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十 大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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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

最近几个月
,

中央政治局听 了中央工业
、

农业
、

运输业
、

商业
、

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

工作汇报
,

从 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

综合起来
,

一共有十个

问题
,

也就是十大关系
。

提出这十个向题
,

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
,

就是要把国内外一 切积极因素 调动起来
,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

过去为了结束帝 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

为了人民

民主革命的胜利
,

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
。

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建

设社会主义国家
,

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

但是
,

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
。

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
,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

他们走

过的弯路
,

你还想走 ?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
,

少走了一些弯路
,

现在当然更要

引以为戒
。

什么是 国内外的积极因素 ? 在国内
,

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
。

中间势力是可 以争取的力

量
。

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
,

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
,

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

素
。

在国际上
,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
,

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
,

反动的也可以分

化和利用
。

总之
,

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
,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
-

主义国家而奋斗
。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
、

农业 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
。

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

这是已经定了的
。

但是决不

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

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
,

首先就

不能养活工人
,

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 ? 所以
,

重工业和轻 工业
、

农业的关系
,

必须处理好
。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
、

农业的关系上
,

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

东欧国家作得好些
。

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间题
,

象一些东欧国家

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间题
,

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
。

他们片面地 注重重工

业
,

忽视农业和轻工业
,

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
,

货币不稳定
。

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 比较

注重的
。

我们一直抓了农业
,
发展 了农业

,

相当地保证 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
。

我

们的民生 日用商品比较丰富
,

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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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问题
,

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
、

轻工业的投资比例
,

农业
、

轻工业` 这样
,

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

业
、

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

? 它还是为主
,

还是投资皎重冬点
。

一 `
.

:了

更多地发展

但 是
,

农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 ? 加重的结果
,

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
,

二可以更快地增

加资金的积累
,

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

重工业也可 以积累
,

但是
,

在我们现有的

经 济条件下
,

轻工业农业识累得更多更快些
。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
,

你对发晨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
,

想得厉害一点
,

还是差一

点 ? 你如果是假想
,

或者想得差一点
,

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
,

对它们少投点资
。

你如果是真

想
,

或者想得厉害
,

那尔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
,

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
,

积累更多些
,

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
一

也会更多些
。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
,

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
,

一种是多发展一

些农业轻工业
。

叹长远观点来看
,

前一种办法会 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
,

至少基础不那么

馋固
,

.

几十年后纂总账是划不来的
。

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
,

而且由于保

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

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 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 中在沿海
。

所谓沿海
,

是指辽宁
、

河北
、

北京
、

天津
、

河南东部
、

山

东
、

安徽
、

江苏
、

上海
、

浙江
、

福建
、

广东
、

广西
。

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
,

都有约百分

之七十在沿海
,

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

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

沿海 的工业

基地必须充分利用
,

但是
,

为了平衡工业发展 的布局
,

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

在这两者的

关系问题上
,

我们 也没有犯大 的错误
,

只是最近几年
,

对于沿诲工业有些估计不足
,

对它的

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
。

这要改变一下
。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
,

国际形势还 浪紧张
,

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
。

现在
,

新

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
,

泊
一

汁短时期内打不起来
,

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 的 和 平 时

期
。

这祥
,

如呆还不充分利月亩半每工业 的没备能力和技术力量
,

那就不对 了
。

不说十年
,

就

算五年
,

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
,

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
。

从现 有 材 料来

看
,

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
,

全部投产以后
,

四年之内
,

除了收 回本厂的投资

以外
,
还可以赚回三个厂

,

两个厂
,

一个厂
,

至少半个厂
。

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 ? 认为

原子弹 已经在我们头上
,

几秒钟就要掉下来
,

这种形势沽计是不合乎事实的
,

由此而对沿海

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 的
。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
。

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
,

使工业左局逐步平衡
,

并且利于备战
,

、

这是毫无疑义的
。

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
,

有些也可 以 是 大 型

的
。

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
,

过去 已经作了一些
,

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

好好地 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
,

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

如

果采取消极态度
,

’

就会访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

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 内地工业是真想

还是 晨想的间题
。

如果是真想
,

不是假想
,

就必须更多地 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
,

特别是轻工



业
。

三 经汗建议和 国防足设的关 系

国防不可不有
。

现在
,

我们有 了一定的国防力量
。

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
,

手泛们的

军队加强了
,

比笋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弥些
,

装备也有所改进
。

我们的国防工业

正在建立
。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 来
,

我们不吐得造飞权
,

造洽车
,

现在开始箭造了
。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
。

但是
,

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六抢
,

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

了日本帝 国主义和蒋介石的
。

我们现在 已经 比过去强
,

以后还要 比现在弥
, 不但要有更多的飞

机和大炮
,

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

在今天的世界上
,

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
,

就不能没有这个东

西
。

怎么办呢 ? 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

增加经济建设费用
。

只有

经 济建设发展得更快 了
,

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

一九五O 年
,

我们在党的七届三 中全会上
,
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

、

减少军政费用的间

题
,

认为这是争取我 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
。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

军政

费用 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
。

这个 比重太大了
。

第二个五年计划 期 间
,

要 使 它

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

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
,

多开些工厂
,

多造些机器
。

经过一段时间
,

我

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
,

而且还可能有 自己的原子弹
。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
,

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
、

十分想要
,

还是只有几分想
,

没有

十分想呢 ? 你是真正想要
、

十分想要
,

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
,

多搞经济建设
。

你不是真

正想要
、

十分想要
,

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
。

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
,

霖
一

望军委讨论一下
。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 那不好
。

因为还有敌人
,

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 !

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
,

因此
,

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

四 国家
、

生产单位和生 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
、

合作社的关系
,

工厂
、

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
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

好
。

为此
,

就不能只顾一头
,

必须兼顾国家 、 集 体和个人三个方面
,

也就是我们过 去常说的
“ 军民兼顾

” 、 “

公私兼顾
” 。

鉴于苏联和我们 自已的经验
,

今后务必更好地解 决 这 个 问题
。

.

拿工人讲
,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

他们 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
。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少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

同时我们也历来提侣关心群众生

活
,

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

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
。

关

于工资
,

最近决定增加一些
,

主要加在下面
,

加在工人方面
,

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

我们 的工资 一般还不高
,

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
,

·

因为物价低和稳
,

加上其它
、

种 种 条 件
,

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
。 .

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
,

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

一直很高
。

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
,

工人群众热烈拥护
,

奋战三个月
,

破例地超额完

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
。

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

也霖要更多地注意

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
。

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 中 央 或 省



市
,

不给工厂一点权力
,

一点机动的余地
,

一点利益
,

恐怕不妥
。

中央
、

省市和工厂 的权益

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
,

我们经验不多
,

还要研究
。

从原则上说
,

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

的统一
,

要有统一性
,

也要有独立性
。

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
,

散会以后有人散步
,

有

人读书
,

有人吃饭
,

就是独立性
。

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
,

一直把会无休止地

开下去
,

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 ? 个人是这样
,

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
。

各个生产

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
,

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拨
。

再讲农民
。

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
,

但是在粮食间题上曾经犯过。 个错误
。

一

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 区因水灾减产
,

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
。

这样一减一多
,

闹得去年

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
,

户户谈统销
。

农民有意见
,
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

。

尽管不少

人是故意夸大
,

乘机攻击
,

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
。

调查不够
,
摸不清底

,

多购了七十亿

斤
,

这就是缺点
。

我们发现了缺点
,

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
,

又搞了一个
“ 三定

” ,

就是定产定购定销
,

加上丰收
,

一少一增
,

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
。

这样
,

过去有

意见的农民也说
“
共产党真是好

” 了
。

这个教训
,

全党必须记住
。

一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
。

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
,

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

走太多
,

给的代价又极低
。

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
,

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

你

要母鸡多生蛋
,

又不给它米吃
,

又要马儿跑得好
,

又要马儿不吃草
,

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l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
,

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

我们的农业税历

来比较轻
。

工农业品的交换
,

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
,

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

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
,

农民并不吃亏
,

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
。

我们

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
,

采取薄利多销
、

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
,

_

在向势粮尽农民供应
粮食方面

,

一般略有补贴
。

但是就是这样
,

如果粗心大意
,

也还是会犯这种或刃嚼错误
。

鉴

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

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
。

在合作社的收入中
,

国家拿多少
,

·

合作社拿多少
,

农

民拿多少
,

以及怎样拿法
,

都要规定得适当
。

合作社所拿的部分
,

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
。

生产费不必说
,

管理费也是必要的
,

公积金是为 了扩大再生产
, ;

公益金是为了农 民的福利
。

但是
,

这几项各占多少
,

应当同农 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
。

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
。

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
,

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

除了遇到特大 自然灾害以外
,

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
,

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

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

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
,

如有减少
,

也要及

早想办法加 以解决
。

总之
,

国家和工厂
,

国家和工人
,

工厂和工人
,

国家和合作社
,

国家和农民
,

合作社和

农民
,

都必须兼顾
,

不能只顾一头
。

无论只顾那一头
,

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
,

不利于无产阶

级专政的
。

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 间题
,

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
。

解决这个矛盾
,

目前要注意的是
,

应当在巩固中央统



一领导的前提下
,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

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
,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

这对
一

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
,

人口这样多
,

情况这样复杂
,

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

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
,

把什么都集 中

到中央
,

把地方 卡得死死的
,

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

中央发展工业
,

地方也要发展工业
。

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
,

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
。

至于

农业和商业
,

更 需要依靠地方
。

总之
,

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

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

中

央要巩固
,

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

现在 几十只手插到地方
,

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
。

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
,

要革命 就 要 下 命

令
。

各部不好向省委
、

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
,

就同省
、

市的厅局联成一线
,

天天给厅局下命

令
。

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
,

国务院不知道
,

但都说是 中央来的
,

给地方压力很大
。

表

报之多
,

闹得把 滥成灾
。

这种情况
,

必须纠正
。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
。

党 中央办事
,

总是同地方 商量
,

不同地方商量从来

不冒下命令
。

在这方面
,

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
,

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
,

都要先同地方商

量
,

商量好 了再下命令
。

中央的部 门可 以分成两类
。

有一类
,

它们 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
,

它们设在地方的管

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
;
有一类

,

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
,

制定工作规划 ; 事情

要靠地方办
,

要由地方去处理
。

处理好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问 题
。

这 个 问

题
,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
。

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
,

但是它们发展的

经验
,

还是道得我们研究
。

拿我们 自己的经验说
,

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 区制度
,

当时

有必要
,

但是也有缺点
,

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
,

就多少利用 了这个缺点
。

以后决定取消大 区
,

各省直属中央
,

这是正确的
。

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
,

结果也不那么好
。

我

们 的宪法规定
,

立法权集 中在中央
。

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
,

按照情况 和 工 作 需

要
,

地方可 以搞章程
、

条例
、

办法
,

宪法并没有约束
。

我们要统一
,

也要特殊
。

为了建设一

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

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

律
,

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
,

是不允许的
。

同时
,

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

各地都要有

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

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
,

而是为了整体利益
,

为了加强全国统

一所必要的特殊
。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向题
,

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
。

省市对 中央

部门有意见
,

地
、

县
、

区
、

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 ? 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
,

省市也

要注意发挥地
、

县
、

区
、

乡的积极性 , 都不能够框得太死
。

当然
,

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那些

事必须统一
,

不能乱来
。

总之
,

可以和应当统一的
,

必须统一
,

不可 以和不应当统 一的
,

不

能强求统一
。

正 当的独立性
,

正当的权利
,

省
、

市
、

地
、

县
、

区
、

乡都应当有
,

都应当争
。

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
,

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
,

不能叫做地方主义
,

不能叫

做闹独立性
。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
,

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
,

也要处理得好
。

我们 历 来 的 原

则
,

就是提倡顾全大局
,

互助互让
。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
、

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
,

我们的经验还不多
,

还不成熟
,
希望你

们好好研究讨论
,

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
,

发扬成绩
,

克服缺点
。

_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 系

对于议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

我们的政策是比软稳当的
,

是 比较行到少数民肤赞瓜的
。

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
。

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
,

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
,

占的地方大
。

论人 口
,

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
,

是压倒优势
。

如采

汉人搞大汉族主义
,

歧视少数民族
,

那就很不好
。

而土地谁多呢 ? 土地是少熬民族多
,

占百

分之五十到六十
。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
,

人 口众多
,

实际上是汉族
“
人 口众多

” ,

少数民族
“
地大物博

” ,

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
“
物博

” 。 、 ,

各个少数 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
。

汉族人 口多 ,
,

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

的
。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
, 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

,

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 造 种 种 隔

阂
,

欺负少数 民族
。

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
,

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
。

所 以我

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
,

都妥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
,

并且要对汉族

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
。

早两年 已经作过一次检查
,

现在应 当再来一次
。

如果关系

不正常
,

就必须认真处理
,

不要只 口 里讲
。

在少数民族地区
,

经挤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
,

究竟怎样才适合
,

要好好研究一下
。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挤建设和文化建谈
。

在苏联
,

俄罗斯民族同

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
,

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

天上的空气
,

地上的森 林
,

地 下 的 宝

藏
,

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
,

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
,

才能加以开

发利用
。

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

巩固各民族的团结
,
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

的社会主义祖国
。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
,

还是几个党好 ? 现在看来
,

恐怕是 几个党好
。

不但过去如此
,

而且将

来也可以如此
,
就是 长期共存

,

互相监督
。

在我们 国内
,

在抗 日反蒋斗争 中形成的 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

派
,

现在还继续存在
。

在这一点上
,

我们和苏联不同
。

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
,

让他们

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

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

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 的 民 主 人

士
,

我们都要团结
。

象卫立煌
、

翁文颧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

我们应 当继续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
。

就是那些骂我们的
,

象龙云
、

梁漱溟
、

彭一湖之类
,

我们 也要养起来
,

让

他们骂
,

骂得无理
,

我们反驳
,

骂得有理
,

我们接受
。

这对党
,

对人民
.

对社会主义 比较有

利
。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

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
。

析有民主党
:

派和无

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但是他们 中的许多人 , 实际上就是程度不

同的反对派
。

在
“ 把革命进行到底

” 、

抗美援朝
、

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
,
他们都是又反对又



不反对
。

对于镇压反革命
, 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

。

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
,

不想搞

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

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

面
,

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
。

不反对
。

共六党 阳见主党 派郑是历史上发生的
。

,

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
。

_

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

他们是反对派
,

又不是反对派
,

常常 由反对走到

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
,

都要在历史上消灭
。

因

此
,

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
,

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
。

服
。

共产党
,

无产阶级 专政
,

那一天不要了
,

我看实在好
。

得早一点
。

这个道理
,

过去我们 已经说过多次了
。

且是
,

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

现在非有不可
,

.

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 我看很舒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

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
。

否则
,

不

能镇压反苹命
,

不能抵抗帝国主义

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

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

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
。

列宁关于无
,

决没有象有些人说的那样
“ 已经过时

” 。

无产阶级专政

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
。

`

但是
,

必须反对官僚主义
,

反对机构庞大

条件下
,

我建 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
,

砍掉它三分之二
。

。

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

话说回来
,

党政机构要精简
,

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
。

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
,

他们和我们 的关系得到改善
,

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

使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 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 ? 是消极因素
, 破坏因素

,

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
。

反革命可不可以

转变了 当然
,

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

。

但是
,

在我国的条件下
,

他们 中间的大多数

将来会有不 同程度的转变
。

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革命了
,

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

有几点应当肯定
:

,

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

第一点
,

应当肯定
,

一九五一丰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
。

有这么一种
_

意见
,

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
。

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
:

杀
、

关
、

管
、

放
。

杀
,

大家都娜道是什么一回事
。

关
,

就是

关起来劳动改造
。

管
,

就是放在社会上 由群众监督改造
。

放
,

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
,

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
,

把 池故掉
。

按照不同情况
,

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 理
,

是 必 要

的
。

现在只说杀
。

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
,

那是些 汁么人呢 ? 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
、

血债累 累的反革命分子
。

、

六亿人民的大革命
,

不杀掉那些
“
东霸天

” 、 “ 西霸天
” ,

人 民是

不能起来的
。

如果没有那次镇压
,

今天我们采 取宽大政策
, 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

。

现在有人

听到说听大休杀错 了一些人
,

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借了
,

这是不对的
。 一

肯定过去根

本
_

巨杀得对
,

在 目前有实际意义
。

第二点
,

应 当肾定
,

还有反革命
,

但是 已经大为减少
。

在胡风 问题出来 以后
,

清查反革

命是必要的
。

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
,

还要继续清查
。

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
一

子
,

他们

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
, 比如把牛弄死

,
、

把粮食烧掉
,

破坏工厂
,

盗 窃情报
,

贴反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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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
,

等等
。

所以
,

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
,

可 以高枕无优了
,

是不对的
。

只要中国和世界上

还有阶级斗争
,
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

。

但是
,

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
,

也是不对的
。

第三点
,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
,

要少捉少杀
。

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
,

老百姓恨透了
,

所 以少数人还是要杀
。

他们中的多数
,

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
,

劳动改

造
。

但是
,

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
,

不能废除死刑
。

第四点
,

机关
、

学校
、

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
,

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
,

就 是 一 个 不

杀
, `

大部不捉
。

真凭实据的反革命
,

由机关清查
,

但是公安局不捉
,

检察机关不起诉
,

法院

也不审判
。

一百个反革命里面
,

九十几个这样处理
。

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
。

至于杀呢
,

就是

一个不杀
。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 ? 胡风
、

潘汉年
、

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
,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

、

康

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

不杀他们
,

不是没有可杀之罪
,

而是杀了不利
。

这样的人杀 了一个
,

第
-

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
,

许多人头就要落地
。

这是第一条
。

第二条
,
可 以杀错人

。

一颗脑袋落

地
,

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
,

、

也不象韭菜那样
,

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
,

割错 了
,

想改正错

误也没有办法
。

第三条
,

消灭证据
。

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
。

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

的活证据
,

有官司可以请教他
。

你把他消灭了
,

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
。

这就只有利于反革
-

命
,

而不利于革命
。

第四条
,

杀了他们
,

一不能增加生产
,

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
, 三不能帮

助除四害
,

四不能强大国防
,

五不能收复台湾
。

杀了他们
,

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
,

杀俘虏

历来是名声不好的
。

还有一条
,

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
。

社会上的反革命爬

在人民的头上
,

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
,

他们有普遍的冤头奋但是直接的冤头不

多
。

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 ? 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
,

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
。

反革命是废物
,

是害虫
,

可是抓到手以后
,

却可 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

但是
,

要不要立条法律
,

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 ? 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
,

不用宣

布
,

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
。

假使有人丢个炸弹
,

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
,

或者一半
,

或者三分之一
,

你说杀不杀 ? 那就一定要杀
。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
,

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
。

但是
,

可以保

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
,

犯不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
,

可以稳定很多人
,
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

间互不信任
。

不杀头
,

就要给饭吃
。

对一切反革命分 子
,

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
,

使他们有自

新的机会
。

这样做
,

对人民事业
,

对国际影响
,

都有好处
。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
,

大家不能松懈
。

今后
,

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
以外

,

必须把混在机关
、

学校
、

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
。

一定要分清敌我
。

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
,

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
,

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

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
,

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

九 是 非 关 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
。

如何对待犯 了错误的人
,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

正确的态度应 当

是
,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
,

采取
“
惩前毖后

,
治病救人

”
的方针

,
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
允许他



们继续革命
。

过去
,

在 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
,

我们党在这个问题 上 犯 了错

误
,

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
。

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
,

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

误
,

不准革命
。

《 阿 Q 正传 》 是一篇好小说
,

我 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
,

没看过的 同志好好地看看
。

鲁

迅在这篇小说里面
,

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 民
。

他专门写了
“ 不准革命

”
一章

,

说

彼洋鬼子不准阿 Q革命
。

其实
,

阿 Q 当时的所谓革命
,

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 已
。

可是
,

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
。

我看在这点上
,

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
。

他们不

准犯错误的人革命
,

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
,

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
。

我们要记

住这个教训
。

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
,

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

都是不

好的
。

对于犯了错误的 同志
,

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
。

我说单是看还不行
,

还要帮助他们改
。

这就是说
,

一要看
,

二要帮
。

人是要帮助的
,

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
,

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

助
。

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
,

多多少少要犯错误
,

犯了错误就要帮助
。

只看
,

是消极的
,

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
。

是非一定要搞清楚
,

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
,

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

党内的反映
,

是不允许含糊的
。

按照情况
,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

评
,

甚至必要的斗争
,

这是正常的
,

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

对犯错误的 同志不给帮助
,

反而幸灾乐祸
,

这就是宗派主义
。

对于革命来说
,

总是多一点人好
。

犯错误的人
,

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
、

屡教 不 改 的 以

外
,

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
。

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 以免疫一样
,

犯过错误的人
,

只要善于从错

误中取得教训
,

也可以少犯错误
。

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
,

因为他容易把尾 巴翘

得高
。

我们要注意
,

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
,

常常整到 自己身上
。

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

角
,

结果却打倒了 自己
。

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
,

可 以得人心
,

可以团结人
。

对待犯错误的同

惫
,

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
,

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

“ 惩前毖后
,

治病救人
”
的方针

,

是团结全党的方针
,

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

和 ,

李
一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 系
:介

犷

补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
,

我想是提得对的
。

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
,

甚
生不敢提这个台每

。

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

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

应当承认乡每千民族都有它的长处
,

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 为什么能发展 ? 同时
,

每个

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
。

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
,

一点缺点也没有了
。

那有这个事? 应 当

承认
,

总是有优点和缺点熟两点
。 一

我们党的支部书记
,

部队的连排 长
,

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

着
,

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
, 一

品是优点
,

一是缺点
。

他们都晓得有两点
,

为什么我 们 只 提 一

燕? 一万年都有两点
。

将来有裕莱时商点
,

现在有现在的两点
,

各人有各人的两点
。

总之
,

笼两点而不是一点
。

说只有扁点分叫知其 , 不知其二
。

公 我们的方针是
,

’
二

一切民族、
一

:丰街爵豪的挺处都要学
,

政治
、

经济
、

科学
、

技术
、

文学
、

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

但是
,

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

不能盲目地学
,

不能一切

·

9
·



报抄
, 、

机械搬运
。

他们的短处
、

缺点
,

当然不要学
.

一
:
{

,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

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

过去我们一 些 人 不 清

楚
,

人家的短处也去学
。

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
,

人家那里 已经不要了
,

结果栽了个肋

益
,
象孙悟空一样

,

翻过来了
。

比如
,

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
、

文化局
,

我们是设文

花部
、 电影局

,

就 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
。

他们没有料到、 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
,

和我们一

样
。

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
,

完全以
“
风

”
为准

,
今天刮北风

,

他是北风派
,

明天刮

西风: 他是西风派
,

后来又刮北风
,

他又是北风派
。

自己毫无主见
,

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

尸个极端
。

卜
.

、
-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
,

现在一下子把他军到地下九千丈
。

我们国内也有

人跟着转
。

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
,

七分成绩
,

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按照这个分寸
,

写 了 《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

兰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

斯大林对

中国作了一些错事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
“
左

”

佩冒障丰义
,

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

右倾机会主义
,

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

解放战争时期
, 、

先是不准革命
,

说是如果打内战
,

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

仗打起来
,

对我们半信半疑
。

仗打胜了
,

叉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

利
,

一九四九
、

一九五 O 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

可是
,

我们添钵为他是三分错误
,

七分成

绩
。

这是公正的
。

_

’

卜
、

兰

社会科学
,

马克思列宁主义
,

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
,

我们二定弄继续努力学习
。

我

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
,

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绩食哟如呆每句话
,

。

包括马

克思的话
,

都要照搬
,

那就不得了
。

我们的理论
,

是马哀思列宁车麟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

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
,

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
。

但是

现在也还是有
。

学术界也好
,

经济界也好
,

都还有教条主义
。

1

…
`

; 二
_

一
自然科学方面

,

我们 比较落后
,

特别要努力 向外国学习
。

.

俱是也要有批判地学
,

不可盲

目地学
。

在技术方面
,

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
,

因为那些我卯现在江投有
,

’

还不懂
,

学了比较

有利
。

但是
,

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
,

就不要事事照办 了
。 一 、 、

,

外国资产阶级 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

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

但是
,

这并不妨碍

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告乎科学的方面
。

工业发达国

家的企业
,

用人少
,

效率高
,

会做生意
,

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
,

以利于改进我们

的工作
。

现在
,

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
,

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
、

法文
、

德文
、

日文同人

家交换了
。

这也是一种迷信
。

对外国的科学
、

技术和文化 ,
,

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
,

和前面所

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
,

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

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

我认为
,

中国有两条缺点
,

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

·

第一
,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
、

半殖民地
,

不是帝国主义
,

历来受人欺负
。

工农业不发达
,

科学技术水平低
,

除了地大物博
,

人 口众多
,

历史悠久
,

以及在文学上有部 《 红楼梦 》 等等

以外
,

很多地 方不如人家
,

骄傲不起来
。

但是
,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

感觉事事不如人
,

在

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
,

象 《 法 门寺 》 里的贾桂一样
,

人家让他坐
,

他说站惯了
,

不想坐
。

在

这方面要鼓点劲
,

要把民族 自信心提高起来
,

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
“ 藐视美帝国主义

”
的精

神发展起来
。



第二
,

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
。

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
,

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
,

那次革命也失败了
。

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
,

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
。

在

这点上
,

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
。

苏联和我们不 同
,

一
、

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
,

二
、

后来又有

了一 个十月革命
。

所 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
,

尾巴翘得很高
。

我们这两条缺点
,

也是优点
。

我 曾经说过
,

我们一为
“
穷

” ,

二为 “ 白” 。 “
穷

” ,

就

是没有多少工业
,

农业也不发达
。 “ 白 ” ,

就是一张白纸
,

文化水平
、

科学水平都不高
。

从

发展的观 点看
,

这并不坏
。

穷就要革命
,

富的革命就困难
。

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
,

就骄做

得很
。

我们是一张白纸
,

正好写字
。

因此
,

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
。

将来我们 国家富强了
,

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坟
,

还

要谦虚谨慎
,

还要向人家学习
,

不要把尾巴翘起来
。

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

习
,

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
,

还应 当向人家学习
。

一万年都要学习嘛! 这有 什 么 不 好

呢 ?

一共讲了十点
。

这十种关系
,

都是矛盾
。

世界是 由矛盾组成的
。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

我们的任务
,

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

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
,

也要准备两种

可能性
,

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
,

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
,

新的问题
。

但是
,

象我们

常说的那样
,

道路总是 曲折的
,

前途总是光明的
。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
、

国内国外的
一 切积极的因素

,

直接的
、

间接的积极因素
,

全部调动起来
,

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