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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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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苏论战对中共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论战期间，中共中央组织翻译出

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整理发表了对苏共和其他党的批

判文章以及相关修正主义者的言论和著作；在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中苏论战

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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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分歧逐渐升级到公开论战，最后导致两党关系

决裂，两国边境兵戎相见。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

又伴随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由此成为中

共党史、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史 和 冷 战 史 研 究 的 热

点。１９９０年代 以 来，随 着 苏 联 和 美 国 相 关 文 件

资料的解密，有关中苏关系、中苏论战方面出版

了不少论著，推动了相关问题研究①。虽然中苏

论战 “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１］２９１，

但从长远来看，这场持续十年的大论战客观上推

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

学习和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中苏论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新课题

苏共中央 在 斯 大 林 去 世 之 后 逐 渐 形 成 了 以

“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为主要内容

的对外政策，而此时中国即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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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也正准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部署。
如何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成为中共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苏共提出的新政策及其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促使

中共从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角度进

行审视和回应。

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赫鲁晓夫 《关于个人崇

拜及其后果》的 “秘密报告”无疑是一颗重磅炸

弹，除少数苏共中央领导外，大多数与会代表都

没有思想准备。会后，苏联各地方党组织向党员

和非党积极分子宣读报告内容。“对于报告中提

到的那些事实没有任何严肃的解释。它对于对外

政策的影响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它在国内的意

义如何呢？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撕掉墙上的斯

大林像，并把它踩在脚下。他们问：是谁制造了

个人迷信？”［２］２２２美 国 《纽 约 时 报》于３月１０日

发表了这份报告①， “自由电台”和 “自由欧洲

电台”也做了广播。英、法、意等国报刊乘机对

左翼政党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攻击，一些社会主义

国家报刊也发表了大量揭露个人迷信的文章，社

会主义阵营产生了普遍的思想混乱。
同样的混乱也出现在中国。３月１７、１９、２３

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讨论

“秘密报告”，认为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程序

上，都有错误。中苏分歧由此产生。鉴于秘密报

告引发的国际反共风浪，会议决定要发表文章，
一方面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一方面坚

持全面分析斯大林，既要指出他的错误，更要强

调他的功绩。以此弥补报告的片面性，补救赫鲁

晓夫的错误。［３］５５０

４月５日， 《人 民 日 报》发 表 《关 于 无 产 阶

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首次公开评价苏共二

十大和秘密报告，并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表独

立的见 解。６月１７日，中 共 中 央 宣 传 部 发 出

《中央关于学习 〈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

的通知》，要求全党县委书记以上干 部，高、中

级党校党员，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进行为期一

年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

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

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的学习，以克服学

习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１９５６年波 匈 事 件 爆 发 后，西 方 世 界 对 苏 共

中央的处理方式进行攻击，以铁托为代表的一些

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也公开谴责苏共，苏联国内

出现学生举行集会声援匈牙利，世界范围内自苏

共 二 十 大 以 来 酝 酿 的 反 苏 反 共 风 浪 达 到 高 潮，
“甚至我们队伍中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分不清

敌我，分不清是非”［４］４１。自１１月２４日 至１２月

２７日，毛泽东２５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以及相关人

员开会，讨论东欧形势以及铁托的普拉演说。１２
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发表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

的历史经验》一文，一是面向国际，在匈牙利问

题上声援苏联，批驳铁托 “反对斯大林主义”的

言论；二是面向国内，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

基本规律，教育和指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

评价苏联、苏共和斯大林，消除人们的疑问和揣

测，并强调共产主义运动要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

对修正主义。此后，随着苏共中央内外政策的逐

步发展和系统化，中国共产党也结合中国革命历

史和建设实践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出版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有针对性地批驳苏方，部署党员

干部和群众开展学习活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之

后的一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

１９５９年苏 共 二 十 一 大 之 后，苏 共 中 央 对 国

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又作了许多新阐述，包括：新

的世界大战可以防止；国际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全

面缓和时期，结束冷战、和平共处开始从可能变

为现实；应该利用一切可能，避免紧张 和 战 争，
等等。苏 联 报 刊 上 普 遍 宣 传 没 有 战 争、没 有 军

队、没有武器的 “三无”世界。在毛泽 东 看 来，
此时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发展在中国”，赫

鲁晓夫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但 “总
有一天要走向它的反面，改好，或者自 己 改 好，
或者由旁人改好”。［５］２４７因此，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７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

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公开阐明对 “和
平过渡，和 平 主 义，战 争 与 和 平 的 问 题”的 看

法，帮 助 赫 鲁 晓 夫 和 苏 共，在 批 判 中 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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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 冷西认为是１０日 （《十年论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页），杨奎松认为是１６日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３４页）。



团结。［５］３１０

以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为契机，中国掀起

了宣传列宁，出版和学习列宁著作的热潮。中共

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 《列宁选集》
四卷本，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０日 由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四卷本包括了列宁在各个斗争时期所写的重

要著作，涉 及 了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的 许 多 根 本 问

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列宁的思想。选集发行了

精装本一万册，分别由各地图书馆购藏，普及本

由新华书店分发各地书店零售。［６］１８９至１９６３年２
月，《列宁全集》３９卷也已经出齐。①

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通知，以人民

日报编辑部名义，围绕中苏两党的主要分歧编选

列宁论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

无产阶级专政、殖民地革命、反对修正主义、不

断革命、群众运动，以及论党等八个专题的言论

集，每集约三四万字，由 《人民日报》自四月中

旬起全部刊载，再由人民出版社印成小册子，作

为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书籍出版。［６］１９０

４月１６日、２２日，《红旗》《人民日报》分

别发表题为 《列宁主义万岁》和 《沿着伟大列宁

的道路前进》的文章，陆定一在纪念列宁诞辰九

十周年大 会 上 作 《在 列 宁 的 革 命 旗 帜 下 团 结 起

来》的报告。上述文章和报告首次系统阐述中共

中央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和

平过渡等一系列问题的意见，不点名地批评了赫

鲁晓夫和苏共中央的一些观点主张。这三篇文章

和讲话也印成了小册子，以 《列宁主义万岁》为

标题，用中文、英文、俄文、德文、日文、法文

等多种语言公开发行。［４］１７０－１７１

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０日，苏共中央在致中共中央

的信中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
作为回应，中共中央于６月１４日复函苏共中央，
并以 《关 于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总 路 线 的 建 议》
（以下简称 《建议》）为 题 在 《人 民 日 报》上 发

表。７月１４日，苏 共 又 在 两 党 会 谈 期 间 公 开 发

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共产党员的公 开 信》，点 名 批 判 中 共 和 《建

议》，会谈破裂。此后，中苏两党分别在 各 级 党

报党刊上发表文章公开辩论。从１９６３年９月 至

１９６４年７月，中 共 中 央 连 续 发 表 《苏 共 领 导 同

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重头文章评论苏

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和

平共处政策、南斯拉夫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问

题上对苏共观点逐条批驳，阐述中共关于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主张。由此，两党争论进入

到激烈的公开大论战阶段。
为适应 国 内 外 斗 争 形 势 的 需 要，１９６３年５

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党内高级干部学习马

恩列斯著作。中央宣传部明确了 “干部选读马恩

列斯著作目 录”，即 “３０本 书”，有 马 克 思 恩 格

斯的 《共产党宣言》等８本、《自然辩证法》导

言等恩格斯著作３本、列宁的 《怎么办？》等１１
本、斯大林的 《论反对派》等５本、普列汉诺夫

的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３本。这些

书还排印了１６开、３号仿宋字的大字本，《共产

党宣言》等 书 出 版 了 线 装 本。１９６４年２月，毛

泽东指示将这３０本书出版大字 （四号字）线装

本，分册印装。自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５年底， 《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已出版２１卷，重要著作大体上

都出版了单行本，还出版了一大批书信集、专题

文集、文稿和言论汇编等等。［７］２２８

这一时期编辑出版的专题论著，针锋相对的

论战色彩明显。据吴冷西回忆，收集和编辑马恩

列斯关于时代、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论述，“搞清

楚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是在什么

情况下，对什么问题、跟什么人讲的”，“也收集

世界各国党特别是苏联党，尤其是赫鲁晓夫对这

些问题的言论”，“这样在写文章的时候，对对方

的言论比较熟悉，辩论起来有根有据”。［４］１９６

１９６４年２月，中 共 中 央 宣 传 部 发 出 《中 央

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

示》，再次要求党员干部普遍进行马列著作的学

习，以达到防修反修的目的。“中央认为目前是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好时机。现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为了

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马克

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这种在战斗中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

最好办法，只要我们认真运用这个方法学习，就

能大大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大大增强我们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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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力量”。［６］１８９中苏论战

的 “战斗”环境更有利于推动干部党员学习马克

思主义，提高理论水平。
随着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

入，特别是 中 苏 论 战 的 不 断 升 级，１９６０年 代 以

后大量编译出版马恩列斯著作，领导和组织党员

干部加强理论学习，不仅为与苏共论战准备了理

论武器，也为党的队伍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起

到了促进作用。

三、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掀

起毛泽东著作学习活动热潮

《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早在１９４９年就已

成立，当时已拟定计划选编出版四卷本，第四卷

的内容拟定范围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３年， 《毛 泽 东

选集》第 一 至 三 卷 先 后 出 版 ［８］。时 隔 七 年，

１９６０年９月，《毛 泽 东 选 集》第 四 卷 最 终 出 版，
只收录了毛泽东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４９年９月解放

战争时期的７０篇著作。而其出版背景：一 是 克

服国内 “大跃进”运 动 造 成 工 农 业 建 设 的 挫 折，
“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加强全党团结，发

扬埋头苦干、勤俭建国的精神，加速我国社会主

义革命和 社 会 主 义 建 设”①；另 一 个 原 因 就 是 应

中苏论战的需要，正面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武装

斗争夺取政权道路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以反

驳苏共关于国际形势、“和平过渡”等系列观点。

１９６０年９月７日，中共中央组织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宣传部长参加 《毛泽

东选 集》第 四 卷 的 宣 传 和 学 习 座 谈 会。会 议 认

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第三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记录，是我国

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重大发展，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最好的教科书”；
“对于加强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

斗争，反 对 现 代 修 正 主 义 的 斗 争，争 取 民 族 独

立、民主 自 由、社 会 主 义 和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的 斗

争，也具 有 重 大 意 义”。② 会 议 还 建 议 各 地 要 注

意从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反动派的

本性和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放手发

动群众打倒反动派，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

视敌人，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

革命的转变等理论专题进行学习和宣传。这就使

得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和宣传明显地具

有了同苏共 “和平共处” “和平过渡” “和平竞

赛”政策主张相论战的意味。
在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的同时，中共

中央在 《人民日报》和 《红旗》杂志上配发多篇

文章进行 阐 发 和 解 读。９月３０日 《红 旗》杂 志

发表编辑部文章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

总结———为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
对第四卷相关文章创作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也

从前述几个专题进行阐释，凸显其 “敢于革命、
敢 于 斗 争、敢 于 胜 利”的 主 要 精 神［９］。１０月，
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点明学习 《毛泽东

选集》的目的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搞毛泽东

的崇拜，是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争夺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需要。”［１０］５９２－５９３

为方便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１９６４年３
月，中央还决定编印两本选读本，一本供工农群

众学习用，另一本供一般干部学习用。１９６４年５
月，解 放 军 总 政 治 部 编 辑 出 版 《毛 主 席 语 录》。
林彪提出： “学 习 毛 主 席 著 作，要 带 着 问 题 学，
活 学 活 用，学 用 结 合，急 用 先 学，立 竿 见

影。”［１１］３５６全 国 全 军 掀 起 了 毛 泽 东 著 作 的 学 习

高潮。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从酝酿至出 版，间 隔

七年之久，中苏论战是推动其最终完成的一个重

要原因。它的完成，不仅全面系统总结了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肩负着重要的

历史任务，即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马克思列宁主

义理论修养，防止和反对以 “和平过渡”取代无

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修正主义，并为世界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借鉴。

四、编 译、出 版 “灰 皮 书”，为 反 修

斗争提供 “反面教材”

中苏论战中，多数中共党员甚至干部，关于

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反华言论、修正主义和

机会主义言论，尤其是对作为反面人物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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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言论知之不多。毛泽东认为 “在温室里面培

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阅读

反面言论可以进行 比 较 和 研 究，起 到 “种 牛 痘”
的效果。因此，他指示相关部门收集、查找这些

资料，为反修提供资料。［１２］１

《人民日报》在论战期间不仅宣传中共中央

的理论观点，同时也发表了 苏 共、意 共、法 共、
美共等党的领导人 的 言 论，转 载 苏 共 《真 理 报》
等报刊上的反华文章。自１９６０年 始，中 共 中 央

对外联络部组织编 辑 《赫 鲁 晓 夫 言 论》，收 集 赫

鲁晓夫自１９３２至１９６４年公开发表的讲话、书信

等，作为 “现代修正主义的百科词典”，由世界

知识出版社出 版，１９６４年 又 编 译 出 版 了 《苏 联

报刊反华言论》五集。

１９６０年底，中 央 编 译 局 成 立 国 际 共 运 史 资

料室为中央反修斗争服务，主要任务就是搜集、
翻译和研究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的 资 料。１９６１年

后，资料室 陆 续 与 人 民 出 版 社 组 织 出 版 了 一 批

“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反

面材料，供内部参考使用，１９６３年和１９６４年是

出版高峰期，至１９６６年中断。期间出版了：《修
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考 茨 基、伯

恩斯坦、鲍 威 尔、托 洛 茨 基 等 “新 老 修 正 主 义

者”的 论 著。［１２］７这 些 书 统 一 用 灰 色 做 封 面，内

部发行，俗称 “灰皮书”。
周扬在１９６０年初中宣部召开 的 会 议 上 传 达

毛泽东关于出版修正主义者著作的意见时提出：
文化出 版 界 要 配 合 反 修 斗 争，成 立 文 艺 反 修 小

组，不仅要研究修正主义，还要研究资 本 主 义、
帝国主义。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４年，中宣部组织出版

了一批西方社会科学和苏联文学艺术著作，也称

“灰皮书”“黄皮书”。包括德热拉斯和哈耶克的

代表作，以 《解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为代表的苏联、美国、英

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小说和文

艺理论作品。［１３］５－９

这些著作也成为高校政治理论课上建议学生

阅读的 书 目。１９６１年４月，教 育 部 关 于 《改 进

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提出：
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是教育学生，“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去观察问题、研

究学问和处理工作，不断地同现代修正主义、资

产阶 级 思 想 和 其 他 反 动 思 想 的 影 响 进 行 斗

争”。［１４］４１－４４文件建议学生需要阅读的书目，除马

恩列斯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著作之外，还包

括 “资产阶级哲学论文选” “资产阶级右派言论

选”“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文选”“现代修正主义文

选”等。
这些 “反面教材”编辑和出版的初衷是为开

展反修斗争提供批判材料，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了

解 “现代修正主义”的来龙去脉，增强论战的针

对性。从长远来看，也为深入研究马克 思 主 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积累了宝贵的文

献资料，更对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五、宣传论战双方文章、观点，开展

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 曾 说： “出 现 了 二 十 大、二 十 二 大，
这也并 不 坏。它 能 帮 助 我 们，使 我 们 想 一 些 问

题，帮助我们加强工作，加强团结，促使我们同

他们作斗争”，“我们党单是用马列主义对人民进

行正面教育是不够的，有的人就是不听，也不看

书。好，修 正 主 义 来 了，就 得 想 想 问 题，看 点

书，看修正主义怎样骂我们，我们的话更有人信

了”。［１１］２６７刘少奇 也 认 为，修 正 主 义 暴 露 出 来 是

好事，“修正主义出现是列宁主义发展的重要条

件”，“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我们可以大大发展

马列主义，可 以 组 织 马 列 主 义 的 队 伍”。［４］２２０因

此，关于中苏论战的基本情况和各方观点，中共

中央指示不仅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还有组织地向

广大党员干部传达，以期形成推动广大党员干部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和契机。
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不久，赫鲁晓夫的 “秘

密报告”在西方国家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也开始

在中国流传。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员干部中

进行传达。据当时在新华社工作的戴煌回忆，苏

共二十大结束不久，根据中央的指示，新华社召

开一次会议，专门传达 “秘密报告”。吴冷西在

会上宣布，“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

念，不得 加 入 任 何 解 释 性 的 插 话；同 志 们 只 能

听，不能记，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传

达，这作 为 一 条 纪 律”。［１５］１－３顾 准 也 描 述 了 中 央

党校传达秘密报告的情况：传达人 “只是照本念

这份报告，念完就散会。念报告不加按语，念完

后对学员不提任何讨论或批判这个报告的要求，
听完就算完事”。［１６］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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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４月 纪 念 列 宁 诞 辰 九 十 周 年 之 际，
除以中共中央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纪念大

会外，文化部还组织在各大城市放映有关列宁生

平的影片、演 出 相 关 戏 剧、话 剧。［６］１８９京 津 沪 等

市举办介绍列宁生平事迹的展览会、报告会、座

谈会和讨论会。活动的主旨在于让群众了解列宁

在革命中的坚定信念和与修正主义顽强斗争的经

历，呼吁群众 “学习列宁革命战斗精神”。［１７］

公开论战期间关于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以

及其他兄弟党对中共的支持或反对文章，《人民

日报》多 数 予 以 刊 载，中 央 广 播 电 台 也 进 行 播

报。中央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召开会议，组织党员

和群众 开 展 各 种 形 式 的 学 习 和 辩 论 活 动。１９６３
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决定扩大传达范围，过 去 只

在党内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现在要一直传达

到基层支部书记，并 “向工人、农民、学生群众

作报告”。［１１］２７８

鉴于苏 共 在 报 刊 大 量 刊 登 反 华 文 章，１９６３
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出 《中央关于在报纸

刊物上发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试办内部

刊物的通知》，提出要扩大批判修正主义的范围，
不仅在 《人民日报》和 《红旗》杂志上，而且逐

步在中央一级其他报刊和省、市、自治区一级的

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同时，要组织更多的党

内外的理论学术工作者和有关的干部，参加到这

个斗争中来。文件提出，“要以反对现代修正主

义为纲，带动党内外干部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毛 泽 东 同 志 的 著 作，带 动 理 论 学 术 研 究 工

作，带动理论干部的培养工作”。这样将有利于

教育广大群众，有利于在斗争中锻炼和提高理论

学术队伍，在斗争中教育群众、锻炼队伍，使一

些 原 来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水 平 还 不 高 的 人 得 到

提高。［６］３３５

国际反修斗争推动了国内 “反修防修”运动

的全面 开 展。１９６４年１月，中 共 中 央 下 发 《关

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

正主义教育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反对

现代 修 正 主 义 教 育 运 动，［１８］１１８４要 求 各 级 党 政 机

关干部组成理论宣讲团，向群众传达社会主义社

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产阶级

复辟的危险。此时，农村和城市正在开展的 “四
清”和 “五反”运动，与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反

对苏修斗争相呼应，形成了面向全国民众的一次

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六、余论

中苏论战期间，中共中央组织翻译出版了大

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发表

了苏联报刊及其他兄弟党的批判文章和领导人讲

话，以及伯恩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和机

会主义者的言论和著作；向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和

普通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苏论战情况和

中共中央的政策观点。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和文献资料的出版，特别是通过学校、报刊、广

播等途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对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

客观的推进作用。随着中苏论战的不断升级，中

共中央的政策主张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传达和

讨论，几至家喻户晓。普通群众也频繁地关心国

内 国 际 大 事，论 战 中 使 用 的 诸 如 “赫 鲁 晓 夫”
“修正主义”“三和”“两全”等概念开始进入群

众的视野。
从长远来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亲历者们多

年后重新反思论战双方的观点，总结历史教训，
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更

加深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邓小平

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１９］论战在一定程度

上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

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判断；关于正确

认识社 会 主 义 与 资 本 主 义 的 关 系，实 行 对 外 开

放，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等提供了历史启示。［２０］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关于

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主张，如：坚持独立自主的

外交方针；把反对霸权、争取和平作为外交的首

要任务；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统一起来，正确

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出 “不搞意识

形态争论”的原则，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
不同意识形态政党之间的关系等理论观点，可以

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总路线争论的重新回答。
当然，论战中，中共中央发表的文章也存在

明显缺陷。如：“九评”不仅在内容上为 “文化

大革命”进行 了 理 论 准 备［２１］，在 形 式 上 对 “文

革”时期动辄戴 “帽 子”、打 “棍 子”评 论 文 章

风格的 形 成 有 直 接 影 响。论 战 文 章 无 论 是 对 苏

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评价，还是

关于西方国家或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现状，都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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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阎明复回忆 《建议》起

草过程中曾去 《红旗》杂志社，看到会议室里堆

满了马列主义的著作，起草人员正在忙着摘抄经

典著作。“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在讨论会上

也说 “这样的八股文章，没有任何战斗力，老祖

宗讲什么，赫鲁晓夫说什么，相比对照，不一致

或有 差 异，就 是 修 正 主 义，完 全 没 有 联 系 现

实”。［２２］何方也对此提出批评：“我们的论断不是

出于调查研究的结果，而是先有诊断，然后再去

找材料编理由来加以证明。”［２３］

没有调查的理论和观点难免会脱离实际。时

任中国驻 南 斯 拉 夫 大 使 伍 修 权 在 回 忆 录 中 也 提

到：１９５８年初，南 共 为 准 备 七 大 提 出 了 南 共 纲

领 （草 案）。大 使 馆 将 南 共 纲 领 及 国 内 情 况 与

《莫斯科宣言》提出的九条社会主义社会共同规

律作了比较，认为南共坚持了工人阶级政党领导

和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生产资料 公 有 制、
计划经 济、民 族 平 等 和 保 卫 社 会 主 义 等 六 个 方

面。所以，伍修权在报告中提出南共纲领草案许

多部 分 观 点 正 确， “与 我 党 的 观 点 是 基 本 一 致

的”。而此时由于苏南关系恶化，中国国内已认

定南共纲领是 “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

正主义”。因此，伍修权被召回国，并在 八 大 二

次会议上作检讨。［２４］

是用马恩列斯的理论观点去界定和规范变化

了的社会实践，还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研究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论战

中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航道，把苏共和一

些东欧国家共产党对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的某些

具体论点的反思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背叛”。
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和宣传陷入绝对化和教条化的误区，在实践上也

中断了对斯大林模式改革的探索而走向极 “左”。
这尤其应为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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