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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邓小平对
“

文化大革命
”

原因的基本认识
,

并讨论 了制度作为决定性因素

在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原因中的特殊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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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
”

已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

大事
。

众所周知
,

它是一出历史大悲剧
。

为 了能

更好地认识
“

文化大革命
” ,

能从根本上杜绝这

种历史悲剧事件再次发生
,

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当

事人的感知
、

认识中去反省和认识历史
,

找到问

题的根源
,

从源头上避免这类悲剧发生
。

邓小平

是
“

文化大革命
”

的当事人和受害人之一
,

因

此
,

探索邓小平对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原因的基

本认识
,

对预防这类历史悲剧事件发生应该是有

意义的
。

后一次是在 19 81 年
,

在决议形成期间
,

他和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

的谈话中反复讲到的
。 ` ’叹仔小平的这几次谈话

,

对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原因作了深人
、

透彻地分析

和客观科学的认识说明
。

(详见下文 )

关于
“

文化大革命
”

的原因
,

中国共产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已有正确的总结和科学的说

明
。

决议指出了
“

文化大革命
”

问题产生的党的

指导思想上存在 的错误
,

特别客观地分析了产生

错误的
“

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
” 。

川这个结论的形

成应该说是与邓小平多年的努力分不开
,

甚至可

以说就是他和一 批老 一辈革命家长期努力的结

果
。

在决议形成以前
,

邓小平在他的讲话中曾有

四次明确谈到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的原因
。

第一

次是在 1 9 7 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

上
。 〔21
第二次是在 19 80 年 8 月 18 日在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
,

他在讲到
“

权力过分集中
”

问题时

指出的
。 `3 ’
第三次 (这也是谈得特别多和特别透彻

的一次 ) 是在 198 0 年 8 月 21 日
、

23 日
,

他两次

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
·

法拉奇时讲到的
。 `4 ,

最

从邓小平对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原因的讲话

内容来看
,

邓小平认为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原因

可以从如下两点去认识和解剖
:

其一
、 “

文化大革命
”

的爆发明显地有 三个

方面的原因
:

第一
,

毛泽东的个人因素
。

这是邓小平说得

比较多的一个因素
。

他一再强调
,

过去 的问题中

央 集体有 责任
,

但
“

毛 泽东 同志要 负主要 责

任
” 。

对此
,

邓小平讲了三点理由
:

1
、

毛泽东有主观动机
。

邓小平讲毛泽东发动
“

文化大革命
”

主要是从
“

反修防修
”

出发的
,

是想
“

避免资本主义复辟
。 ”

20 世纪 60 年代整个

世界都处在大分化
、

大动荡
、

大重组的时代
,

国

际国内形势都很复杂
,

阶级斗争
、

政治斗争都极

端剧烈
,

尤其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异常凶猛
,

生

活
、

工作在当时 的任何人对此也决不会无动于

衷
,

更何况是有过复杂政治斗争
、

残酷政治斗争

体验的政治家毛泽东呢 ? 这种有过政治斗争考验

的政治家对政治动态是比较敏感的
,

因此
,

邓小

平这样去认识毛泽东发动
“

文革
”

的主观动因
,

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

或者说
,

就是当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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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形势的逼迫
,

毛泽东才

主动引发 了
“

文化大革命
” 。

2
、

毛泽东被革命和建设等一系列胜利冲昏了

头
,

有骄傲的情绪
,

有
“

左
”

的苗头
,

主观上行事

处世
“

不够谨慎
” ,

加之
“

接触实际少 了
” ,

对实

际情况不够了解
,

个人主观主义逐渐滋长
,

违反了

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

这也是促成毛

泽东在发动
“

文化大革命
”

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一

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

他说
“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

违反 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 ” ! “ ,

人在成功时免不了

有骄傲的情绪
,

容易忽视实际
,

容易犯性急的毛

病
,

我行我素
,

最终酿成犯大的错误
。

3
、

封建家长制作风余毒对他的影响
。

中国是

一个有数千年封建历史的文明古国
,

既有灿烂的文

化也存在历史的糟粕
。 “

联
”

即国家
, “

联
”

的意

志就是法
。

家长制专制作风
,

影响着中国的千秋万

代
,

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没有逃脱这个历史命运的作

弄
,

晚年的他大搞个人迷信
,

听不进不同意见
,

放

弃
“

民主集中制
”

和党的
“

集体领导
”

原则
,

最终

犯下了大错
。

封建家长制作风这种东西
,

在中国有时还作为

我们历史文化中的宝贵遗产被我们中国一代又一代

人所继承
。

在家里做家长
,

在部门里当领导
,

在一

个集体里当头头
,

经常这样想这样说还这样做一
“

我说了算 !
”

忽视他人的意见
,

忽视他人 的意

志
,

忽视他人 的利益
,

任意所为
,

错把专制当权

威
,

错把独裁当魄力
。

更为可怕的是居然这种人这

种做法还相当有市场
,

有社会基础
。

有人认为这才

像当领导的样子
。

这恐怕就是毛泽东能以一己之力

可 以犯下 滔天大错的深层要素吧 ! 可不可 以这样

说
,

伟人的错误
,

除了 自己的因素外
,

主要是与人

民大众有意无意所犯下的错误分不开
。

第二
, “

左
”

的历史因素
。

其实
,

这个因素在

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中也是存在的
,

邓小平曾深刻地

指出过这个问题
。

他说
,

毛泽东
“

晚年有些不健康

的 因素
、

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
,

主要是 一些
`

左
’

的思想
。 ”

但是
,

在邓小平的论述中又似乎

不止指毛泽东一人
。

老一辈革命家中有的也有
“

责

任
” 。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初期
,

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上
“

左
”

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

在邓小平看

来
, “

文化大革命
”

就是我党
“

左
”

到了极点
。

“

文化大革命
”

的发生
,

是毛泽东犯
“

左
”

的错误

造成的
,

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
“

我们
”

犯
“

左
”

的

错误造成的
。

所以
,

邓小平认为
“

文化大革命
”

灾

祸
,

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

但又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的责任
, “

中央
” 、 “

集体
”

应该承担责任
。

在人类历史上
,

革命者犯
“

左
”

的错误是比较

普遍的
。

因为革命者总急于成功
,

总想把人们的灾

难一下解除
,

让人们一夜过上共产主义美好生活
,

这就容易不顾现实而冒进
。

犯
“

左
”

的错误
,

而且
“

左
”

容易被接受
,

因为它表现激进
。

但是
,

“

左
”

者 由于他不顾客观现实
,

冒险
,

蛮干
,

莽

撞
,

因此危害大
。

所以
,

在邓小平看来
,

正是由于

我党
“ `

左
’

的思想的发展
,

所以才导致 了
“ `

文

化大革命
’

的爆发
” 。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60 年

代初期
,

既是新中国重要的发展时期
,

也是新中国

历史发展
“

左
”

得十分严重的时期
,

时而
“

大跃

进
” ,

时而
“

人 民公社化运动
” ,

人们被革命的胜

利
、

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冲昏了头
, “

左
”

成了当

时的一种历史的潮
,

一种历史的惯力
,

这种历史的

潮和惯力使人们意动
、

行乱
,

犯错误
。 “

文化大革

命
”

就是其所造成的严重错误
。

其实
,

历史的发展
、

历史的变化
,

有时就是受

一种潮流或者说就是被某种历史潮流的惯性驱使而

成为现实的
。

我们可 以这样说
,

如果没有
“

19 57

年开始
”

的
“

左倾
”

潮
,

就没有从 19 66 年开始的
“

文化大革命
” 。

第三
,

制度因素
。

这一点
,

邓小平是论述得最

充分最深刻的
。

可以说
,

他反复强调这个因素
。

一

会说
, “

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
,

当然
,

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
。

我们说
,

制度是

决定因素
,

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

那时大家把

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
。 ”

一会又说
“

权力过分集

中
” , “

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
,

成为发

生
`

文化大革命
’

的一个重要原因
。 ” “

我们过去

发生的各种错误
,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
、

作风

有关
,

但是组织制度
、

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

要
。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

制度不好可 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

甚至会走向

反面
。

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
,

也受到

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
,

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

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

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

主义制度
,

人们就会说
,

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

解决的一些问题
,

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

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
,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

加以重视
。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
,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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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就说过
,

这样的事件在英
、

法
、

美这样的西方

国家不可能发生
。

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
,

但是由于

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

因
,

仍然导致了
`

文化大革命
’

的十年浩劫
。 ”

他

甚至还说
, “

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
。

但

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
,

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

况
。

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
,

就是

说
,

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
。

他不容易

听进不同的意见
。

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

的
。

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
,

不仅是我的
,

其他同志

的在内
,

他不大听得进了
。

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
,

集体领导被破坏了
。

否则
,

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

发
`

文化大革命 ”
, 。

总之
,

在邓小平看来
,

制度因素是
“

文化大革

命
”

发生的一个客观的重要的深层的因素
。 “

权力

过分集中
”

是制度问题
, “

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

起来
” 、 “

整个政治生活不健康
”

是制度问题
,

“

民主集中制被破坏
” 、 “

集体领导被破坏
”

也是

制度问题
。

在他看来
,

制度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

“

文化大革命
”

就是制度不完善不健全造成的
。

具

体讲
,

它包括组织制度
、

工作制度
、

领导制度等不

完善造成的
。

因此
,

他要求我们要健全社会主义制

度
,

包括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
。

其二
、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的原因除了上述原

因外
,

还有别的一些 因素
。

比如
“

小资产阶级思想

影响
” 。

19 81 年他在和 《历史决议》 起草小组负

责同志的谈话中
,

他讲
“ `

文化大革命
’

原因中提

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

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

处
。

…我们这次讲
`

文化大革命
’

的原因
,

不涉及

小资产阶级
,

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
,

说每一

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
,

一定都有社会根源
、

思想根源
、

历史根源
。

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
,

也

好
。 ”

另外
,

在 1 9 80 年 8 月 18 日
,

他在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谈到
“

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

与我们

制度上的问题有关时讲
: “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

义法制
,

毛泽东同志就说过
,

这样的事件在英
、

法
、

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

他虽然认识到

这一点
,

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

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

仍然导致了
`

文化大革命
’

的

十年浩劫
。 ”

前一段话
,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

当时
“

起草小组
” ,

当然也包括中央或别的一些同志已

经认识到
“

文革
”

的爆发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有

关
,

邓小平也有这方面的看法
,

但由于认识还不透

或当时谈不合适
,

一句话
,

当时
“

决议中不涉及没

有坏处
” ,

就回避算了
。

但事实是小资产阶级思想

对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 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

那

么
,

后一段话
,

邓小平的
“

其他一些原因
”

是包含

了哪些原因呢 ? 除了上面那些原因外还有没有别的

因素呢 ? 其实
,

在我们考察认识社会历史问题时
,

在探索认识事物的起因时总是存在一些无法完全认

识到的因素
,

因为有好多东西藏在事物的内部
,

一

时难以认识清楚
。

邓小平是一位阅历十分丰富的饱

经人世风霜的杰出政治家
,

他应该是懂得这个历史

哲学道理的
。

因此
,

我们可 以从他那意味深长的
“

其他一些原因
”

中
,

悟到
、

隐约摸到
“

文化大革

命
”

的发生是有多种的
、

复杂的要素的存在
,

有的

只能用
“

其他一些原因
”

这类语言来代替
。

我们在

进行历史探究中
,

我们会发现有些社会历史现象的

构成要素
,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

有的真是只可意

会无法言语的 (而且有的还可能是引发该历史现象

的深层原因 )
,

只能用
“

其他一些原因
”

这类语言

来代替
。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
·

托夫勒说
: “

如果我们

不向历史学习
,

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 。 〔7 ’

总结历史为的是向前看
,

这是邓小平认识和处

理历史问题的一贯的原则立场
。

我们总结
“

文化大

革命
”

爆发的原因
,

无疑是为了使人们认识原因
,

避免这类历史悲剧发生
,

推进历史进步和发展
。

从上面邓小平论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原因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文化大革命
”

的爆发
,

原因很多
,

但根本的还是制度方面的原 因
。

只要有好的制度
,

引发
“

文化大革命
”

的毛泽东个人因素
、 “

左
”

的

历史因素就将被克服
, “

文化大革命
”

这种历史悲

剧就不会发生
。

历史告诉我们
,

凡是制度建立全
、

建设完善的国家
,

社会历史都比较稳定
,

社会历史

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

看来
,

建立好的制度
,

建设

好制度
,

是解决
“

文化大革命
”

悲剧的根本出路
。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

他曾经在回答

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
·

法拉奇提问— 如何
“

避免

或防止再发生诸如
`

文化大革命
’

这样可怕的事

情 ?
”

时指出
, “

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
。 ”

在

他看来
,

我们过去不是没有制度
,

而是制度建立不

全
、

不够完善
,

有的
“

制度
,

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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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包括个人迷信
、

家长制或家长作风
,

甚至

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
。 ”

所以
,

他说我们正在进行

研究
, “

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
。 ” “

认真建立社会

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
。

只有这样
,

才能

解决问题
。 ”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改革开放的现实

实践建设的证实
,

外国专家也看到了
,

做了旁证
。

美国知名学者费朗兹
·

米切尔在 19 9 0 年出版发行

的 《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 书上指出 : “

邓小平主

张改革制度化
” 。

他说
, “

邓小平采用一些新的法

律秩序应用于党
,

目的不过是为了制定一些新的规

章制度
,

以防止
`

文化大革命
’

的重演
。 ”

l8]

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动教授等在其 《政治学原

理 》 中讲到一个观 点
“

制 度建设是最 大的政

治
” 。 【9 ,

笔者非常赞同
。

的确
,

制度问题是一个决

定性因素
。 “

制度好可 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

制度不好可 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

甚至会走

向反 面
。 ”

邓小平在后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
、

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程中
,

以
“

文化

大革命
”

的教训为戒
,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

法制
,

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

使我们的改革

开放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

今天
,

我们在邓小平

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指导下
,

更应吸取

邓小平认识和处理
“

文化大革命
”

历史问题的历

史经验
,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社

会
,

使我们的社会稳定有序
,

使我们全面实现小

康社会的目标早日变成现实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1 龙虎网
.

《党旗飘扬—
纪念建党 80 周年专题网站

.

南京》
.

12」【3 1【4」【s }【6 ] 《邓小 平文选》 (第二卷 )
,

人民 出版社
,

1 9 5 3 年版第 2 3 0
、

2 5 0
、

3 0 3
、

2 5 5 一 2 7 4
、

2 6 2 页

【7] 岳庆平主编
.

《中国的家与国》
,

吉林文史出版社
,

1 99 0 年版第 1 页
.

【8] 表南生
,

伍国用主编
.

《中外名人看邓小平》
,

湖南出版社
,

1 9 97 年第 2 版第 1 78 一 1 79 页
.

19 )王浦动主编
.

《政治学原理》
,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20 04 年版第 5 页
.

O n D e n g 兀 ao P in g
’ 5 D i s e u s s i o n

ab
o u t ht e C au

s e s Of C h in e s e

C u l t u r al R e v o l u t i o n

F E N G Jin g
,

Z H A O X i a n
一

m i n g

of oS
e I’a 了凡殆

刀 c 乌
“

石动己
塔 公〕

头罗
, J

Y介〕方日只乡 S `方
~ 盯J比扮

A b s t ra ot : Th i s a rt i e le d e a l s w i t h D e n g X i a o p i n g
’ 5 b a s i e r e e o g n it i o n o f t h e e a u s e s o f C h i n e s e C u l t u r a l R e v o -

l u t i o n , a n d d i s e u s s e s t h e s p e e i a l s t a t u s o f th e p o l i t i e a l s y s t e m
, o n e o f t h e d e e i s i v e fa e to sr hw i e h e a u s e d th e R e v -

o l u ti o n
.

K e y w o rd s : D e n g X i a o p i n g ; Cu l t u ar l R e v o l u ti o n : C a u s e ; M a o Z e 一

d o n g ; eL ft : S y s te m

(责任编辑
:
周娜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