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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蕴晖同志是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位专家。
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那四卷一套的《1949～1989年的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时候。
我那时准备参加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几乎读遍了已经出版的写建国以来历史的书。
那四卷书，当时是名声很大的书，也是我划了很多铅笔记号作了不少简单批注的书。
第一卷叫《凯歌行进的时期》，第二卷叫《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三卷叫《大动乱的年代》，第四卷
叫《改革开放的历程》。
淋蕴晖是第一卷的领衔作者，分工撰写“创业探索”这一篇。
此篇写“前七年”中的“后四年”，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的四年。
一般都认为，建国以后的历史，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那个曲折发展的岁月和“文化大革命”十年
那个大动乱的年代，最为复杂，其实，这种复杂性在“前七年”中的“后四年”已经开始出现。
　　廖盖隆同志为《凯歌行进的时期》写了序言，其中提到我那篇《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文章。
那是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结束后不久，中共党史学会在汕头召开的一个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上，我
所作的一个包括十二个问题的长篇发言，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上（此文连同我的其
他有关文章一起收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本小册子里，以
后又收入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我的论文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中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出版的《龚育之文存》中）。
对我来说，这是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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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依据长期积累的档案资料与深厚的理论功底，并本着重新审视历史，既要从当时的历史实际
出发，弄清历史的来龙去脉，又必须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去总结历史提供的经验教训的立场，对共
和国六十年来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证，提出不少独立见解，廓清了许多历史之谜
，也澄清了多年来的一些模糊不清的观点与说法。
     本书与本社去年出版的《国史札记事件篇》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分别从史实与理论两方
面着手，对共和国六十年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剖析、研究，从而使广大读者能更加
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国家如何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如何从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向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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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蕴晖，1932年12月生，江苏省丹阳市人。
1992年退休前为国防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奠基创业》（《中国二十世纪全史》第七卷，专著）；《辅助建国》（《刘少奇
之路》第三卷，专著）；《共和国年轮——1953》（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合著）；《人民
公社狂想曲》（合著）；《风雨兼程一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主编）：《人民共和国春秋
实录》（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21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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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略转轨　　毛泽东首创新民主主义　　要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否要经
过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当年在为中国寻求独立富强道路的革命志士，是付出过极大代价的。
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展，中国革命只能先由资产阶级领导，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的统治以后，建立一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另
一种意见认为，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无力领导革命，1924年中
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又因资产阶级的叛变而告失败，表明在中国必须要同
时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以“毕其功于一役”，使社会主义一步到位。
从1924年到1934年这十年多时间的革命实践，证明这两种政治主张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半殖民地半封
建中国的实际，因而都走不通。
在这里重要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与本国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关系。
　　创造性回答这个历史课题的，其功绩首推毛泽东。
这就是由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中心内容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这个理论在1940年代臻于成熟，其代表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
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
话》。
以毛泽东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其核心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
会论。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
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经过民主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既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
国，而是中国式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这是由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至于为什么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过程，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曾有过透
辟分析。
他说，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
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
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
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据此，他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
。
必须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
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经济在
中国社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
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他还对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发展资本主义作过专门的解释。
他说：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
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_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
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他还针对有些人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提出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
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坚定而有力地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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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
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针对党内存在的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糊涂观念，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还说，我们这样肯
定要发展资本主义，在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
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
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
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
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
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
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
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
。
”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
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50％左右。
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
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
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
，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曾多次作过说明：　　他在1948年中央
政治局的9月会议上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
帮助我们发展经济。
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
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　　在1949年9月的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回答有人提问要多少时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说：“大
概二三十年吧”。
　　七届二中和三中全会的路线　　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以前，谈论中国将经过新民主主义
走向社会主义还只是个理论问题，那么到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这就已成为提上日程的现实
问题了。
1948年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曾讨论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和结论中说到：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
发展的，是反动的。
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
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他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
，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
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
　　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通过的决议郑重指出：中国的私
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现代性工业经济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他们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
，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守中立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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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
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
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容许其存在及发展。
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又说，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都要
依各地、各业及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但决不可以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
的余地。
决议明确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反
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进入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合
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
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
社会主义国家”。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又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
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在口头讲话中更把“不要四面出击”，明确为党的“战略策略方针”，是“三中全会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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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史札记(史论篇)》回眸六十年风雨历程，走出共和国发展认识误区。
　　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何被提出者毛泽东本人放弃？
　　如何评价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说、“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思想，以及他所重申的
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评？
　　造成一九五七年以后的曲折，原因很多，仅就中共八大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而言，是
否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矛盾？
　　“文化大革命”的原始动因，与一九五三年总路线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有没有内在联系？
　　解放思想，仅仅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还是包括要从一
九三六年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下解放出来？
　　姓“资”姓“社”的问题为什么总是困扰着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为什么总是受
到调侃？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在巨变瓦解中崩溃，而中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欣欣向荣，从社会主
义发展史的角度如何评估邓小平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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