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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与探索。社会主义时

期中国共产党曾惯性地运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传统经验，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等问

题。今天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考察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群众运动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有

益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提高贯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

觉性，使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顺利地向前推进。

一

“群众运动”是指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有强烈政治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新编

《辞海》对群众运动这样表述：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具有较大规

模和声势的革命、生产等活动。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形式之一。[1](P5453)

中国的群众运动源远流长。在古代、近代爆发过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知识分子的运动

亦即士人群体的运动，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的变革与变迁。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群众运动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将近 60 年。正如 1967 年

6 月 28 日解放军报社论所评论：“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出群众，一切走群众

路线，大搞群众运动。毛主席领导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就是搞的人民战争，群众战争。毛主席领

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娴熟地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把运动作为

达到目的最有效的方法与手段，成功地领导了在广度上、深度上都前所未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

动、学生运动，获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最终赢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使社会得到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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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时期群众运动与现代化建设

变革，也促使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党中央惯性地运用民主义革命

时期群众运动的传统经验，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等。“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3]“什么工作都要搞

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4]由于毛泽东对过去年代屡试不爽的群众运动的方法的偏

爱和迷恋，于是不断发动群众运动，不断革命，这个“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

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5](P265)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采取群众运动方式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

要有：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
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运动等重大政治运动。土地改革在拥有 2 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展

开，每年有 30 万人以上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

大也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搞得最好的一次。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使广大人民因抗美援

朝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强大动力，当时人民捐款可购置 3710 架飞

机。在开展土改、抗美援朝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

运动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1951 年秋，在全国开展了

“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五

反”运动是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建国初期民主改革。从 1951 年 9
月开始，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高校教职员的 91%、中学教师

的 75%、高中以上学生的 80%都参加了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当时在报纸上开展对《武训传》的批

判，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部分。讨论和批判《武训传》，是把一部电影及其围绕这部

电影的学术讨论变成了一种政治批判运动，采取了大规模群众性批判与围攻的方式。毛泽东后

来在思想领域又发动了几次思想批判运动，如对俞平伯《红楼梦》及《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
1953 年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运动以及对“胡风集团案”的批判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采取了群

众运动的方式开展。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仍然依靠群众运动来巩固新生的政权。
1953 年起，我国全面开展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建设热潮。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提前实现，都和中国共产党运用群众运动机制紧密相联的。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趁热打铁发动百万农民群众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合作化运动。
1956 年 1 月加入初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 80.3%，在 1956 年底入社农户达到 1.17 亿

户，占全国总农户 96.3%，其中参加高级社占 87.8%。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工商

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 1956 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 99%、私营

商业户数的 92.2%，以及大量无剥削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都卷入全行业公私合营中。从某种

意义上可以说，三大改造是我国城乡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群众运动。
（二）1956 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从 1957 年至 1966 年 5 月“文化大

革命”全面爆发的 10 年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文化战线发动了一

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政治领域，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1959 年在党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以及从 1963 年底开始

的历时 3 年之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没有脱离群众运动的轨道。反右派斗争，不恰当地采用

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结果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50 多万在整风运

动中直言不讳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内外知识分子被错划为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给予降职、降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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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劳动等处分和处理。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把反右派斗争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引

申到党内，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危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农村约有 1/3 的县社

展开，在城市据 1965 年 7 月统计，国营工交系统开展运动的单位有 1800 多个，财贸文教卫生街

道企业和居民中都有开展。
在经济战线上，1958 年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此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

化运动。大跃进运动中，农业生产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工业上为了达到 1070 万吨钢任务，全国

各地组织“大兵团作战”，在全国掀起了全民群众运动。9 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 8 月份

的几百万人突增至 5000 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 60 多万座。10 月底达到 6000 万人，最高达到

9000 万人。毁掉了不少山林，浪费了不少资源，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同时以钢铁为中心，掀起

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全民“大办”风潮。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农村一哄而上，大办

人民公社，到 1958 年底，全国农户的 99%以上参加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大力推行了组织军事

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动力按照军事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

从事工农业生产。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后，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错误也在不断发展并引发一系列错误的

政治批判。例如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一大批文艺

作品的批判。从 1964 年夏天开始，错误的批判运动又从文学艺术扩展到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各

个领域。在哲学界重点批判“合二为一”论，在史学界则重点批判翦伯赞的学说观点。随着思想文

化领域的大批判引入了全社会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其汹涌之势大大超过过去一切政治运动。毛泽东在“文

革”初期曾评论，“这个运动规模大，确实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

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

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

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搞深、
搞透、搞彻底。”[7]

文化大革命导火线是 1965 年 11 月江青到上海组织姚文元起草的发表于《文汇报》的《评新

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6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

大革命”发动的标志。会议相继通过了两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

条》。《十六条》”中第四条规定：“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6 月 1 日、2 日，《人民日报》
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8 月 18 日毛泽

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发展。10
月，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军委、总政下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并且公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

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党政领导干部

受到批斗，机关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1 月，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央名义发出了在工业交通

系统和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简称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

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要求把它扩展到工厂农村，至此，工厂、农村也卷入了动乱。在“踢

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国民经济

状况严重恶化，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上海开始的夺权运动即一月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而在

短时间内引发了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乃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夺权者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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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者之间，不同派别的夺权者之间的对立，导致了各地夺权的反复进行并频繁发生不同规模的

武斗现象，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二

建设一个“强国”，实现现代化，是毛泽东、党中央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为了加快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国共产党试图像战争年代一样广泛地动员群众，以群众运动的捷径，发动

几次迅猛的“革命”和“跃进”，来一鼓作气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

人认为，群众运动汇集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具有轰轰烈烈、排山倒海之势，只要通过轰轰烈

烈的群众运动的方法组织经济建设，用政治动员的办法，强调人和精神因素，以保持群众的热

情，就可以掀起经济建设的“高潮”，实现现代化。
1955 年 12 月，毛泽东提出：我们应当利用目前国际和平形势，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

社会主义改造。1956 年初，毛泽东在听取 34 个部委汇报时，又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

能够超过苏联，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8](P476)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1958 年后的钢产量要比 1957 年翻一番。为此，要破除条条框

框，大搞群众运动。1958 年 9 月中旬，毛泽东视察几个钢铁厂后感慨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

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9](P221)毛泽东还针对当时党内外

存在着的建设方针上的不同意见提出尖锐的批评：“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

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他

们面前出现的只是黑暗……”[10] 毛泽东还说：”“大胆地发动群众，我们千万不能像小脚女人那

样—一定不能把我们的手脚捆起来。”[11]“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

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

气’。这显然是不对的。”[12]国外学者评论说：“总的说来，毛建国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

的思想发展，与他在 1949 年以前对夺取政权的道路探索存在着鲜明的并列关系。”[13](P16)大跃进时

代，在共产党领导层内，许多领导与毛泽东认识一致。刘少奇“视察过许多地方，对用群众运动的

方式搞经济建设大加赞赏和提倡，混淆了指导革命战争的规律与指导经济建设规律的不同，幻

想能像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取得革命决定性胜利一样，社会主义建设也能连续打几个大的战

役，苦战三五年，一鼓作气拿下‘决定性的胜利’。”[14](P117)对“大跃进”错误有深刻认识、力主彻底纠

正的彭德怀，当时也不例外，正如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中说的：“我和其他不少同志

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而当时国内新闻媒体也只有一个声音，“我们

党相信，只要鼓足 6 亿人民的干劲，动员 6 亿多人民力争上游，我们就一定能够高速度地进行建

设，一定能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

之一”。[15]“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16]“全党全民齐动员，要叫卫星飞上天……大干苦干拼

命干……要把美英抛后边”。[17]“就是打一场钢铁战线上的淮海大战”。[18]10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

表题为“开展炼钢的群众运动”的社论，介绍河南、山西省采用小、土、群的办法。只要群众发动起来

了，只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热火朝天”，就会“势如破竹”、“气吞山河”、“不尽长江滚滚来”。
在政治领域，毛泽东也希望通过发动一场又一场的群众运动来完成政治变革的历史任务。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前进中的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阶层都不能替代

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对中国

革命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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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目的是动员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957 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提出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方针，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性方针。1957 年的开门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各种尖锐

批评，使毛泽东感到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假相，根本就没有改造好，由此发动了一

场中国特有的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先后发动 10 余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的功能有其独到

的看法。他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剥削阶级和敌对分

子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或正在消灭，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虽然还有，但已让位于意识

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甚至生死攸关的领域。毛

泽东认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

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P49)由于“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新

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

题。”[19](P384)“社会经济制度改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

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

的时间”。[20]“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

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

格不入的。”[21](P851-852)

因此，为加快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速度，毛泽东在主观上认为，有必要在社会主义时期发动一场接一场的群众运动。正如薄一波

所言：“我们党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战争问题，确实得

心应手，无往而不胜。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大搞群众运动，虽遇到很

大阻力，但终究战胜了阻力；遗留问题虽不少，但总算没有出大乱子。这是毛主席和我们这些人，

坚信这套传统工作方法也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当时谁也说不

出这里有什么不好。”[22](P853)

三

考察新中国建立至“文革”前的群众运动特征，笔者以为，主要表现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

在价值取向与政治性上，运动的人为主观性加强：其目的是追求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其理论指导

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又表现为一种日益浓烈的唯意志论。
社会主义时期群众运动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如土改、“一化

三改”等，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在探

索现代化道路进程中所要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等运动，违背客

观经济规律，忽视经济手段，只能使我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受挫；毛泽

东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批判运动，不但无助于社会政治变革，而且这一系列的运动

产生了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阻碍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它使生机勃勃的意识形态领

域出现了沉闷的局面，使执政党难以听到群众的真实呼声。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

遇，有的还长期蒙受冤屈。他们中一大批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教育

家、大学教授，对于当时科学文化落后的国家是极为宝贵的人才。但在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这对他们本人、对国家而言，都是极大的损失。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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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受到沉重打击和迫害的时候，也就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停滞、倒退的时候，这是一个不

可改变的事实。
历史总在不断发展，并呈现新的内容。当今的中国，正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走上渐进改

革的平稳发展道路。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进行反思，总结其历史经验

教训，无论从理论层面或是从实践上看，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动和组织群众，既要防止运动的方式，又要实现彻底的发动，仍然是一个

值得深入研究的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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