的经验的总结，也是有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 571、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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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取得的经验教训。”30 这两个

“也”的“十大关系”形成说，是“以苏为鉴”的最初表达。

周恩来的传达报告，结合政府各项工作的部署，把“十大关

系”的内容更加具体化了。披露了许多内部掌握的情况，如镇反和

肃反的方针和杀、关、管的数字等等。周恩来说：这十个方针，现

在还是初步意见，允许大家讨论，还不搞文件。现在，在地方传达

到县；中央部门传达到司局。准备用两个月时间和各种问题联系起

来，好好研究一下。周恩来强调学习“十大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这个工作对召开八大有帮助，对搞计划经济有帮助，对政府工作也

会有改进。31 5 月 2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周恩来的传达报告记录

稿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这是最早下发的《论十大关系》传达

文本。

关于《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政策相关性，最有发

言权的还是苏联方面。1956 年 8 月 22 日，苏联驻中国代办利哈乔

夫给苏共中央报告了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内容，并与苏共

二十大的政策方针进行了比对。这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的一份非

常重要的珍贵史料。32

利哈乔夫的报告，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原

初报告的内容信息，披露了许多不公开的保密数字和人名，不仅具

有史料价值的原始性，还结合《论十大关系》报告内容分析了中国

政府许多新的政策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以外部世界的眼光对

“十大关系”进行政策评估的，许多观点别有见地。这就为研究

《论十大关系》，提供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参照系。其评估的内

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治评价；

二是对“十大关系”进行的逐条分析。

30 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
话的报告（节录）》，《党的文献》2007年第 3期。周恩来传达“十大关
系”报告有 3万多字。该期所刊登的报告，回避了一些敏感内容，只刊登
了其中四条关系。即：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之
间的关系；民族关系；党与非党之间的关系。

31 《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的记
录——1956年 5月 3日在国务院司、局长干部会议上》（本记录未经总理
核阅），1956年 5月 3日下午三时。

32 沈志华主编：《俄国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中国出版集团东
方出版中心，2014年，第 318-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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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十大关系”的高度评价与政治定位

利加乔夫报告把“十大关系”称之为“十项原则”或“十项方

针”，内容是“根据同个别中国同志的谈话记录和其他非正式材料

整理的”。报告对毛泽东的“十大关系”非常重视，认为“这十项

方针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党和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

关于“十大关系”出台的政策背景，报告认为，是要巩固用

激进方式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改造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以

跃进的形式完成的，改造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

现在急需巩固这些成绩。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十项方针是巩固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高涨时期所取得的成绩的

特别纲领，是当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基本任务的 
清单。”

报告认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是一致的：“从十项

方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

相关，尤其是在加强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

问题方面。”

第二，对“十大关系”的逐条分析解读

1、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认为：毛

泽东加强轻工业的指示已开始贯彻执行：五年计划规定的重、轻工

业投资比例已由 8：1 改为 7：1。但又指出：这一变化首先是出自

政治原因，而并非经济原因。中国不仅轻工业落后，重工业更落

后。报告比较了中国与苏联在同一时期的重工业投资占比。中国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工业投资比重，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高：中国为 88.8%，苏联为 85.9%（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在第

二个五年计划，中国的重工业投资比重计划是 87.5%，也比苏联同

期要高。

2、关于充分利用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力的问题。对于毛泽

东提出的发展新工业区的同时，“也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沿海地区的

工业和文化中心”的指示，利加乔夫报告评论说：这个问题的提出

是及时的。中国一五计划的前三年，沿海工业发展速度呈现滞后。

报告还说，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注意到沿海地区集中了中国

70% 工业，二是注意到了原子弹带来的战争形态的变化。毛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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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说：“在现在条件，后方

也容易遭受打击，现在原子弹可以扔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

方。”报告披露：现在中国已限制把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往内地。

3、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认为，国

家预算给国防拨款问题依然很高。二五计划中要给经济建设更多资

金。按照 1956 年预算，国防开支已由 1955 年占整个预算的 22.15%
降为 19.98% 33，国防拨款 1956 年比 1955 年下降 5.2%。根据毛泽东

的指示，军方已有裁减兵员和减少武器进口的打算。

4、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说：毛

泽东批评了只注意国家和社会利益而忽视工人、农民个人利益的情

况。要求“农民和工人的个人收入每年都应不断提高。”报告披露

了民众实际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的。在 1954 年和 1955 年，出现了

拖欠工人和职员工资的情况。中国政府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采

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整顿劳动工资制度。报告还说：毛泽东这一方

针的提出，显然是考虑到了其他兄弟国家在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

况的事业中所出现的过失和缺陷，并本着这种精神采取措施予以 
克服。

5、关于扩大地方机关权力的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说：毛泽东

指出，权力应集中在中央机关，但同时应充分而广泛地调动各省机

关的积极性，不应该什么问题都由中央解决。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省

和县的关系。要给地方机关更多的权力。报告同时又说：实现毛泽

东的这一指示，现在只是正在做准备工作。最近将提出具体措施。

6、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利加乔夫报告对毛

泽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指示发表评论说：到目前为止，中

共在民族政策还有严重的错误。一些地区存在大汉族主义。尤其表

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上。引起少数民族的

不满。1956 年，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西藏、新疆，在少数民

族中间出现了严重的骚动，有的多达几千人。中央政府对民族政

策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派出了 7 个民族政策检查组到各地检

33 这个军费数字显然偏小。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
党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 485页讲，“一五”期间军费占国家预算的
24%。再加上行政费用的 8%。中国在“一五”时期的军政费占到国家预算
的 32%。周恩来 1956年 5月 3日在国务院司局长干部会议上说，“二五”
时期的军政费要降到国家预算的 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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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大幅度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拨款。

7、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利加乔

夫报告说：毛泽东在论证这一原则时，强调指出了民主党派的“反

对派”意义，能够了解“许多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和现

象”。报告评论说：现在贯彻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共造成现实的

危害。各民主党派本身非常薄弱，总共人数到 1956 年 5 月底才近

4.5 - 5 万人。根本不能与拥有 900 万党员的共产党相提并论。“现

在的民主党按其实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不像是为一定阶

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党共存的方针有明

显的政治好处。通过“安抚”这一阶层，可以强化他们对中共的依

赖性。

8、镇压反革命的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指示减轻对

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下是完全

正当的。根据是：1951 年的镇反运动，监禁 130 万人，处决 71 万

人，监管 120 万人。1955 年肃反运动以来，1955 年下半年和 1956
年前 3 个月共逮捕和判刑几十万反革命分子。还监管了更大一批

破坏分子。1955 年处决 12500 个反革命分子。在企业、机关、部

队和学校里进行的干部审查。到 1956 年初，共审查 400 万人。到

1956 年 4 月，大部分破坏分子已无力反抗。取消死刑的方针将进

一步瓦解反革命。

9、关于开展批评的原则问题。34 利加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批

评了对上级唯唯诺诺，不能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现象。最近几个

月中国的批评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各县、市、省党委

为中共八大做准备所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尖锐地批评领导工

作的缺点。在这场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们一反过去的传统，

对国家机关的缺点提出了严厉批评。中共不久前提出的“百家争

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为进一步开展批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报

告还指出了不足：来自下面的批评通常都局限在小事和次要问题

上，存在着压制群众批评的现象。

10、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利加乔夫报告说：特别应引起注

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苏联经验的指示。毛泽东说，在这些问题

上，中国的同志们缺少批评的态度。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向所有

34 即《论十大关系》的第九个关系“是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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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他还

说一党制有阴暗面，必须学习某些西方国家的两党制。1956 年，

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增多。报告特别指出：在最近半年

里，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一种倾向：号召以批判的

态度利用苏联的成果。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

国，忽视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国情特点。毛泽东为此告诫干部们说，

不要骄傲，也不要妄自菲薄。

利加乔夫报告对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评估，虽然有些主

观臆断的地方，如对毛泽东急于求成的赶超心态估计不足。但整体

把握比较准确，理解比较到位，有相当积极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到

“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密切关联性，反映了中共高层在

社会主义改革大潮初起时的蓬勃气象。

上述可知，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对斯大林内政外

交政策的批判，不仅让中共有了“以苏为鉴”的觉悟，而且苏共

二十大在非斯大林化基础提出的新的政策方针，也为中共的政策选

择提供了新的借鉴模板。这在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原始稿

本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核心领导人的

报告，中央高层的政策动向来看，至少在 1956 年“波匈事件”35 之

前，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反映，都是非常正面的、相当积极的。所

以，如果我们把《论十大关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思想资源

来看，它既是“以苏为鉴”的，同时也是“以苏为师”的。中心点

是能不能走出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从这方面讲，苏共二十大对斯大

林问题的揭露和反省还是很有限的，它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暴戾和个

人迷信，但并没有认识到造成斯大林现象的制度原因，经济上仍

然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36 但即使是这样，苏共

二十大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巨大的冲击和震动，苏共中央是始料未

及的。

列宁主义 - 斯大林体制是一党专政的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政治

全能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搞领袖独裁，实行政党一元化的社会控

制，依靠警察暴力实行专政，完全垄断了社会权力；在经济上搞强

35 即 1956年 6月波兰的波兹南事件，1956年 10月的匈牙利事件。

36 对苏共二十大的专题研究，可参见柳植的论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时
代的里程碑》，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下册，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 857-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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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农业集体化，加速重工业化，采取无视民生的高积累经济政策，

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在文化上搞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国家全

面垄断信息和文化资源，实行强化灌输的政治教育，控制全体人民

的思想言行。当苏联红军用坦克和刺刀把这个极权体制强加给东欧

诸国，东欧诸国的民众是不接受的，反抗苏联控制的举动一直络绎

不绝。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的冲击波，立即在怨气深重的东欧地

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首先行动起来的是波兰和匈牙利。1956 年

6 月，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机车车辆厂工人罢工，并走上街头抗

议，反对共产党政府。政府当局调遣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造成至

少 74 人死亡，800 人受伤。1956 年 10 月，匈牙利又发生了激烈的

反苏行动。以纳吉·伊姆雷为首的新政府要求脱离苏联的控制，实

行国家的彻底民主化，走匈牙利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最后苏

联派重兵侵入匈牙利，用坦克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匈牙利方面有

2700 多人死亡，13000 多人受伤。纳吉避难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

大使馆，被诱出并处死。现在的匈牙利史书称这个事件是反抗苏联

统治的“人民起义”。37 在处理波匈事件中，中共中央站在维护苏

共的立场上，出面协调苏共与波兰党的关系，在苏联是否出兵匈牙

利犹豫不决时，表态坚决支持苏联出兵镇压。

波匈事件的发生，让各国共产党人在非斯大林化的问题上发生

了新变化。苏中两党的立场又趋于了保守。中共对波匈事件的总

结，一是刘少奇从经济上讲的，搞重工业丢了人民；一是毛泽东从

政治上讲的，没有搞好阶级斗争。毛泽东是革命暴力论者，信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箴言，在列宁 - 斯大林主义指导下取得了

夺权革命的成功。他对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一开始

就有“捅娄子”的担心，而波匈事件的发生，证实了他的担心。毛

泽东认为这是苏共二十大捅出的娄子，把维护斯大林的威望与维护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了，提出了著名的“两把刀子”说。

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做总结讲

话。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

‘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

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

37 参见百度百科对于“匈牙利十月事件”的解释，网址：https://baike.so. 
com/doc/4488638-469784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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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

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

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

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

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

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

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38

一向特行独立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看到了斯大

林问题的体制原因。11 月 11 日，铁托在著名的普拉演说中提出：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

头上。而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

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铁托的认识要

比中苏领导人从个人角度认识斯大林问题更深刻也更本质。匈牙利

事件后，南斯拉夫与苏联刚开始缓和的关系又再度恶化。

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坚信暴力专政对巩固政权的决定作用。他

亲自指导中共写作班子撰写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

文，在 1956 年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以补充前文《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专政强调的不足。《再论》认为斯大

林的错误主要是肃反和对外关系上。强调斯大林功大于过，错误是

第二位的。全面否定斯大林，就会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

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

用”，并首次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解释事件发生

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再论》明批南共联盟，暗批苏共二十大路线。39 给国际共运

归纳了苏联十月革命道路的五条制度经验：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

夺权；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有化；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国际主

义原则。这些“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

理。”《再论》认为制度不是万能的，好制度也不能避免犯错误，

38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 11月 15日。参见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3年出版，第 606、607页。

39 《康生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报告》，1957年 3月 4
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编：《康生言论选编》（二），1979年 3
月，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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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有正确的政策、方法和工作作风。所以，“斯大林的错误并不

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而是他的思想方法陷入了主观主义，迷

信个人权威，脱离了群众和集体，损害了民主集中制，破坏了社会

主义法制。

《再论》以道路曲折错误“难免论”和目标伟大前途“光明

论”鼓舞世界共产党人。它说：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固然还

有许多困难和弱点，问题在于未来，“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

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40

《再论》是中共给苏共的雪中送炭，在它们最困难时期给予

了坚定支持，有些话是苏共不便自己讲的。赫鲁晓夫对此深表感

谢。41 苏联《真理报》立即全文转载，还发行了小册子。东欧各国

也都纷纷转载。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声誉大增。但更重要的是，

《再论》中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社会主义五条制度经

验，斯大林功大于过的判断，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转化的

辩证法等等，成为了毛泽东“创造性发展”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源。

而且，它把斯大林问题的实质，从制度层面降到了政策、方法、作

风层面，这不仅妨碍了中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入思考，还有了扬

长避短的优势。中共反“教条主义”的变通能力和群众路线的工作

方法，是可以把列宁 -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发扬光大的。或许也

可以认为，这是毛泽东以后的国际共运扛旗意识的滥觞所出。

中共在患难时期的鼎力相助，使苏中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蜜月

期，赫鲁晓夫对中国工业化建设上的支持力度是斯大林时期不可比

拟的。但老师出了错误，学生的学习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已有

了可以“后来者居上”的赶超意识。中共此后再说起的“以苏为

鉴”，既有对斯大林错误的“为鉴”，主要是经济上的；也有对赫

鲁晓夫“矫枉过正”的“为鉴”，主要是政治上的。随着毛泽东左

倾思想的不断发展，后者“为鉴”的分量也越来越重。毛泽东在

1958 年成都会议上讲，他对苏共批斯大林的心态是“一则以喜，

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

想”；忧的是“一棍子打死”的否定“个人崇拜”。由此他提出了

40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 12月 29日。

41 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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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个人崇拜说：对正确的个人崇拜，对马、恩、列、斯的正确东

西，“必须崇拜，永远崇拜”。42 这是毛泽东从维护领袖权威的角

度给“以苏为鉴”增添的新政治内容。在经济政策上，毛泽东是在

要重工业的前提下，兼顾人民生活。实际上，在工业化超赶战略的

统制经济下，这个主次比例是很难把握的。在大跃进中，这个“兼

顾”又给压缩到“糊口”的程度，比斯大林走的还要远。

毛泽东这些后见之明的观点与《论十大关系》原始版本的思想

观点有很大出入，但却成为了后来者居上的官方主流叙述。毛泽东

在波匈事件后说的一些话，还衍入了《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过程

中，成为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上的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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