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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提倡并自己阅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原因在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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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毛泽东在领导中
国人民热火朝天地投身于只争朝夕的大跃进运动

过程中，曾放下手头最重要的国事，花了几个月的

时间去研读，并提倡其他领导干部阅读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主要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

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

主要有：

　　一　学习苏联经验并总结自身经验

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前后，毛泽东多次提

到，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很短，缺乏甚至是

没有经验。１９５７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中提到：“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

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１］２４１１９５９
年，他又多次提醒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我们搞

社会主义建设还刚刚起步，因此缺乏经验。同地球

作战，战略战术也还不熟。这是我们的缺点和不

足，要正视这些缺点和错误。［２］３４１９６０年，毛泽东在
和斯诺谈话时也曾说，我们虽然干了十一年社会主

义建设，“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

有了一点，也还不多”。［３］３０１即使到了１９６２年，他还
是经常强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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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３］３００

怎样才能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缺乏经验

的状况？恩格斯将经验划分为两种类型：“外在的、

物质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经验———思维规律和思维

形式”［４］。毛泽东提出了与恩格斯相类似的观点。

他通俗的将经验划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所

谓直接经验，就是从实践中获得的认知；间接经验

是相对于个体自身之外的他人的经验。那么，我们

获得经验的途径一般有两，即学习别人的间接经验

和总结自身亲历的直接经验。

由于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

识都是间接的经验的东西”［５］，毛泽东认为学习兄

弟国家的间接经验是获得经验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苏联作为唯一一个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无疑成为了中国学习

的主要对象。毛泽东非常重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所取得的经验。“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

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

一点是肯定的。但主要的还是学习苏联。”［１］２４２毛

泽东认为，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不少困难，

但是中国比苏联要幸运。因为中国可以借鉴苏联

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可以减少或者避

免走弯路，可以比苏联更为顺利地建设社会主

义。［６］６１７－６１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出版的《苏联社
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比较详

细和全面地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经

验。如处理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之间关系的经验，

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国家之

间关系的经验，等等。这些问题大部分也是当时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正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两本书，多次提到，我们搞

经济建设，可以借鉴的还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

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５０－６０年代，他曾经多次反复研读，并且发
表了近５万字的谈话，并作了一些批注。但是，毛
泽东并没迷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读书过

程中，他认为，苏联“想总结他们本国的经验，因此，

不能不受本国一些经验的限制”，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若干观点有着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

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

义”。［７］９０所以，毛泽东提出，要联系中国实际去学

习苏联经验。“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

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

好得多，容易懂”。［７］７他特别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

方法只能是批判的方法而非教条主义的方法。也

正是因为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注意

到了苏联经验之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特殊

性，才使得他比较中肯和合理地估量和评价了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学习到了不少好经验。

一个民族要获得经验，仅仅学习其他国家的社

会主义建设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学习过程

中，结合自身实践总结直接经验。在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点。

“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

代史经验中产生的”；［８］２７１“《论十大关系》从总结

中国建设经验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则从总结国际经验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

了思想理论准备”；［８］５０６“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

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思想逐渐成熟”。［８］６１９在几次给各级领导干部的

读书建议中，毛泽东认为有些党的领导干部整日忙

于具体事务，不懂经济建设规律，像热锅上的蚂蚁，

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得很乱。所以，他提出，领导干

部要放下具体事务，花上３至６个月，或者一年的
时间去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自身实践，思

考问题，总结经验。

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毛泽东曾多

次强调：“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学社会主义

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

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２］２７６他对领导干部不

注意总结经验，提出语气较重的批评：“我怀疑经济

上的经验总结起来没有。天增岁月人增寿，一年一

年过去了，经验可是总结不起来”。［９］４６４毛泽东提

出：“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我们自己的经

验，以我们的经验为主”。［１］３５３因此，在读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时，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对社会主义革

命经验，如关于反对官僚资本的经验，关于土改与

合作化的经验、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验，

等等，进行了新总结，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此外，

毛泽东还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发表了长篇谈

话，发言篇幅最长的，是对三面红旗大试验经验的

总结（有１７０３字之多）。总之，毛泽东非常倾心于
总结中国自身经验。只是，在总结自身经验时，毛

泽东有些过度夸大了革命年代一些经验的普遍性

而忽视其特殊性。如，毛泽东对待群众运动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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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就有些简单化看待的倾向。这也干扰了他对苏

联经验的学习———固守着某些不适用于中国客观

实际的经验而忽视了苏联的一些好经验。也因为

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没有走好“我是

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这条路。

　　二　创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

经验，也缺乏理论准备，所以有些领导干部的社会

主义建设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对此，毛泽东有着清

醒的认识。在 １９５８的成都会议上，他明确指出：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１０］４３“现在已经

是理论落后于实际”。［１０］５４他认为，一些负责经济工

作的同志，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真正懂经济理

论。［９］４６４没有一定的理论作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就

可能要走很多弯路，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毛泽

东经常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功夫学习理论知识：“省

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

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

了。”［１１］１８“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

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１０］５１他常常以

有无理论水平和理论水平的高低来作为评价事物

和考察干部的标准。例如，毛泽东认为，人民日报

的有些编辑头脑中没有理论的影子，他们很少运用

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评价和分析事物，因此，他们

编辑的人民日报只能算是二流报纸。［６］４４５又如，“我

对作者是很喜欢的，从文件内容看来，他是一个促

进派，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坚决拥护者，政治路线

是正确的，甚为不足，是在理论与文风。”［１１］３６８“我

们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我们要努力。”［６］２０６

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在要求其

他人提高理论水平的同时，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学习

经济建设理论，想要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理论指

导的现状。一方面，毛泽东从不断分析问题和总结

经验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十分希望在

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能像民主革命阶段一样，对中

国的新经验有所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发

展”。［１２］３１６他常常试图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进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

径。如为了从理论上回答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

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焦虑和

困惑，毛泽东主持撰写和几十次修改《论无产阶级

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他的两篇煌煌大作———《论十大关系》和《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分析问

题，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另一方面，毛

泽东通过不断学习马列著作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

平。一般而言，人们对待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三

种可能的态度：一是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二是简

单的抛弃马列主义，根据自己的经验制定行为方式

的经验主义；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处理问

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虽不如在革命年

代那样注重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去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但也并非完全忽视其之于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特殊性。毛泽东经常思考理论在“什么意义

上”或“那一层面”上具有“普适性”和“过时”与否

的问题。他非常希望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联系

中国现实，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

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

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７］４８

毛泽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主要是想进行社会

主义理论创新，写出新著作，形成能够指导当时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理论。“没有列宁，不写出

‘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
出现的新问题”；“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

《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

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７］４８他认为，只有不

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

新问题。然而，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

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确实遇到了许多问题。有着强烈责任意识和历史

紧迫感的毛泽东认为党的理论创新迫在眉睫。“现

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

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

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

的”。［７］４８毛泽东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进行理论创新，

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新的问题，所以 １９５７
年曾经多次提出：“从１９５８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
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这样比较做

国家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

碍研究问题”。［６］４６０虽然说，他不连任国家主席，有

考虑国家领导制度变革的因素，但是，这与他对理

论创新的重要性的估量也不无关系。“到了６０年
代，毛泽东已入古稀之龄，一方面感到人老体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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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济；另一方面，想总结新经验，写出新著作的雄

心未泯”。［１２］３１６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那么繁忙

的岁月中，毛泽东放下手头最紧迫的工作来读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他认为只有通过集中

精力读书，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

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并自己身体力行地读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想通过学习马列著作来提高

党的理论水平，进而进行理论创新。他在读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

个目标。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

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花园中的一枝奇特的花朵。然而，它能有效地指导

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吗？毛泽东读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时，中国６万万人民群众正在进行如火
如荼的三面红旗大试验，然而，这项前无古人的“伟

大”工程是缺乏既成理论支持的，在实行过程中出

现了不少问题。虽然毛泽东经常以“九个指头和一

个指头”的关系来肯定三面红旗的成绩，但心中还

是忐忑不安的。他急于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

是为了寻找和创新能够指导三面红旗大试验的理

论。“毛主席积极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辩护，

甚至搬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辩护”［１３］。他非常赞

许和鼓励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从理论上分析和支

持三面红旗大试验。如１９５９年８月３１日，吴冷西
给毛泽东写信说，《人民日报》近期将发表一些从理

论上论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文章。毛泽

东批示说“极好”。［２］４８３然而，毛泽东举起的三面红

旗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因此，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时，虽然毛泽东针对三面红旗中的一些具体问

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分为

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要搞好

综合平衡，多搞几个并举；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商品

经济；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制都有自己的发展过

程；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等等。但是，从总

体上来说，他当时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明显地带有

局限性，如否定物质激励的积极意义；迷信所有制

不断变革；唯意志论思想浓郁等，这无疑误导了当

时的建设实践。

　　三　纠正混乱和错误思想

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没有理论准

备，许多人头脑中存在不少混乱和错误的观念。然

而，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人思想上存在问题。

“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

皆污。盖二者之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１４］。毛泽

东青年时期就认为思想问题是产生其它问题的根

源，改造世界根本在于洁人之思想。在新中国成立

后，毛泽东也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加强思想工作。

“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有人插话：工作太

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

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

起纲领来了”；［８］６５７“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

思想问题抓起来。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

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

马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

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１１］２８２他认为，思想问题，是

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因此，每次制定重

大决策和政策之后，毛泽东都会召开会议或到地方

去大力宣讲，以期人们能够在思想上达到统一，产

生社会主义建设强大动力。因此，在错误和混乱思

想还比较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一

直在努力地纠正混乱和错误的思想。

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前，党的三面红旗

大试验开始全面实施。随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

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

滥开来，人们头脑中存在一大堆错误和混乱的思

想。这引起了毛泽东高度关注。“大跃进把有些人

搞的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至于群众，也有些昏

昏沉沉”，“许多人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

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现在有很多人大有消灭

商品生产之势”，“有很多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

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

共产主义越快越好……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

年内搞成共产主义”；［３］４３４－４３８“有许多人还不认识

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他们误认为人

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

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集

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

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３］１０毛泽东试图纠正这些

混乱思想。“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七年七月中

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

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１５］。在此

期间，他曾多次在党的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和中央全会上提出要防止和纠正三面红旗大

试验中的“左”倾思想。从１９５９年３月９日至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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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毛泽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写了６篇
《党内通信》，其中都谈到纠“左”问题。毛泽东提

倡领导干部要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在

１９５８年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首次提出的。“要联
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

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于指导我们

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

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１］４３２确实，毛泽东通过

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

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澄清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错误思想。

虽然毛泽东积极地纠正“左”倾错误思想，但这

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他坚持认为：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是真理”。［２］５２２毛泽

东没有意识到三面红旗大试验却是产生“左”倾错

误思想的根源。其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

东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认识是存在偏差的。

他认为带有“左”倾错误思想观念的人“大都是忠

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

片面性”。［６］４６９而那些带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

则“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

党内的反映”。［６］４６９因此，毛泽东对带有“左”倾错误

思想的人，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而对他认为有

“右”倾思想或真正有“右”倾错误思想的人，则是

猛击一掌，不轻易放过。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

议上指出三面红旗大试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毛

泽东认为彭德怀带有严重的“右”倾错误思想，从纠

“左”直转急下地提出反“右”。改变了读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之初衷———澄清“左”倾错误思想，反而

强调要重点批判“右”倾错误思想。加之庐山会议

后，“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

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

确的”。［８］１０１３因此，在后来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过程中，毛泽东重点批判了所谓的“右”倾错误思

想。只不过，他并没完全忘记三面红旗大试验中的

“左”倾错误思想带来的危害。

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毛泽东为了尽早在落
后的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国富民强之目的，

赞赏并支持三面红旗大试验。这使得社会主义建

设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和建设步

伐，使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认识到党缺乏理

论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毛泽东想通过读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做一理性思

考，找出问题的症状所在，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使社会主义建设回到健康迈进的步调上来。换

言之，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他理想主

义碰壁之后想回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而做出的

探索和努力。总之，由于在反“右”思想的指导下，

毛泽东思维结构中理想性的维度往往强于现实性

的维度，他本人也存在一些错误和混乱的思想，因

此，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纠正混乱错误思想的

效果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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