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

“第二次结合”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标

志着中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

阶段。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

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

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
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
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正确道路。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1956年1月，毛泽东在

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

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

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

的落后的状况，迅速达到世界

上的先进水平。”

              

（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

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56年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
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

报告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

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

的召开做了理论准备。

   后来，毛泽东回顾说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

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

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

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

线”。



       1956年9月15日至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

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

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

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

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中共八大文献的起草，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集体进行的。

作为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经过毛泽东、刘少

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

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人

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

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门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

义的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

    第二，国际上出现了波兰、匈牙利事件，

也在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

    第三，各级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

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事问题作

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背景：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发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

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在社

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

的，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

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他强调，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

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的、

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

法去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

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他创造性地阐述了社

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地

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

意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

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在全国范围内处

于执政地位，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

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组

织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

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

4、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在整风运动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

是诚恳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

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个别分子的不良动机

          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

“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他们竭力抹煞社会主义

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还

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

派主义的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鼓动一些不

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



      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

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

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

错划。许多党的干部和知识

分子由此受到长期压抑和打

击。

    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

失，更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

的严重。而运动中采取的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的错误斗争方式，也是反右

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

要因素。

极端化：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





   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

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严失误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的一个重要影响，是1957年

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

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

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

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

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

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反
右
中
批
斗

章
伯
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