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改革以后
,

我国农村社会主义

和查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苏 星

第三章 社会主义是五亿农民的方向

土地改革以后
,

中国农村不能走查本主义大农业的道路
,

只能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

道路
,

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耍求
,

也是中国大多数农民的顺望
。

中国农民
,

长期受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
、

官僚查本主义以及城乡查本主义的压迫和

刹削
,

大多数实际上是半无产者
。

他们生活极其穷苦
。

在土地改革以后
,

虽然此以前有

所改善
,

或者大为改善
,

但是
,

他们中固的静多人仍然有困难
,

静多人仍然不富裕
,

富

裕的农民只 占此较的少数
,

因此大多数农民富有很大的革命性
。

无蒲在革命斗争中和建

投工作中
,

农民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
。

农民
,

是不会 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的
。

但是
,

中国农民是在中国工人阶极及其政党

—
中国共产党倾导下进行了长期革命战争并实现了土地改革的顺望的农民

,

是无产阶

极专政条件下的农民
,

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占镇导地位
、

社会主义工业化蓬勃发展的国

家的农民
,

特别重要的是
,

他们是经过二十多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互助合作思想教育

和大部分粗织起来了的农民
,

因此
,

藐藏 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
,

他们看不见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社会主义和查本主义

两条道路的斗争
,

看不兑或者故意抹煞农民的这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毛泽东同志

祝
: “

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俩
,

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晃
。

他们

是瞎 子
,

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
。 ” ① 这种精神状态

,

实质上是反映了查产阶

极和农村查本主义 自发势力的耍求
。

毛泽东同志高度估价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而且始籽一贯地支持农民群众的

这种积极性
。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事时期
,

毛泽东同志在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里

,

已经

把合作社运动列为农民运动的一件大事
。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随着土地革命的发展
,

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提到实践

日程上来了
。

当时
,

毛泽东同志指出
: “

现在我俩的国民经济
,

是由国营事业
、

合作社

① “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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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粗成的
。 ” “

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
,

经 过长期的发

展
,

将成为经济方面的亘大力量
,

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倾导的地位
。

所以
,

尽

可能地发展 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
,

应孩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
,

同时并

进的
。 ” ① 当时

,

毛泽东同志还总桔了革命根据地群众 lBj 造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经

验
,

指出了这种劳动互助粗织
,

在农业生产上的伟大作用
。

抗 日战争时期
,

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和一九

四三年十月
,

在陕甘宁边区高极干部会敲上
,

毛泽东同志先后作了
《 经济周题与财政朋

题
》 和 《

韵合作社
》
等著名报告

。

报告总桔 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革命根据地经济

工作的经验
,

对于 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生产
,

引导个体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的方

针
,

作了精辟的靓明
。

毛泽东 同志指出
:

打破封建刹削关系对生产力的束搏
,

这是第一

个革命
。 “

但是
,

如果不从个体劳动棘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
,

lRJ 生产力还不

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

因此
,

建投在以个体经济 为基础 (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肘产基础 )

的劳动互助粗织
,

即农民的生产合作社
,

就是非常需要了
,

只有这样
,

生产力才可以大

大提高
。 ” ② 毛泽东同志满腔热情地支持陕甘宁边区变工札工劳动的经验

,

指出
“

这办

法
,

可以行之于各抗 日根据地
,

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
,

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耍大书特书

的
。

这样的改革
,

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
,

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
。

但人与

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
,

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

这是第二个革命
。 ” ⑧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

毛泽东同志在招待陕甘宁边 区劳动英雄大会上
,

又作了
衣
粗织

起来
” 的报告

。

报告指 出
: “

在农民群众方面
,

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
,

一家一户就是

一个生产单位
,

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
,

就是封建 扰 治 的 经 济 基 础
,

而 使 农 民 自 己

陷于永远的穷苦
。

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
,

就是逐渐地集体化
; 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

道路
,

依据列宁所靛
,

就是经过合作社
。

在边区
,

我们现在 已经粗织 了井多的农民合作

社
,

不过这些在 目前还是一种初极形式的合作社
,

还 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
,

才会在将来

发展 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
。 ” ④ 毛泽东同志仔韧地分析了当时边区

的合作社的形式
,

这些形式包括
:

农业生产合作社
,

生产
、

消费
、

运翰
、

信用等粽合性

合作社
,

运翰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
。

他指出
: “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 的这四种合作社
,

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
,

我俩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粗织成 为一支劳动大不
。

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
,

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
,

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

路
。 ” ⑤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由于解放区的广大农村普遍地进行了土地改革
,

互助合

作运动有了更广泛的发展
,

并且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

革命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
,

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

由于有了这二十多年 的 历 史 经

验
,

我俩在民主革命基本拮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时候
,

农村经济发展就不仅有 了

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

而且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倾导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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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三月
,

毛泽东同志在缺到全国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政策时指出
: “
占国民

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

是可能和必须瑾棋地
、

逐

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
,

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殷的
。

必填粗织生产的
、

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
,

和中央
、

省
、

市
、

县
、

区的合作社的镇导机

关
。

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极镇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

众的集体经济粗织
。

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扰
,

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 ;

但是可以粗织
,

必须粗织
,

必须推广和发展
。

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
,

我们就

不可能倾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
,

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

将 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

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极在国家政权中的倾导权
。

推要是忽视或轻

视了这一点
,

稚也就要犯艳大的错没
。 ” ①

同年六月在
《
谕人民民主专政

》 一文中又写道
: “

严重的周题是教育农民
。

农民的

经济是分散的
,

根据苏联的经验
,

需要很长的时固和韧心的工作
,

才能做到 农 业 社 会

化
。

没有农业社会化
,

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

农业社会化的步蹂
,

必填和以国

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 的发展相适应
。 ” ②

由于党的合作化方针是明确的
,

在解放区又有了二十多年发展互助合作的历史
,

因

此
,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一个短时期里
,

虽然党内有些同志迷恋于个体农民的积极性
,

片面

地强稠
“

发家致富
” ,

甚至提倡土地买卖
、

土地租佃
、

雇工
、

借贷自由
,

但是
,

立即受

到党中央的批舞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抵制
。

局部地区互助合作粗织也出现过消沉和涣散的

现象
,

但是
,

全国的互助合作粗织不但没有垮台
,

而且很快 地 发 展 起 来 了
。

对 于 这

种情况
,

中共山西省委首经做过如下的估卦
:

互助祖
“

消沉的主耍原因
,

在于生产恢复

发展之后
,

指导上没有即时增加新的生产内容
,

不能有效地继续不断地镇导群众给产
,

使群众威到互助比单干并无显著提高生产的成梢
,

因此
,

农民所固有的小私有者 自由自

在发展生产的思想
,

便生长起来
。

但这并不能既农民基本上即不顺互助
,

或者靓生产发

展到一定程度
,

互助必然消沉
。

相反的
,

农民对互助是留恋的
,

互助粗虽然表现 了思想

消沉与劲头不大
,

但并未垮台
,

正挽明了这一点
。

好多农民在回忆历史道路时
,

威到粗

织起来确实从食困中拯救了他俩
,

互助沾过光
,

不顺解散 (如监漳 )
,

也有农民反映
:

互助
、

集体劳动已成习惯
,

单个上地威到寂寞
,

盛住锄头不想动 (如掉壁 )
。

普遍地反

映是毛主席靛的没有错
,

一定得粗织起来
。

这规明党镇导农民取得土地之后
,

农民在政

治上思想上已有相 当觉悟
,

并有了初步的集体劳作习惯
。 ” ③

中国没有查本主义合作社的传就
,

但是社会主义互助合作
,

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形成的伟大革命传扰
,

它培育和发展了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在农民群众中
,

贫农和下 中农
,

是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
、

最积极的拥护者
。

心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休会敬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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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农
,

经过土地改革
,

分到 了土地和其他生产查料
,

生产和生活状 况都有所改善
。

但是
,

和农村其他阶层比较
,

他们所 占有的生产查料最少
,

收入最低
,

生产也最困难
,

有些户甚至速筒单再生产也难于推持
。

遇有天灾人祸
,

还要负债
。

根据一九五四年的稠查
,

贫雇农平均每户所 占有的生产查料和中农
、

富农比较
,

耕

地相 当于 中农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四
,

相当于富农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一 ; 耕畜相当于中农

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四
,

相 当于富农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七 ; 犁相当于中农的百分之四十八

点六
,

相 当于富农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五
;
水草相当于中农的百分之 四十六点二

,

相 当于

富农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一
。

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刹查粗
,

一九五五年曹对长沙县草塘乡一百四十七户食农

户的经济特点
,

做过如下的分析
:

“
一

、

生产查料缺乏
,

即使保持筒单再生产也有困难
。

平均每户食农 占有生产投查

数 同中农比较
,

土地比中农少百分之六十一强
,

耕牛贫农每户平均零点一三头
,

中农每

户平均零点五一头
,

主要农具贫农每户平均一点九九件
,

中农每户平均五点七八件
。

据

一九五四年度对置
、

中农典型户的稠查
,

食农每户平均生产投查 (包括农副业 ) 较中农

少百分之六十强
。

食农由于生产查料缺乏
,

生产投查少
,

生产搞不好
,

.

产量低
。

据稠查

一九五三年的产量
,

食农的稻谷产量较中农每亩平均少三十三斤
。

“

二
、

由于家底亏
,

缺乏生产查料
,

没法搞好农业生产
,

更没有本续搞副业生产
。

这个乡农民的主耍副业是喂猪
。

就一九五四年的副业收入看
,

贫农牲畜酮养收人只 占共

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强
,

而中农每户平均牲畜铜养收入比食农多三倍多
。

由于收入少
,

经

常人不敷出
,

亏空越来越大
,

负债越来越多
,

就育农负债情况来看
,

除一九五二年稻谷

和秋冬作物丰收
,

因而一九五三年欠值略少于一九五二年外
,

一九五四年负债较一九五

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强
,

较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强
。 ” ①

草塘乡的情况
,

可以大体上反映 出当时贫农生产和生活的一般面貌
。

食农的经济地位
,

决定了他们对待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采取积极的态度
。

毛泽东同志挽
:

贫农
“
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极

,

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
,

是无

产阶极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
,

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 ” ② 在民主革命阶段

,

食农在无产阶极的硕导下
,

曹经站在反对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僚查本主 义 的 最 前

线
。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

由于过去受地主
、

查本家的刹削特别惨重
,

对小农经济的痛

苦感受得特别深刻
,

他俩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的道路的要求也最迫切
,

对限制

和消灭富农经济的斗争也最坚决
,

他们仍然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前线
。

山西省陈永肯镇导的大寨大队
,

它的基础是九户贫农
、

下中农粗成的
“

老少粗
” 。

河北省几个有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

最初也都是黄农 lBJ 办起来的
。

例如
,

镜阳县五公村

耿长嫂倾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

是四户贫农粗织起来的
。

遵化县王国藩颁导的建明农林

牧生产合作社
,

最初是由二十三户贫农办起来的
。

安平县南王庄还有一个坚持办下 去的

三户食农的合作社
。

毛泽东同志在
《 关于农业合作化尚题

冲 的报告中
,

提到这个社 的时

候曹经魏
: “

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 户
,

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
,

桔

① 195 5年1 0月2 0 日 《
人民日报

》 。

⑧ 心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 。 《
毛深东选集

”
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195 2年第 2版
,

第6 38 直
。



果让他俩走了 ;兰户贫农l H J表示无蒲如何要继续干下去
,

拮果让他俐留下
,

社的粗织也

保存了
。

其实
,

这三户食农所表示的方向
,

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
。

一切个体经营的

农民
,

籽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 ” ①

在贫农当中
,

由于经济状况不同
,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的时候
,

对待运动的态度

也会有差别
。

根据前引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稠查粗对长沙县草塘乡一百四十七户贫农

的刹查
,

按照他们经济状况以及对待合作化的态度
,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
(一 ) 生产

、

生活上虽有困难
,

但是劳力较强或较多
,

并且多少还有一点生产查

料的
。

这种户共六十五户
,

占贫农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强
,

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十

四点一
。

这些户困难虽然多
,

但是生产热情很高
,

对前途满怀信心和希望
。

……他们对

粮食扰购扰销政策表示积极拥护
,

他们观
:

如今政府掌握粮食
,

稳稳当当
,

买进卖 出毫

没有一点欺假
,

我们再也不受私商和富裕户的刹削了
。

他们对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态

度
,

一般是积极热情的
。

他们认为人社有三好
:

一
、

人了社
,

以劳为主分配收益
,

增加

收入有把握 ; 二
、

入了社土地扰一经营
,

不愁没耕牛犁田
,

也不愁没肥料下田 ; 三
、

入

了社
,

实收实算
,

不怕扰购的时候没粮交售
。

这些人入社后
,

经过教育一般都表示积极

肯干
, `

处处为社的利益着想
。

……

“

(二 ) 人 口多
,

劳力缺少
,

生产困难较大的
。

这种户共五十五户
,

占贫农总户数

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四一
,

占全 乡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二
。

这些户生产老是走在人家后失
,

经常受别人的歧视和打击
。

他俩对入社一般是积极的
; 但是部分人仍有顾虑

:

一
、

怕社

里不顺吸收 自己参加
,

威 到
`

麻雀跟不上雁鹅飞
’ , `

农业合作社是火卓头
,

自己不三不

四
,

坏脚不能速累好脚
’ ; 二

、

怕入社得不到照顾
,

认为
`

在合作社里虽然是大家共同上

升
,

但哪里只只嫣蚁都上得树
’
了三

、

怕摊不起股金和生产投查
,

如贫农曹茂林貌
: `

我入

社是入不起的
,

耕牛农具归公
,

要我出技
,

我出不起 ; 耍投查
,

我没有钱投
。 ’

这些户入

社以后
,

虽积极肯干
,

但是因为自己困难多
,

威到
`

心有余而力不足
’ 。 ·

一
“

(三 ) 老弱孤寡户
,

生活困难
,

多靠亲戚朋友的帮助和政府救济
。

他们从本身条

件来魏
,

是无法搞好生产
、

生活的
。

这种户共二十七户
,

占贫农总户数的百分之十八点

三七
,

占全 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五点九
。

他俩入社的要求也很迫切
,

他俐主要从如下两方

l盯来考虑
:

一
、

过去靠亲戚朋友帮助
,

将来亲戚朋友都入 了社
,

只顾得搞社里的事
,

无

法再靠他们
。

二
、

入了社
,

田归社管
,

自己免得操心 ; 也有的是打算在社里做点自己能

做的活
,

挣点工分
,

还可能增加点收入
。 ” ②

贫农的这三种类型
,

虽然拥护农业合作化的程度不同
,

他们对查本主义的剁削制度

都是深恶痛艳的
,

为了摆脱黄困
,

都顺意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

正如一位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干部所祝
: “

贫农是一个思想
,

一心往社会主义道上走
。 ” ⑧

下中农
,

在经济地位上和食农此较接近
。

根据山西省二十个典型乡的稠查
,

一九五

四年这二十个乡各阶层农民占有主要生产查料的情况是
: ④

《
关于农业合作化周魔

》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11 直
。

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 “
长沙县草墉乡食农的经济悄况

》 。
1 95 5年 1 0月20 日 《

人民 日报
》 。

利敬等 : 《
邢台县前炉子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旦彻阶极路 线的

。 。

195 4年 11 月 4 日 《
人民 日报

, 。

莫曰达 : “
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 ,

就舒出版砒版
,

第工08 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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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农所占有的牲畜
、

农具虽然比贫雇农稍多
,

但是比上中农少
,

其中新下中农又

比老下 中农少
。

再从购买力来看
,

根据湖南省长沙县合心乡二十六户典型户的刹查
,

一

九五五年各阶层每人的平均购买力是
: ①

贫 农

新下中农

老下 中农

1 8
.

0 1元

2 3
.

4 5元

18
.

6 4元

新上中农

老上中农

3 8
.

3 0元

3 6
.

4 0元

新老下中农的购买力比育农稍高
,

但是
,

正如他俩 自己歌的
, “

芦席滚在垫子
_

匕 高

也高不到一蔑片
” 。

政治觉悟方面
,

下中农
,

特别是新下中农也比较高
。

新下中农
,

在土地改革以前
,

还

是贫农
,

他们是土地改革以后
,

分到 了土地
,

生产发展生活上升以后才上升为中农的
。

毛泽东同志在蔽到土地改革以后食农的状况时
,

曹经指出
: “

他们中简的大部分现在已经

变为新中农
,

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
,

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
,

大多数在政治

上有较高的觉悟
,

他侧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
。 ” ② 这一部分人实际上还是

农村的半无产者
,

他俩和食农一样
,

比较地不固执农民生产查料的私有制度
,

比较地容

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

中共原热河省委农村工作部曹经对赤峰县元茂隆村作过稠查
。

这

个村的四十户中农中
, “

积极拥护党的政策
,

确实知道合作化的优越性
,

并且 自己带头

人社
,

起骨千作用的
,

有十四户
。

其中土地改革以后上升的新中农占十 户
” ③

。

毛深东同

志又指出
. “

老中农中简的下中农
,

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
,

和新中农中简的下中农

此较接近
,

而和新老中农中尚的上中农
,

即富裕的和此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
。 ” ④ 他们

也此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

贫农
、

下中农合在一起
,

在总农户中占艳对优势
。

根据对河北省满城县四万二千三百零六户农户的稠查
,

各阶极和阶层在总农户中所

占的比重是
: ⑤

① 童大林 : 众
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根据

》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 13百
。

⑧ 《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砒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神变为贫农占优势的

》

会主义高潮
,
中册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 85 8真
。

⑧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
上册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 268 直
。

④ 《
长沙县高山 乡武喀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神变为贫农占优势的

》

会主义高潮
协
中册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 85 8直
。

⑥ 童大林 : “
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根据

》 ,

人民出版砒版
,

第 13 直
。

一文按藉
。 《
中国农村的砒

一文按韶
。 《
中国农村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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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农农农农农

中中中中富下下上上主

贫新老新老地

在这个地区贫农和下 中农的比重比较大
,

占农户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
。

根据对山西省一百零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刹查
,

一九五二年 (合作化实现以前 )
,

贫农和下中农的人口 占总人 口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七五
,

收入 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九点

二三①
。

这个地区
,

贫农
、

下中农的比重就比较小
。

从全国来看
,

食农和下中农
,

大体上 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左右
。

毛泽东同志祝
: “
贫农

、

新中农中固的下 中农和老中农中简的下中农
,

因为他们的经

济地位困难 (贫农 )
,

或者他俩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
,

但是仍然不富

裕 (下中农 )
,

因此
,

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积极性的
,

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

的合作化号召的
,

特别是他们 中简的觉悟较高的分子
,

这种积极性更大
。 ” ②

其他中农
,

是农民当中富裕的或者比较富裕的阶层
,

他们在社会主义和查本主义两

条道路的斗争 中是动搐的
。

这个阶层的人数大豹 占全国农村人 口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

本文所用的稠查查料
,

比较多的是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两部分
。

在这里上中

农包括富裕中农
,

也包括比较富裕的中农
,

即一般中农
。

一般中农和下中农是有区别的
,

他们一般不出卖劳动力
,

不受债利刹削
。

同时和富裕 中农 (上中农 ) 也有区别
,

他们不

刹 fltJ 别人
。

富裕中农 (上中农 ) 是农民中查本主义倾向比较多的阶层
。

前面列举的静多查料都

挽明
,

他俩的经济力量是比较强的
。

有人观
: “

富裕中农的特点是
:

上地多
,

质量好
,

牲

口多
,

牲口壮
,

生产工具齐全
,

生产查金充裕
,

占有各种生产查料比一般农民多
、

好
。 ” ⑧

不为过分
。

富裕中农中
,

静多人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刹削行为
。

富裕中农 (上中农 ) 的经济地位
,

决定他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
,

始籽是动

播的
。

他们喜欢
“
置易自由

” ,

静多人不赞成党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扰 购 扰 销 政

策
,

歌
“
扰购扰销把农民卡死了

,

不 自由
” 。

在农业合作化初期
,

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怕
“

吃亏
” ,

怕
“
穷沽富光

” ,

主张
“

看看再靛
” ,

有的甚至视刺贫农办社是想
“

鸡毛上

天
” 。

其中最坏的 lHJ 变卖生产查料
,

抽逃查金
,

粗织假互助粗
、

假合作社
。

个别的也有

① 中共山西省委拥查研究室 : 《山西农村经济刹查
”
第 1辑

,

④ 《
关千农业合作化简理

》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 8 直
。

⑧ 梁双壁
: 《
使农业社三

、

五年内赶上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 。

山西人民出版社版
,

第 9 直
。

195 7年 10 月 8 日 “ 人民日报
》 。



勾桔地主富农进行破坏活动的
。

当农业生产合作社办起来以后
,

他们就一面偷偷地学 习合作社的丰产经验
,

想多打

粮
,

和合作社比高低 ; 一面又希望合作社垮台
。

合作社只要有一点小的争蒲
,

他们就规
:

“

貌他俩办不成
,

就是办不成
” ; 看晃庄稼好

,

就盆
“
庄稼好

,

本钱大
” ;

看晃庄稼遭

了灾
,

就大畔
“
快来看优越性

” 。

关于富裕 中农对待农业合作化的态度
,

中共淮阴地委生产合作部
,

在一九五五年十

月
,

根据对沂涛乡的稠查
,

曹经作过一个具体分析
,

认为他仍对合作化之所以有比较大

的抵触情褚
,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

“
( 1 ) 他们的经济条件好

,

耕牛农具齐全
,

生产上没有困难
。

例如老上 中农孙德

顺
,

七 口人
,

四十亩地
,

男女劳动力各两个
,

草一辆
,

犁一张
,

耙一盘
,

牛一头
,

驴半

头
,

土地又近又高
。

他规
: `

我 自打自扒好 日月
,

人地不收我地收
,

不能跟他俩和 (意思

是不同置农混在一起 )
,

过两
、

三年再观
。 ’

“
( 2 ) 还不顺意放弃刹削

。

例如老上中农葛从高家
,

六口人
,

五十三亩地
,

男女

劳动力各一个
,

耕牛农具齐全
。

忙的时候经常用月工一人
,

有时还雇短工
。

办社的时候他

靛
: `

等两年再魏
。 ’

儿子几次动 具他入社
,

都拒艳 了
。

“
( 3 ) 认为社里的产量不如他单干的产量高

,

怕入社以后减少收入
。

…… 例如新

上 中农吴 可均
,

一九五四年勉强参加吴可才社
,

不到一个月就朋出社
。

一九五五年一年

中
,

又四次朋要出社
。

最后声言
,

不要社里耕他家的地
,

靛推耕就砍推的牛腿
。

新上中

农吴树芝
、

曹登锡两户
,

入社以后
,

立刻把两头耕牛卖掉了
。 ” ①

这个分析
,

大体上可以反映富裕 中农的一般情况
。

上中农和贫农
、

下 中农
,

都是农民
,

他们都具有两重性
。

既是劳动者
,

又是小私有

者
。

但是
,

食农和下 中农是半私有者
,

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接近无产阶极
,

因此
,

比较容

易放弃私有制
,

接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

富裕中农是典型的小私有者
,

经济地位和

政治态度接近查产阶极 (农村的富农 )
,

因此
,

他俩比较固执私有制度
,

总是想有那么

一天爬上查产阶极的位置
,

出人头地
。

毛泽东同志靛过
: “

富裕农民中的查本主义倾向是

严重的
。

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
,

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
,

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

的政治工作
,

查本主义倾 向就会泛滥起来
。 ” ②

上 中农作为劳动者
,

最后总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

但是
,

他们往往要经过同合作

社的反复较量
,

看到合作社确实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

才会抛弃查本主义的道路
,

接受社

会主义的道路
。

这是一踢严重的斗事
。

毛深东同志指出
: “

在中国
,

富农经济很弱 (在土

地改革时期
,

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上地
,

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
,

他俩在社会

上的名声又很坏 )
,

富裕的和此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
,

他们占农村人 口

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

在中国的农村 中
,

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

是通过贫农

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
。 ” ③

①

②

《
中国农村的社会 卜义高潮

》
中册

,

入民出版社版
,

第6伪一石07 百
。

众
必须对查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 一文按藉
。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乃 七朋

,

肠3直
。

《
淮挽玛毛不能上天

, 一文按藉
。 “

中国农村的砒会主义高潮
》
中册

,

人民出版社版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

第777 真
。



根据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经验
,

富裕中农加入合作社
,

有以下几个原因
:

第一
,

经过同合作社的反复较量
,

看到合作社年年丰产
,

自己的生产查料入社不会

吃亏了
。

例如
,

王 国藩镇导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

在建社第一年
,

就发生过这样一

段故事
。

中农王悦
,

有三个劳动力
,

种着三十多亩土地
,

养着一头驴
、

三头牛
、

三十只

羊
、

四 口猪
。

他在春天看到王国藩办社
,

曹经靛
: “

让合作社使 出吃奶的劲来
,

三年以里
,

也赶不上我的产量
。 ”

并且有意地在挨着合作社的土地上
,

和社种同样的庄稼
。

夏季孩施

追肥了
,

社往玉米地里送粪
,

他也送
。

但是
,

社里人多手多
,

随送随施
,

他只能把粪堆

到地边
。

想不到当晚下 了大雨
,

他的粪被水冲跑了
。

社的粪却在地里使上 了劲
。

到秋收

的时候
,

他看着社里样样庄稼都长得好
,

只好认翰了
,

加入 了合作社
。

① 山西省大寨初

极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以后
,

单干的富裕中农们就到处既坏韶
,

跺初极社的鞋后跟子
。

“
秋收打爆的时候

,

富裕中农贾寿元当了暗会静
。

他家离社里的塌院不远
,

坐在窗口就

能看晃社里打踢
。

社里的会卦在踢上过秤
、

靛眼
,

忙得不可开交 ; 胃寿元爬 在 他 家 窗

口
,

悄悄地暗里祀
,

胃寿元靛着
,

甜着
,

忽然把笔一扔
,

叹 了口气祝
: `

农业社就是行
,

这下俺可服气了 !
’

原来他发现社里一亩地打的粮食比
`

好汉粗
’

的多六十斤
,

一点不差 ;

他还发现社里有两户富裕 中农分得的粮食比他家收的多了两千斤
,

湍条件
,

这两户人家

和他家不相上下
。

当年秋天扩社时
,

他就第一个报名入了社
。 ” ⑧

第二
,

想单干
,

又怕农忙时履不到工
,

怕干部不摸 自己的底
,

多就购少扰销
,

多征公

粮
。

他们靛
: “

如果合作社解散
,

抗旱和农忙时有人帮我的忙
,

干部再能公平地办扰购抚

销和征收公粮
,

我便顺意单干
。

这两条里只要一条办不到
,

那还是入社好
。 ” ⑧

第三
,

富裕中农的经济地位
,

虽然比贫农下 中农强一些
,

但顶多不过
“

三十亩地一头

牛
” ,

单干也没有抗拒自然灾害的力量
。

有一位中农这样盆
: “

象我们这些中农
,

就象江

里的小船一样
。

风平浪静的时候
,

可以平平而过
。

遇见狂风暴雨
,

就寸步难行
。

若不赶

快爬上大船 (指合作社 )
,

就有翻身的危险
。 ” ④

第四
,

怕靛 自己政治落后
,

和地主
、

富农一样
。

河北省邢台县前炉子 乡张家营村有

个谷老歪
,

家里没有劳动力
,

平时就依靠一个
“
当家子

”

谷守兰帮助生产 ; 谷守兰入 了社
,

他 自己生产有了困难
,

就想入社
。

他又听歌不静地主
、

富农人社
,

就想
:

自己如果不入

社
,

不就和地主
、

富农站在一起了喝 ? 所以更得入社了
。

① 富裕中农当中
,

有谷老歪这

样思想的人还不少
。

上 中农作为劳动者
,

籽究耍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的
,

虽然人社以后
,

有 个 风 吹 草

动
,

还会动摇
。

四

富农
、

地主以及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
,

是坚决反对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

我国的上地改革
,

是采取彻底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

充分启发农民特别是食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
_

L册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21 直
。

喇
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杠旗— 大寨

》 ,

农业出版社版
,

第15 一 16 真
。

杜导正等 : “
龙冲乡农民生活状况稠查报告

》 。
195 7年 4 月 7 日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乃
中册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5 54 直
。

杜敬等 : 《
邢台前炉子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贯彻阶极路缓的

。

《
人民日报

》 。

。
1沥 4年 1 1月 4 日 “ 人民日报

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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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的阶极觉悟
,

经过农民 自己的斗争完成的
。

土地改革的桔果
,

使农村的阶极力量对比

已经发生 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
。

刘少奇同志指 出
: “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彻底完成 了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

的
。

我俩党没有采取单钝依靠行政命令
、

“恩赐
’

农民土地的办法
,

去进行土地改革
。

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我俩花 了整整三年的时固
,

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

方法
,

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极觉悟
,

经过农民 自己的斗事
,

完成了这一任 务
。

我们花了这样多的时简是否需要呢了 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需要的
。

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

方法
,

广大 的农民就站立起来
,

粗织起来
,

紧紧地跟 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
,

牢固地掌

握 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
。

因此
,

上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极和大大地 fflJ 弱了富

农
,

而且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极和孤立 了富农
,

广大的觉悟的农民认为
,

无流

是地主或者富农的剥削行为都是可耻的
。

这就为后来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

的条件
,

大大地精短了农业合作化所需耍的时固
。 ” ①

地主
,

在上地改革过程中
,

已经用革命手段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生产查料
,

在

政治上打掉了他们的威风
。

旧中国农村富农经济本来就不发达⑧ ,

艳大多数带有封建性
。

在全国解放以前
,

中

国土地法大纲规定
,

进行土地改革
,

不但没收地主土地
,

而 且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
。

全

国解放以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改变了这个规定
,

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

仅在特定条件下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
,

对富农其余的土地一律不动
。

不过
,

实际上经过

土地改革
,

富农在农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被削弱了
。

在土地改革以前
,

他俩大豹

占农村人 口的百分之五
,

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

经过土地改革
,

接着我们党又

从各方面贯彻执行了限制富农刹削的政策
,

他俩在农业总人 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了
。

根据广东
、

江西
、

湖北
、

湖南四个省的材料
,

上地改革以后原有富农继续椎持刹削

的大的 占富农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六十③
。

当然
,

也产生了一些新富农
。

富农在我国农村 中所 占的比重不大
,

但是
,

经济力量还比较强
,

他们所 占有的耕地

和农具的数量
,

都超过一般农民所 占有的数量
。

土地改革拮束时
,

贫雇农和中农平均侮户

占有耕地分别为十二点四六亩和十九点零一亩
,

占有耕畜分别为零点四七头和零点九一

头
;
富农平均每户占有耕地二十五点一亩

,

占有耕畜一点一五头
。

到 了一九五四年
,

黄雇

农和中农平均每户 占有耕地分别为十一点二四亩和十七点七二亩
,

占有耕畜分别为零点

五一头和一点一头
;
富农平均 占有耕地三十一点一亩

,

占有耕畜一点八四头
。

农业合作化
,

耍消灭富农阶极
。

富农和一切刹削阶极一样
,

是不肯 自动地放弃刹削
,

退 出历史舞台的
。

他俩总是要勾拮农村中的地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
,

反对和破坏合作化

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 。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个国代表左会文献

、、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 1 7页
。

据严中平等编
《
中国近代经济史杭舒查料选辑

》
的青料

,

一九三三年富农占总农产的比甫为 : 陕 西 省 渭

南县百分之六点四
,

凤翔县百分之一点八
,

按德县百分之三点三 , 河南省豁昌县百分之 五
,

辉县百分之八点

一
,

镇平县百分之六点七 ; 江苏省盐城县百分之十五点九
,

启东县百分之七点二
,

常熟县百分之一点九 ;

浙江省龙游县百分之六
,

东阳县百分之一点八
,

祟德县百分之零点八
,

永嘉县百分之一 , 广东省番揭县

百分之八点八
,
广西省着梧县百分之一点九

,

桂林县百分之九点二
,

思恩县百分之九点九 (晃盏书第肠 5直 )
。

心
农村经济刹查选集

。 ,

湖北人民出版社版
,

第2卜一 22 直
。



运动
。

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是很多的
。

例如
, “

有的是在农民中散播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怀疑
,

造落惑众 ; 有的是在社 具相互之固
、

干部和群众之简制造不睦
; 还有的直接破坏合作社

的生产毅备
,

暗害牲畜
,

甚至碟杀干部积极分子
,

放火烧合作社的财产
。

云南省宜良县

已经合作化了的新农村
,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简
,

全村的房屋财产被一个女反革命分子夏

吴氏一把火烧光了
。

吉林省伊通县杠光农业生产合作社
,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简
,

有十九

头牲畜被反动富农分子陈庆武和反革命分子张海林用毒药毒倒 了
。

“
另外有一些暗藏的敌人钻进了农业合作社

,

从内部进行破坏
。

河北省石家庄等专

区在一九五五年整社中
,

就发现不少地主
、

富农和各种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混进 了合作社

内部
,

有的并且窃据 了社长
、

会舒和生产队长的职务
。

他们故意用各种方法把社内的生

产
、

分配和眼 目都搞得非常混乱
,

制造减产
,

或者使合作社变质
。

还有的粗织 了假合作

社
。 ” ①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 同富农和其他查本主义势力的斗

争
,

是社会主义和查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耍内容
。

这个斗争是尖锐的
,

长期的
,

反

复的
。

只有粉碎富农和其他查本主义势力的反抗
,

才能建立
、

发展和巩固互 助 合 作 粗

织
,

使社会主义 占倾农村的阵地
。

五

根据对农村各阶极的分析
,

我们看到
,

占农村人 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
、

下 中

农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

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其他 中农
,

在贫农
、

下 中

农的带动下
,

最籽会抛弃查本主义道路的幻想
,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

社会主义是我国五

亿农民的方向
。

经过农业合作化
,

引导五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

这是无产阶极和查产阶极
、

社

会主义道路和查本主义道路之简的一塌严重的斗争
,

是一次极其伟大的革命
。

党在这爆

革命斗事中
,

必须正确解决依靠推
、

争取推的尚题
。

在上地改革
、

打倒地主阶极的时候
,

无产阶极和它的先锋队在农村是依靠贫雇农
、

团桔中农
。

在实现农业合作化
,

消灭富农经济的时候
,

仍然要依靠食农
,

同时依靠下中

农 (他俩静多人土地改革时还是贫农 )
,

团桔其他中农
。

食农
、

下 中农
,

是农村的半无产阶极
,

或者不久以前还是农村的半无产阶极
。

在农

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无产阶极和它的先锋队只有依靠他俩
,

才能团桔其他中农
,

战胜

封建势力和查本主义势力
,

孤立无产阶极和人民的敌人
。

毛泽东同志指 出
:

“

在合作化的过程中
,

我们必须注意
:

(一 ) 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食农
,

(二 )

新中农中简 的下中农
,

(三 ) 老中农中简的下 中农
,

这样三部分此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

改造的人俩
,

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俩加入合作社
,

并且选择他们中简觉悟程度较高
、

粗

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
,

加以刹练
,

粗成合作社的镇导骨干
,

特别耍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

① 1肠 5年 10 月28 日
众人民日报

”
砒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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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
。 ” ①

把土地改革以后的中农分 为下中农和上中农
,

以食农和下中农作为党在农业合作化

运动 中的依靠力量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焉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贡献
。

它彻底粉碎了降低食

农地位
,

抬高中农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

从根本上解决 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

党

在农村依靠什么阶极
,

采取什么途径壮大农村无产阶极和半无产阶极优势的尚题
。

其他中农
,

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
,

是团拮的对象
。

毛泽东同志指出
:

“
至于新中农中简的上 中农和老中农中简的上中农

,

即一切经济地位较 为富裕的中

农
,

除开若干已经有 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
,

其正 自顺加入合作社的
,

可以吸收他俩

入社以外
,

其余暂时都不要吸收
,

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
。

这是因为他俩现在还没

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
,

只有等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人合作社了
,

或者合作社的单

位面积产量提高到 同这些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相等甚至更高了
,

他们成到再单干下

去在各方面都对他俩不利
,

而唯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较为有利的时候
,

他们才会下决心加

入合作社
。 ” ⑧

同时
,

党中央指出
: “

中农是工人阶极和贫农的永久同盟者
,

不榆在社内社外
,

部必

须善于同中农共处
,

决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
,

决不应孩去刹夺中农的财产
。

对于 中农的

落后思想
,

特别是对于富裕中农的查本主义倾 向
,

应蔽采取挽服的方法拾他们以适 当的

批静
,

决不应孩用行政的强制手段
。

同时
,

这种批却是为了达到团桔他们的目的
,

决不

应孩利用这种批郭作为反对中农的借 口
。 ” ②

根据这些指示
,

我俩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
,

规定各项具体政策
,

都根据等价互利的

原 jHJ
,

照顾到中农的利盆
。

当然
,

对他俩的查本主义的自发倾向
,

也进行 了教育批舞和

必要的斗争
,

但教育批静和斗事
,

也是为了团桔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
。

富农
,

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

一九五五年
,

毛泽东同志在
《
关于农业合作化简题

冲 的报告中指出
:

“

在最近几年内
,

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
,

坚决地不要接受地主和富农

加入 合作社
。

在已经基本上合作化 了的地区
,

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
,

lHJ 可以有条

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刹削
、

从事劳动
、

并且遵守政府法合的原来的地卞分

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
,

参加集体的劳动
,

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
。 ” ④

吸收一部分地主
、

富农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入社做社具或者候补社 具
,

阶极斗争并没

有停止
,

相反的
,

斗争还是十分尖跳和复杂的
。,

因此
, “

对于这些人
,

合作社耍分别情况

加强教育和加强管理
,

并且要经常地教育社 昌和社外农民
,

提高警惕性
,

防止他俩中阴

可能发生的破坏活动
。

已经成为社 具的或者候补社 具的过去的地主分子
、

富农分子和反

②
已D

“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摊变为黄农占优势的
, 一文按招

。 《中国农村的

社会 L义高潮
》
中册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8 58 ee 85 9直
。

《
关于农业合作化周题

”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 17 子芝
。

中国共产党第 匕届中央委且会第六次全体会我 (扩大 )
众
关于农业合作化周姐的决敬

” ,

人民出版毗 195 5年
!饭

,

第 6 直
。

“
关于农业合作化简超

, ,

人民出版社版
,

第 17 一 18直
。



略 扮 段 针 工 作 中 政 治
、

经 济

和 技 术 的 统 一

哲 智

役升工作是社会主义建毅的一条重要战线
,

是基本建毅的一个决定性环节
。

建国以

来
,

我国役爵工作在党的正确倾导下
,

取得了很大的成植
。

解放前
,

我国的投静人具很

少
,

能做工厂役爵的人更少
。

今天
,

我俩 已经拥有一支具有一定技术水平
,

战斗力此较

强的好的投针队伍
,

不仅能够负担起静多现代化的大
、

中型厂矿的毅舒
,

例如
,

大庆油

田的投卦
,

火丰草翰翰箍厂的段静
,

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毅舒
,

等等
; 而且能够独立地

进行象原子能这样的尖端工程的投卦
。

我俩的毅针工作也创造和积果了静多经验
。

在这

些经验中很重耍的一条是
,

毅爵工作是政治
、

经济和技术的粽合体现
,

一项好的毅卦方

案
,

必须是政治
、

经济和技术的枕一
。

在毅静工作 中必须正确处理政治
、

经济和技术的

关系
。

一 股叶与政治的关系

戏补技术本身和其他技术一样是没有阶极性的
。

但是
,

在阶极社会里
,

投静技术总

是为特定的阶极所掌握
,

并为特定的阶极服务
。

同时
,

毅舒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
,

属于

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
。

投静思想离不开投舒人具的立踢
、

观点
、

方法
。

敲舒人 具所处的

不同阶极的立塌
、

观点
、

方法
,

不能不影响着他的投卦内容及其服务方向
。

因此
,

在存

在着阶极的社会里
,

投爵工作总是打着一定阶极的烙印
,

是离不开政治的
。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
,

毅升的内容及其主导的服务方向

也随之变化
。

我国建筑发展历史清楚地貌明了这一点
。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中
,

役

革命分子
,

如果表现不好
,

并且屡教不改
,

是社 具的
,

可以分别降为候补社具或者监督

生产
; 是候补社具的

,

可以降为监督生产
。

如果有破坏行为
,

还应当抬予法律制裁
。 ” ①

依靠贫农和下 中农
,

团桔其他 中农
,

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农村的阶极

路线
。

坚决贯彻执行这个革命的焉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

是在社会主义和查本主义两条道

路的斗争 中
,

使社会主义战胜查本主义的根本保证
。

0
。
一九 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冲
(修正草案 )

,

人民日报出版社饭
,

第 27 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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