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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封信看毛泽东的“公社情结冶

张摇 新摇 强
(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部,北京 100091)

[摘摇 要] 摇 1958 年,人民公社在中国一哄而起,被称作“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冶。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一直是

青睐有加的,从 1959 年 8 月 19 日毛泽东写给吴冷西等人的一封信中,我们或许可以窥知其“公社情结冶。 毛泽东打算用有力

的调查材料来驳斥国内外对人民公社的指责,他认为人民公社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必须得到保护。 在他本人关于人

民公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均透露出了对人民公社的偏爱。 以这封信为线索来探究毛泽东的“公社情结冶,“小缩影冶印证了

“大历史冶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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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以文献史料为中心,解读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

的来龙去脉,是研究者必备的基本能力。 能否客观

地、如实地揭示历史现象,是衡量研究者解读文献能

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里,时人文

章、书信、回忆、电报等皆可作为研究史料。 选择某

个史料作为突破口,再择取相关史料作为佐证,或许

可以模拟出历史人物的情感、想法。 这里,以毛泽东

给吴冷西等人的一封信为起点,试图探寻毛泽东的

“公社情结冶。
毛泽东 1959 年 8 月 19 日写给吴冷西、陈伯达、

胡乔木的一封信,其原文如下:

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
陈伯达、胡乔木的信[1]

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三位同志:
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

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

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

志气,灭他人的威风。 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 请冷

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

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

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 5 个典型,特别办得

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

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公社,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
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

究,不适当,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
人入胜。 并且要跟地、县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组的

同志们一道去办。 每省五个社要派五个有政治、经济

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们认为是

否可以办到呢? 请你们接信后,即日动员,一个月,二
个月,至迟三个月交卷。 我希望能于三十天,四十天

内交来第一批,每省先送一个至二个典型公社,其余

陆续交来即可,你们看,是否可以办得到呢? 办不到,
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并茂为原则。 文字可长可

短,短可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

宜。 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 1955 年

“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冶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

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 请陈伯达同志立

即组织几位熟悉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

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
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 这也是极端重要的。 目的

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 此书出

版及我的文章,国庆节不可能,最快要到秋天,冬天,
最慢要待明春,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 此信你们看

后,如以为可,交尚昆同志立即用电报发给各省、地、
县三级新华社、《人民日报》指定从事此项工作的记

者们,使他们知道我的意向,即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

战。 另发政治局书记处同志。
毛泽东

1959 年 8 月 19 日,于庐山

这封信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毛泽东的意图是什么?
毛泽东心中的公社是个什么样子?
毛泽东为什么对公社如此偏爱?

一摇 意图

从开头一句话,便可看出,毛泽东召集吴冷西、
陈伯达、胡乔木写宣传人民公社的稿子,其目的是为

了驳斥反对派,以及那些数量众多的对人民公社

“抱怀疑态度冶的干部群众。 在他心里,捍卫人民公

社的旗帜己经提到了对敌斗争的高度,所以他说

“必须向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

风冶。 那么,如何斗争?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官方的说法是阶级斗

争己经降到了次要矛盾的地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

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冶,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冶,如何建设

社会主义? 这一话题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对待

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中共一直强调要用“团结—
批评—团结冶的方式,所以“斗争冶要选择非阶级斗

争的方式—用“笔杆子冶而非“专政冶,以此来捍卫人

民公社这面旗帜。
毛泽东让吴冷西通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这封

信讨论一下,并分发给各分社,目的就在于由官方宣

传机构带头,搜集各地办得比较好的、能体现社会主

义优越性的公社典型,然后汇成材料,作为人民公社

的标杆,以对抗“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

疑冶。 毛泽东相信,各地还存在许多办得好的人民

公社。 信中所说的的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是一个

典型,“靠大集体之力,兴大协作之风冶、“统一领导、
统一行动冶迅速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水利工程;河南

省长葛坡胡公社是“工农商协同作战战胜严重干

旱冶、“把灾年变成丰年冶的典型淤。 在自然灾害面

前,这两个公社能够自力更生,统一领导、统一行动,
调集上万名群众协力战胜自然灾害,显示了人民公

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关于河北遵化的王国

藩公社,1958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曾在中共河北省委

上报中央的《王国藩社的情况一直很好》上作过批

示:“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

如王国藩那样的公社。冶 [3] 看来,他在 1958 年就已

经认识到还有许多像这样“办得较好冶的公社。 只

是,那个时候,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化冶浪潮还未

到来,但是毛泽东已经在酝酿着对人民公社典型的

宣传了。
人民公社是个新生的事物,也许是暗合了毛泽

东心中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她的“大冶、“公冶以及

在农田水利建设事业中的表现使得毛泽东有理由相

信,人民公社可能就是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趋势。
虽然他对公社如此倾心,但他并非是狂热地追求,而
是非常强调“调查研究冶,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

风。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使用“公社冶这种组织

形式,中国并不是首例,前面有苏联“集体农庄冶。
中国的任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既要考虑到苏联这

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领头羊的感受,又要考虑到社

会主义建设手段和新生事物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

响,如果新的“探索冶蓬勃发展还好,一旦失败,就会

招来敌对势力的攻击。 可能出于这个考虑,毛泽东

强调,在调查公社情况的时候,对实际情况“不要夸

大,也不要缩小冶,他也考虑到地方干部有可能在这

个问题上不冷静、不够实事求是,所以派秘书“跟县

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究冶,“并且要跟地、县派下去

的有能力的工作组的同志们一道去办冶。 他还要

求,写出的材料“不适当,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

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冶,在同—时期,很少见到毛

泽东对其他方面的宣传材料这么重视、严格。
毛泽东连用几个“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办到呢?冶

还说:“我希望能于三十天,四十天内交来第一批冶,
“一律交给我冶,从这我们可以看出他急迫的心情。
“办不到,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茂为原则冶,毛泽

东设想以实地的、生动的调查研究宣传人民公社的

优越性,同时,自己“写一篇万言长序冶,以“痛驳全

世界的反对派冶。 毛泽东在此是有所暗指的。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鉴于“大跃进冶运动的迅

猛势头,毛泽东兴奋地提出:“后来居上冶,“我们的

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冶 [4]。 在他看来,人
民公社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一条过渡到共

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冶,“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

的基层单位冶 [5]。 毛泽东甚至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领袖的口气说:“中国不久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大

门口等着苏联。冶 [3] 然而,国际上对人民公社的态度

却使毛泽东大失所望。 尤其是苏联干部和专家对

“大跃进冶 的很多做法和目标,不断提出怀疑和

指责。
苏联媒体对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也一直保持沉

默。 例如,在纪念新中国 9 周年国庆的几百篇文章

和广播评论中,只有区区 6 篇顺带提到了人民公社,
而苏联驻华大使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招待会的演

说中,对中国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竟只字未

提[5]。 后来,由于苏联不少地方干部和一些东欧国

家领导人对人民公社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甚至认

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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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因此,为了避

免“盲目效仿冶中国,赫鲁晓夫在苏共 21 大的报告

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了人民公社制度[6]。 毛泽东之

所以要在人民公社上大做文章,可以说与这个大的

政治气候是有一定关系的。 他所说的“苏联同志们

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冶,就是对俄国革命初期

所办公社还心有余悸的那部分人。 毛泽东后来说:
“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
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 ……我看要逼他过,
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冶 [7] 毛泽东想用调查材料

说明,中国的 “人民公社冶 与俄国那种公社是不

同的。
字里行间,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急切心

情和坚定态度跃然纸上。 他要把人民公社的调查材

料集结成书,并指示“最慢要待明春冶,并要求省、
地、县三级的通讯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要认真

对待,从事此项工作的记者们也要通晓其中的重要

性。 也就是说,调查材料一定要客观真实、有说服

力,要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人民公社到底是个什么样

子,如何优秀。 此外,毛泽东说这个意见如果可行,
“另发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中

央高层达成一致意见。
中共的许多干部在“大跃进冶和人民公社运动

的高潮中信心满满,甚至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运

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冶 [3]。 但是,也有人对此持

怀疑态度。 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 但是,此时的中苏两国,在
国内国际政策方面分歧逐步拉大,毛泽东希望借此

来为自己的创举争一个说法,以人民公社“欣欣向

荣冶来驳斥国际反对派的“指责冶。 中共高层在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分歧也是存在的,人民公社此时

已经发展一年之久,这条道路是否可行,是否就是通

往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党内也存在许多不同的声

音。 如果经过实地调查,有几个办得比较好、群众非

常满意的人民公社,能够彰显这种组织制度的优越

性,能够说明这种制度既符合当前农村的生产关系

实际情况,又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趋势,党内的怀疑

和责难也就不攻自破了。

二摇 蓝图

这封信所反映出来的对人民公社的青睐与急迫

的心情,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但是,单凭这封信,我
们尚不足以描绘出毛泽东心目中的人民公社是何种

模样。 如果要了解理想公社的情形,我们还需要更

多的史料,甚至要借助前、后的史料来说明,或许才

能说得清。
联系到毛泽东早年关于合作社的构想,江西瑞

金时期根据地的建设和延安时期农业合作社的探

索,以及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于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

社、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及后来人民公社出现以后,
毛泽东的大力赞扬,我们可以得到一条线索,即他对

于中国农业由单个生产向集约合作发展这样的一个

方向是始终推崇的。 这种推崇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也即中共有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平台以后,
就更加强烈了。

1958 年 2 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对于农业

合作社的所有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设想:
“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

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

成。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

全的 公 社 所 有 制, 也 就 可 以 进 而 实 现 全 民 所

有制。冶 [8]

不过这个“时间表冶因内外因素的刺激而大大

提前了。 外部的刺激主要是苏联,1957 年底毛泽东

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

折点冶,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冶 [9]。 赫

鲁晓夫提出,苏联要用 15 年时间,在工农业最重要

产品的产量、某几项工业产量方面赶超美国,毛泽东

也提出,中国在 15 年后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社

会主义阵营中的这种“赶超冶思想无疑加快了各自

主观上的“冒进冶。 而国内人民群众的发明则让毛

泽东又“惊冶又“喜冶,他多次提到,人民公社是群众

的发明,是自己始料未及的。 1958 年 8 月,毛泽东

到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的农村视察,肯定了徐水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冶的做法,8
月 6 日,当他看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冶
的牌子后,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冶。 8 月 9 日,视察

山东历城县北园乡时,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

办人民公社好[10]。 群众的发明,让毛泽东十分欣

喜,他后来讲到这一段时说:“人民公社的出现,这
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 其

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

八月才发现。冶 [11] “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

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 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

搭起来了。冶 [12]

毛泽东在描述人民公社的未来图景时,称赞人

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冶,并且“产品十分丰富。
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 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
动不要监督冶,“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

叫鞍山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

87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4 年



成公社。 乡社合一,政社合一。冶 [13]人民公社还具有

军事化的优势,毛泽东的设想是:“人民公社里头都

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 开头发几百万支,将来

要发几千万支,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

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 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

练习。 在座的有文化人,又是文化,又是武化。冶 [14]

人民公社既要在生产上“共产冶和“军事化冶,同时,
也要照顾到群众的生活。 除了劳动,还要注意休息,
不仅要抓生产,还要解决教育、生活问题。 毛泽东在

邯郸地区调研时强调:“把劳动组织,组织得更好

些,又完成任务,又吃好,休息的好。冶 [15]

从性质上来说毛泽东理想中的公社,是“工、
农、兵、学、商冶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 在

毛泽东看来,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
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过

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他后来对

人民公社又做了进一步的定位:“人民公社是我国

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

位。 在‘现阶段爷,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冶 [16] 那么,
怎样通过“公社冶这种形式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呢? 毛泽东对此一番设想:“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

骤,不能一步登天。 如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
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

产。 ……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
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冶 [17]

从毛泽东的描述来看,在他的心目中,“人民公

社冶的蓝图已经活生生地在中国大地上上演,党既

然能把广大人民群众从封建压迫的枷锁中解脱出

来,就有责任更进一步,引导广大农民向着更高层次

的农业发展愿景去努力。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对人

民公社的怀疑、批评和诋毁都是应当受到批判的。

三摇 偏爱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人民公社如此偏爱? 以

至于要他的三个秘书亲自带队去调査研究,调动省、
地、县三级宣传力量,还要形成有说服力的、严谨的

宣传材料,自己还准备做一个“万言长序冶。 要弄清

楚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当时的政治环境。
从他本人的讲话、指示来看,人民公社暗合了

“向共产主义迈进冶的理想。 人民公社“把工、农,
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冶 [10],“一曰大,二曰

公。 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

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

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 ……不

要几年功夫。 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冶 [18]

在实践中,他认为这种组织形式也有极大的优

越性,“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冶 [19] 1958 年 9 月 24 日,
毛泽东视察安徽舒茶公社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

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 既然吃

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冶除了

吃饭穿衣外,“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

也要专业化。冶看了公社的生产建设,毛泽东称赞:
“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冶在同妇女干部谈话时,
毛泽东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两千斤粮食,
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
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冶
最后毛泽东向妇女干部表达了他的期望:“只有办

好人民公社,才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冶 [20]他还以

具体的实例来证明这种优越性,一个是河南修武县,
以县为单位成立了一个大公社,有二万九千多户,约
13 万人,“分四级:社、联队、中队、战斗小组。 大,好
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

同了。冶另一个是甘肃洮河引水上山,毛泽东称赞

说:“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

主义精神搞起来的。冶 [13]

所以,毛泽东希望广大的干部都能接受这种组

织形式,“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 ……来势很猛,没
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冶因此,要“积极领

导冶,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冶 [21]。 任何对人民公社

的诋毁,在毛泽东看来,都是需要批判的。
他一直坚信,中国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

成绩,也有缺点,但是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
1959 年 2 月 27 日,在第 2 次“郑州会议冶上,毛泽东

说,“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

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 ……我们应该沉得

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冶,让
那些对人民公社持怀疑、批评态度的人“充分暴露

他们自己冶 [22]。 3 月 5 日,毛泽东又对在座的干部

讲: “ 人 民 公 社 正 在 发 展, 需 要 支 持, 不 能 拦

路抢。冶 [23]

毛泽东批判的矛头除了国内的“观潮派冶、“算
账派冶,还有国外的“敌对势力冶,他在 1958 年底说:
“杜勒斯怕人民公社,而且怕得很。 他总研究人民

公社,骂我们两条。 一叫拆散家庭,二叫强迫劳动。
这也是战士关心的问题。 家庭要不要拆散? 有没有

这个问题? 劳动是不是强迫? 如蒋介石强迫老百姓

那样,还是自愿? 我看基本上还是自愿的劳动,老百

姓看到了这样的劳动结果能迅速增产。 只要我们让

他们睡足觉,每天睡八小时。 一定要强迫,你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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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冶 [24]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信时

所说的话,就更表现出了他对人民公社坚决捍卫的

态度:“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 现在没有垮一个,准
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
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

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冶 [25] 即使

全世界都反对,也要把人民公社办好。 即使苏联反

对,也要顶住压力。
为此,7 月 29 日,毛泽东指示印发三个文件(其

中包括《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并批示:“请
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

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冶他还说:“不为历史要

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的维持不垮是不可能

的。冶 [26]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公社是符合马克思的

“科学原则冶的,是“人为的解散冶所“办不到的冶,因
此“一定垮不了冶。

印发文件及批示,显然不足以表达毛泽东心中

的不满,他准备亲自动笔写些文章,来驳“怀疑派冶。
1959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在给王稼祥的信中说:“将
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一个百花齐

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

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冶,并且,他还要为这三件

事“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

派。冶 [27]8 月 6 日,毛泽东批示:“请各省、市、区党委

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

公社党委, 并加以介绍, 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

究。 ……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

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
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冶 [28]

8 月 19 日,便出现了文章开头所列的毛泽东给吴、
陈、胡三人的信。 毛泽东令三人亲自带队调查研究,
搜集先进典型,汇成材料,自己写个“万言长序冶,急
迫之情溢于言表。

可惜,国内的形势已经不允许更多的辩解了,
“大跃进冶运动所造成的后果加上自然灾害,使得国

民经济出现了十分严峻的形势。 1959 年 9 月到

1960 年 3 月,毛泽东再次视察了河北、山东、河南、
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市,又花了两个月时间读

完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第 3 版下册),形成了近 10 万字的谈话记录,
对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及国内政策有了很深

的思考。 1960 年,毛泽东总结十年来的建设经验时

说:“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

王国。 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我们要在今后实践

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
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冶 [12]

毛泽东十分忧心“共产风冶、“平均主义冶、“公共

食堂冶对人民公社的损伤,他依然认为对“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冶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种认识应

该说是比较清醒的。 直到 1964 年,他仍然保持着这

种认识,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团长纳比对毛泽东

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

好的‘王牌爷冶,毛泽东回答道:“可能是,但还要看。
现在还在试验过程中,最后的结论是以后的事

情。 ……我们也不忙做结论。 究竟是人民公社崩

溃,还是发展? 要再看。冶 [29]

从 1958 年人民公社在中国“一哄而起冶到“文
化大革命冶前夕,这种“创举冶经历了备受推崇、怀疑

反对、调整巩固几个阶段,可谓“大起大落冶,但在毛

泽东心里,对公社的偏爱和维护却始终未变,在他看

来,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一个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具体途径冶,接下来要做的只是修修补补,让这条

道路更加平坦。 而实践却一再证明,在落后的生产

力基础上急迫地进行生产关系的“过渡冶,只能损害

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从这封信看到的信息只是历史的一个缩

影,更确切来说,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态度、情
绪的一个缩影。 不过,从这个小的缩影里,我们似乎

可以更加生动地理解“大历史冶的语境及复杂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单独的历史史料个案所披露

出来的信息解释清楚并加以分析,要比为了自己的

论点从四面八方搜集史料论证更生动些。

注释:
淤 “过去高级社办不到的现在人民公社办到了,靠大集

体之力、兴大协作之风,增城石滩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行动迅

速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水利工程;长葛坡胡公社工农商协同作

战战胜严重干旱力争把灾年变成丰年冶 [N] . 人民日报,
1959鄄08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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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for Mao Zedong蒺s “Commune Complex冶 from a Letter

ZHANG Xin鄄qia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摇 In 1958, the people蒺s commune in China known as “ a specific way of transition to communism冶 was raised like a
coax. Mao Zedong has always been an admirer of the people蒺s commune. We may get Mao蒺s “Commune Complex冶 from a letter ad鄄
dressed to Wu Lengxi etc. at August 19, 1959. Mao Zedong had planned to use powerful survey materials to refute some blame for the
people蒺s communes from home and abroad. He viewed the people蒺s commune as a foundation of the future communist society, and must
be protected. In a series of his own important speech about people蒺s communes, Mao brought all his reveal to the preferences of the
people蒺s communes. To explore Mao zedong蒺s “commune complex冶 with the letter as clues, “ small microcosm冶 has been confirmed
well to “big history冶.

Key words:摇 Mao Zedong;摇 the People蒺s Commune;摇 complex

18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张新强:从一封信看毛泽东的“公社情结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