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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中共党史

写历史的过程是对历史真相的再发现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新中国走上计划经
济就是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这种
看法其实过于简单了。一个国家走什么道
路，执政者的主观想法固然很重要，但它也
必须有客观可能来支撑，不然就搞不下去。
新中国能够迅速走上计划经济道路，原因是
多方面的。

过去，我们只强调解放前的经济十分落
后，现在我们发现，国民党时代的经济体制
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实行的不是自由市场
经济，而是管制经济，这同计划经济有不少
类似之处；二是所有制结构畸型，官僚资本
或者说国有资本占的比例极高。

新中国一成立，很快就建立起国营经济
的主导地位。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收官僚资
本国营经济就占了大头。按照当时的认识，
国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实行的是计划
经济。

国营经济很快占主导地位，是中国能迅
速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
的。其实，30 年代国民党的经济学家就主张
搞计划经济，那时欧美大萧条，苏联发展很
快。但是一些具体看法，那些经济学家同共
产党不一样。共产党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
主义的事，我们现在还要靠市场恢复和活跃
经济，等经济发展了，要进入社会主义时，再

实行全盘计划。国民党的经济学家认为，要
赶超就得先搞计划经济，学习苏联，等经济
发展起来了再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另一个
设想上的差别是，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是什么
都要管，国民党的设想是重工业必须有计
划，轻工业可以民营。抗战后期，国民党政
府制订了几个五年规划，但没有力量执行。
简而言之，搞计划经济是中国经济学界比较
普遍的想法，并非共产党独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冷战。冷
战和美国对新中国所实行的孤立和遏制给
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当时，政府有个
政策，凡有外贸能力的私营企业不搞公私合
营，就让它利用老关系还做外贸，但禁运以
后，这些老关系都不行了。于是，这些私营
企业就想转过来同苏联做买卖，但苏联说我
们是计划经济，只同中国的国营企业做买
卖。结果，这些私营的外贸企业只能改制。

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使中国很快实现
了单一所有制，并迅速走上全面的计划经济
道路。现在一些人强调政治运动的压力，这
只是一个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综合各种
因素，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新中国走上计
划经济道路是顺理成章的。我们现在也看
不出，当时存在什么能吸引中国脱离计划经
济道路的因素和条件。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

共党史、中国外交史研究，发表过

大量研究成果，编著了《中国共产

党新时期简史》、《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等文献著作。

本期坛主：章百家 共产党有个特点，那就是深入工厂、矿山、码头、农村，发动群众，到最艰苦和最危险的

地方去工作。 国民党只有县党部，基层组织就到县。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之后，蒋介石有一个

总结，说国民党有上层无基础，这是个重要教训。

历史真相需要再发现
历史很复杂，写历史的过程就是对

历史真相的再发现。复原历史很大程度
上要依靠各种文字记载，特别是历史档
案。新的档案文献的发现，能帮助我们
解决许多历史悬案。例如“一大”召开的
时间，我们确定的纪念日是 7 月 1 日。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20 年时要搞
纪念活动，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董必
武等 3 个参加者，谁也记不清楚“一大”
是哪天召开的，只记得在 7 月，于是就
定在 7 月 1 日。改革开放后，研究者经
过多方考证，发现几位参加者在回忆中
都提到一件事：开会前一天，上海出了
个“情杀案”，于是就去翻老报纸，发现
那事儿是 22 日发生的，这也就确定了
“一大”是在 7 月 23 日召开的。后来会
议转移到了南湖，南湖的会到底是哪天
开的，“一大”是哪天闭幕的，到现在还
没搞清楚。再例如，我们原来对遵义会
议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对于会议的情
况，当事人都说不太清楚。直到后来找
到一份陈云于会后不久写的报告，许多
情况才得到证实。

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在革命战争
年代，因为各种原因，很多事情缺乏档
案记录。如皖南事变时，重庆八路军办
事处保存的秘密档案就全部被销毁。作
为一种弥补，我们现在十分重视当事人
回忆录和对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这不
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档案的缺失，也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实际情况。

顺带说一下，研究历史时一定要注
意历史的过程，标志性事件常常是人为
确定的。例如，党成立的标志。我们现在
说，“一大”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
志。为何要加“正式”两个字？这是因为
“一大”是代表大会，不是成立大会。那
时已成立了几个地方性的党组织，我们
现在统称这些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早
期组织。党的“一大”标志着全国性统一
组织的形成。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现在人们都知道是 10 月 1 日。看
看当年的报纸，并不那样确定。9 月下旬
第一届政协会议开幕，《人民日报》头版
刊登了记者李庄写的报道，就用了“新
中国成立了”的提法。过两天，这个提法
又不用了。到了 9 月 30 日大会闭幕，毛
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天也
可以说是新中国的成立日。开国大典是
10 月 1 日举行的，是为了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并没宣
布是国庆日。从过程看，至少有三个日
子可以作为新中国成立的标志。

共产党扎根基层，国民党仅有上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迅速登上政治

舞台，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共产国
际的指导，另一个是国共合作。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采取的办法是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在国
民党内进行合作，而不是两党的平等联合。
但是共产党有个特点，那就是深入工厂、矿
山、码头、农村，发动群众，到最艰苦和最危
险的地方去工作。国民党只有县党部，基层
组织就到县。在北方军阀统治的地方，危险
的地方，国民党县党部的骨干基本上都是
中共的年轻党员。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获
得了在艰苦和危险条件下进行基层工作的
宝贵经验。不要小看这个差别，它对后来两
个党的发展、对国共之争的结果，有非常大
的影响。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之后，蒋介石有
一个总结，说国民党有上层无基础，这是个
重要教训。

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其实都有国际背
景，是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形势
和革命浪潮联系在一起的。据上世纪 20 年
代留德的老同志回忆，当时柏林工人区有
两条大标语，一条是“捍卫苏维埃俄国”，另
外一条是“捍卫中国大革命”。这种国际背
景是中国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外在因素。大
革命后来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原
来强调两条：客观上是反革命势力强大；主
观上是党尚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处理复杂
政治局面的经验。这是对的。当时把失败的
主观责任基本放到陈独秀身上，他作为一
把手，势必要承担责任；但当时有个特殊情
况，就是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能
批评共产国际。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苏联和共产
国际的指导和援助？我们现在的基本看法
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援助对中国
共产党的迅速崛起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不
是决定性的或根本原因。中国的革命者之
所以选择马列主义，最基本的原因是马列
主义提供了中国当时最需要的、而其他西
方学说都不能提供的思想武器，这就是开
展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
争取殖民地民族解放，组织纪律严明的革
命政党的方法。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以后，

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促使李大钊、陈
独秀等人决心在中国成立共产党。这是苏联
和共产国际的一功，但大革命后期的失败、
共产党遭受的挫折也跟它分不开。大革命的
经验说明，由一个遥远的国际革命中心来指
导中国革命是不行的。

共产国际除提供指导外，提供的援助主
要是活动经费。当时的党员基本上都是职业
革命家，他们怎么生活？就靠组织发生活费，
而这笔经费主要是苏联给的。过去有人认
为，我们党是靠自力更生的，要钱的事不能
随便说。历史地看，凡是大的革命运动，都有
国际背景，革命者之间的跨国支援是非常普
遍的现象，这从法国、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中都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共产党人之间的相
互援助就更不奇怪。

苏联、共产国际向国民党和中共都提供
援助，而主要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这说明了
一个重要问题，即苏联有自己的现实考虑和
利益考量，并非把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共
产党的需要置于首位。换个角度看，中国共
产党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也不在于有无外
来援助。大革命解决了中国共产党迅速登上
政治舞台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共产党在中
国如何立足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道
路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独立自主地解决的，这才是决定
中共命运的关键。

从细节看，新发现很多。再举个例子，怎
么看“中山舰事件”，那是不是蒋介石有预谋
的反共活动？现有不少研究者依据新史料提
出，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当时，蒋同汪精卫之
间矛盾很大。中山舰是以蒋介石命令的名义
调动，但蒋本人不知此事。所以中山舰到广
州后，舰长向蒋介石报到，蒋怀疑是要绑架
他，就立刻采取措施，把人给抓了。后来，蒋
发现搞错了，紧张得不得了，觉得自己的政
治前途就此完结。但后来苏联顾问、国民党
左派和共产党领导人研究之后，认为蒋介石
是中间派，又掌握军队，这个人还得用，所以
没对他怎么样。这个结果倒让蒋介石认识到
自己奇货可居，成为他公开采取反共立场的
一个节点。许多新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考证。

曲折探索背后的国际因素
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过

程很曲折，其中牵扯的事情很多，也很复杂。现
在看不仅有国内因素的影响，国际因素的影响
也是很大的。

国际因素首先是 1956 年苏共二十大的影
响。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情况与毛泽东逝世后
中国的情况有类似之处。苏共二十大召开时，
斯大林时代留下的许多问题已不能不解决了。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其实是苏共中央集体讨
论的。这个报告最初打算由主管意识形态的负
责人做，后来感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还是应由总
书记讲，否则会让人怀疑中央内部有分歧。最
后，还是确定由赫鲁晓夫作这个报告。

得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后，毛泽东
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感觉：斯大林不是全对，苏
联建设社会主义也遇到很多挫折，中国应该根
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八
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是，大规模阶级斗
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发展生产，满
足人民的需要。“八大”时也有些分歧，但不是
在主要问题上。比如毛泽东认为，“八大”公报
里的一句话有毛病，那句话提出现在的主要矛
盾是“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
盾”。他不同意这句话的理由是，按照历史唯物
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超越生产力。

那时探索方向是比较正确的，在实际工作
中也开始把经济建设置于首位了。但问题是正
确的方向为何没坚持往？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以
阶级斗争为纲？秘密报告的内容泄露之后，在
苏联并没有引起大的震动，反而是其他东欧国
家发生问题，如影响比较大的波匈事件。1956
年波匈事件后，我们党开始重提阶级斗争，最
初强调的是必须重视国际阶级斗争，1957 年
“反右”以后，又提出国内阶级斗争。在“反右”
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八大”的结论错了，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没结束，社会主义
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
非常大的变化。

关于“反右”斗争现在有很多研究，我讲一
点个人的看法。从整风到“反右”，现在讨论很
多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他
是怎么考虑的。看法各式各样，到现在也说不
太清楚。我认为，中间过程可能不那么重要，错
误主要在一头一尾。首先是把党内整风的办法
搬到社会上来并不适宜，是一个错误，由此导
致了大问题。这样一搞，形成大鸣大放，社会就
乱了。一旦乱起来怎么办？必须收拾局面，所以
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但最后打了那么多右
派，严重扩大化，而且采取组织处理，这造成的
消极影响非常大。其实，1957 年经济建设还是
按照 1956 年确定的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综合
平衡的方针搞的。1958 年大跃进，经济上开始
“左”了。庐山会议之后，党内的不同意见也听
不到了，基本变成一言堂，这就很危险了。

发动大跃进时有个很响亮的口号“超英赶
美”，以前认为这是 1957 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
出的。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段录音，毛泽东在
1955 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要赶上美
国。他说美国现在也没什么能耐，就是比我们
多几斤铁。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出现是多方面
因素促成的，那时从上到下都想发展得快一
些，中央决策出现失误，下面又层层加码，外部
又有压力，最终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据《文史参考》）

实行计划经济，国民党就曾设想，共产党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