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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后一卷（即第15卷）。
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1966—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新历史进程，其重点是对“毛泽东对中国式道
路的寻求”、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谨慎
、求实的研究。
后毛泽东时代，继承人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所做出的巨大项献及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是本书的又一论
述重点。
同时，本书对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教育、文艺及知识分子等，也分别予以充分的
研究和考察，并作出相应的评价。
本书最后部分对台湾省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叙述和评析。
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问题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为
关心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的一切读者提供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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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在1956年春季和夏季，毛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而且也对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
、共产党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问题、是非关系问题等采取了非常温和的态度。
他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问题。
但毛在此之前的讲话中已多次提到这些问题。
由于“阶级斗争”在1957-1976年间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有必要专门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讨论。
　　人民、阶级与矛盾　　1957年2月之前，毛考虑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在1937年的《矛盾论
》中形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毛认为，虽然矛盾“贯穿于每一个发展过程的始终”，虽然所有的矛盾都包含着斗争
，但它们不一定都是对抗性的，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在毛当初写的这篇论文的原文中，他把“非对抗性矛盾”的范围规定得非常宽泛，对阶级斗争的范围
规定得也就很严格了：　　例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经济
方面城市与乡村的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各种不同的劳动分
工，工、农在阶级关系上的矛盾，以及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冷与热，　白天和黑夜——
没有一种是以对抗形式而存在。
　　1951年的校订本当然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个时期正统的思想意识的标准，在这个版本中，
毛泽东划分界限更为谨慎，他解释说，“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
候，这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
他还指出，城乡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里，都是“极其对抗”的矛盾，
但在根据地里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非对抗的矛盾。
　　就这篇著作的语气而言，这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强调阶级斗争的需要，他要在整个50年代或多或少地掀起阶级斗争。
但是，就两个仅有的、对新政权构成严峻问题的阶级而言（正像我们从前文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
研究中所看到的），他1951年划分界限时对它们的态度没有重大变动。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方式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
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937年设想的是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解决，现在他提出要用“农业集体化与
机械化”的办法，这确实比以前具体多了。
　　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该讲话已收入《毛泽
东选集》），他在当时的这个讲话中坚定了他基本温和的态度。
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同时与很多阶级进行斗争。
在总结党在目前对于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指出：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
统一战线工作。
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
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
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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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后部分对台湾省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叙述和评析。
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问题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为
关心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的一切读者提供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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