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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毛泽东农村调查

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熊辉!赵辉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

摘5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大革命时期实地

考察了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深入调查了边界根据地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全面和深入了解了农民

阶级状况% 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全面分析了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传统政治理想和传统文化特征$肯定了

农民运动的正当性*农民的革命精神*农民追求公平的政治理想$批判了农民绝对平均的思想和封建宗法迷信心理% 在

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革命精神和政治理想进行正确引导$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

政治理想和文化价值得以相融相通*产生共鸣$从而通过调查研究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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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毛泽东通过对农民的悲惨生活和

阶级压迫的调查研究'肯定了农民的革命

斗争精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

进行正确引导'使农民成为马克思主义社

会革命理论坚定的实践者'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找到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一#毛泽东通过调查#深入了解农民遭受残

酷剥削的经济生活现状#了解农民迫切改变现状

和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要求& 毛泽东出身农民家

庭#早年就对农民生活状况有所了解& 在他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后#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

认识分析农民问题#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思考

造成农民悲惨命运的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即将传

入中国之前的 $%$2年 2月中旬到 ,月中旬#毛泽

东就与好友萧子升以)游学*的方式进行农民社

会调查"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研究中了解到农村

中的大多数都是遭受极大困苦的佃农#发现了地

主与贫苦农民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

尽管此时的青年毛泽东还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阶

级斗争理论#但这次难忘的)游学*经历却使毛泽

东对农村中不公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即地主对

农民的残酷剥削#有了深切了解#为他在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后很快接受这一理念并转变为马克思

主义者奠定了实践基础& $%$, 年 , 月#毛泽东组

织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在北京停留之时#到北

京附近的农村了解北方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 毛

泽东通过调查发现#北方的农民同南方的农民一

样生活悲惨& $%!+年农历正月十四#毛泽东回到

韶山#看见和听说了家乡官僚贪赃枉法%地主豪绅

横行霸道的事实& 家乡农民向他诉说农民生活越

来越艰难#表达了强烈的革命要求!)润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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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熊辉"$%2$,$#男#湖南常德人#博导#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的时间划定并不一致#主要有三种划分!第一种划分是把)早期*限定到毛泽东从湖南第一

师范毕业#第二种划分是把)早期*限定到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第三种划分则把)早期*从建党延伸到土地革命时期& 本文所涉及的

)早期*按照第三种划分#即指党的创立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的基础

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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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你在长沙#在安源#带领工人和反动派作对#

回回都搞赢了& 这次回韶山#能不能带领我们也

闹起来+*

!毛泽东对乡亲的话与受压迫的客观现

实进行了分析#得知农民的革命要求集中体现为

推翻土豪劣绅大地主%封建官僚的政治压迫和经

济剥削#以此来实现人身自由和获得经济利益&

$%!+年 $! 月毛泽东结合以前的农村调查研究#

)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

"

#以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对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生活

现状和革命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农民因经济

状况有差异#其革命性也有区别#其中贫农的革命

性最强烈#

#毛泽东同时对农村半无产阶级的革

命性做了分析#认为)此种人在乡间中是最感困

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

位*

$

& 他还肯定了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半自

耕农和贫农的革命要求#尤其是贫农)极易接受

革命的宣传*

%

#他们和雇农一起#是农民运动的

中坚& $%!"年毛泽东在湖南湘潭西乡对农民特

别是佃农生活状况作了一系列深入广泛的调查#

调查的成果后来在他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

例(中做了总结!)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

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22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

论何国之佃农为苦&*

&

$%!2年 $月 4日起至 ! 月

+日共 *!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在湖南实地进行农

村考察#对农民生活状况做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调

查了解#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的调查#)全然无业#

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

'的

)赤贫*和)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

(的)次

贫*人数最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最坚定#)合

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

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

命大业的元勋*

)

& $%!2年 2月 !#日党中央和中

央农民部发出的'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

农民运动总策略(也指出!)现在全国农民#整个

的在新旧军阀之下喘吁地活着#十几年新旧军阀

战争的负担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最大部分架

在贫苦农民身上&*

*+,这与毛泽东在农村的调查研

究和分析一致& 正因为农民受到残酷的经济剥削

和政治压迫#因而农民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和帝国主义的要求最为迫切#毛泽东因此判断!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

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

劣绅#都将被他们埋入坟墓&*

*+-在旧中国#农民特

别是贫苦农民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毛泽东在调

查湖南农村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亲眼看见了农民

强烈的革命热情#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期间#毛泽

东看到大革命期间的湖南农民参加庆祝大会的情

景!)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

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

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在党的领导下农

民将会源源不断加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

第二#毛泽东早期通过农村的社会调查#考察

和论证了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精神的合理性%正

当性和重要性& 其一#毛泽东通过多次调查研究

后认为#农民的革命精神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农民

运动具有合理性%正当性& 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

自幼就对农民的悲惨命运十分了解#再加上成年

后经过广泛的农村社会调查#并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农民运动是农民

同封建贵族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对封建

旧体制%旧观念的冲击和破坏#是推动社会历史发

展的巨轮& 毛泽东肯定了从秦末陈胜%吴广农民

起义到清末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反抗压迫的革命

精神和对历史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封建社

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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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

& 大革命

时期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不一#出现了批评

责难农民运动#甚至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

"

&

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

争的责难*

#

#在 $%!2年 $月 4日至 !月 +日几十

天时间里亲身调查和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

山%醴陵%长沙等地的农村后#写成'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毛泽东以不

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农民运动不是国民党污蔑的所

谓)痞子运动*

$

#完全不是一些)中层以上社会至

国民党右派*所讲的)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

#

对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反帝国主义运动表示了坚

决的支持和赞扬!)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

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 农民的举动#完

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1*

&农民运动完全

是正当的%合理的#那些把农民运动称之为)过

分*举动和)痞子运动*的荒谬之言纯属土豪劣绅

和国民党右派等压迫阶级的污蔑& 毛泽东考察湖

南农民运动后驳斥了党内外的责难#针对党内外

责难农民运动)过分*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

出!农民运动所谓)过分*问题#)都是土豪劣绅%

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况且)革命不是请客吃

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

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

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农民若不用极大

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

力*

'

& 因此#毛泽东调查研究后认为#农民所谓

的).过分/的举动*在大革命时期)都有革命的意

义*

(

& 中国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受

剥削最重#生活最为悲惨#毛泽东通过农村社会调

查#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革命精神的合理性%正

当性& 其二#毛泽东通过亲自参加农村调查#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农民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

在落后的农业国度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得到

农民的广泛支持#得到农民大众拥护的)无产阶

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一种合唱#

它在一切农民国度里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

鸣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较之俄国革命又有

所不同#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但毕竟人数太少#没有农民这个庞大群体的拥护

和其内生的磅礴力量的支持#中国革命无法取得

胜利& 这一点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中国的无产

阶级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

都不到& 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

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

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

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去取得革

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

空谈革命&*

*+,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

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

*+-

#毛泽东通过考察湖南农

民运动三十多天后得出结论!)一切革命同志须

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

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现在有了这个变动#

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并且他断言!)很短

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

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

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当时#党内外没有

人像毛泽东那样充分重视农民的力量%如此肯定

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通过

调查毛泽东认为!)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

部分即是农民运动&*

*+0之后 $%!2 年秋#经过秋收

起义的失败#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农民阶级在中国

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毅然决然带领起义部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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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井冈山#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以农民阶

级为主要力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别于俄国模式

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实质上意味着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阶段新篇章&

第三#毛泽东通过农村的社会调查#发现了马

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目标%历史任务与中国农民革

命要求的共鸣之处#并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把

农民运动提升到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水平& 马克

思主义社会革命目标是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等

剥削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剥削& 毛泽东

通过农村调查得出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集中体现

为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 可以看出#农民的革命

要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历史任务具有一致

性#进而能够产生共鸣#那么如何使二者始终保持

一致呢+ 长期以来旧中国农民在封建经济剥削%

政治压迫与思想禁锢下#无法摆脱小农思想和皇

权思想的束缚#他们不能如无产阶级那样具有高

度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革命自觉#)贫农

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

受中间阶级"地主和富农,,,笔者注$的意见#不

敢积极行动& 必待进至革命高涨#22农村中才

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

!

& 历史已经证明!

绝大多数农民只是简单地认为只要推翻某一君主

的封建统治就能实现其政治经济利益#却没有看

到封建思想和制度才是压迫根源#从而导致他们

推翻的并不是旧制度%旧思想和某一阶级#而是某

一君王或君王家族的统治#最后建立的还是旧制

度旧思想统治的新的王权政治& 而马克思主义社

会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宗法阶级#消灭

封建势力赖以生存的思想%制度和国家机器#消灭

利用它们的国内统治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侵略

者#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建

立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权& 为

了准确了解和把握农民运动的革命目标与无产阶

级革命目标的差异性和一致性#毛泽东在湖南等

农村深入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后认为#一方面#)没

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

命& 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他们的革命大

方向始终没有错*

"

& 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应当得

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农民运动也有缺点#无产

阶级政党要正确引导积蕴于农民身上的反抗精神

和革命传统#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

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水平提升到无产阶级革命的

要求和目标上来& 对于受封建思想束缚的旧中国

农民来说#从受传统文化思想束缚到接受马克思

主义思想理论#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思想上的脱

胎换骨& 毛泽东认为#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教

育和引导#逐步改变农民传统思想中消极落后的

一面#使农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和革命

的动力& 在井冈山艰苦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深

刻认识到!)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

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

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为此#毛泽东通过农家串

门%开茶话会与办夜校%)雪耻会*%农讲所%农会

等方式和手段向农民分析阶级压迫现状%宣传革

命道理%讲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提高农民的革

命觉悟#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介绍和灌输

给广大农民&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

泽东调查发现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政治宣传卓

有成效!)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

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

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 在这些集会里#有

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起了整个

农村#效力很大&*

$此外#毛泽东常常用鲜活的案

例和浅显的道理给农民讲解阶级构成%阶级关系#

使农民不仅认清了农村革命的对象#还认清楚了

导致农民悲惨生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 )我们开

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

说-开始懂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附于一

定的阶级#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受他所属的阶级所

支配*)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必须运用马克

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

%身上蕴藏着巨大反抗

精神的农民一旦接受了先进思想#一旦明白了马

克思主义的革命目标同自身的革命目标相契合#

农民身上所激发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是无穷

无尽的#农民阶级也就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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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论的源源不断的阶级力量!

&

二5毛泽东对反映农民传统均平政治

理想进行调查研究'肯定了农民追求公平

的理想'批判了农民政治理想方案中的绝

对平均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目标与农

民政治理想相契合'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找到了历史任务

第一#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研究中对传统的农

民政治理想中追求绝对平均的错误政治思想进行

了批判& 平均主义是深刻影响旧中国农民阶级思

想文化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已经深

入农民的骨髓#成为农民处事的一种行为标准&

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都提出了反映农民自身愿

望#带有严重平均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式的政治

理想#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农业社会是不可能实

现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与中国农民阶级

相结合必须解决农民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平均主义

思想& 毛泽东在领导农民革命的实践和农村调查

中敏锐地发现了农民的绝对平均政治思想给新民

主主义革命带来的负面作用#并结合革命战争的

实践对其进行了批评& $%!% 年 $! 月#红四军在

福建古田召开会议#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

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其中详细列举和批评

了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红军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

思想问题#如政治上的平均主义表现为极端民主

化和非组织观点#要求绝对民主#不要集中-只要

自由#不要纪律#)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

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

#红军中的非组织观点#

也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

#

& 再如#在

红军中存在的经济生活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也

十分严重#毛泽东详细列举和批评了这种现象#如

)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

给& 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

等制度& 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22这些都证明

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

& 红军

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实质是长期以来中国

小农经济在农民政治理想中的反映& )应指出绝

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

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

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

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

%

& 毛

泽东认为#农民的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和政治上

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

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

生活方面罢了*

&

& 在农村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毛

泽东之所以批评红军中的平均主义#其目的就是

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在农民中传播作好思想准

备#使农民接受正确的政治理想并为之奋斗&

第二#在早期的革命实践和社会调查中毛泽

东认识到#农民传统均平政治理想与马克思主义

初级的政治目标相契合& 在革命艰苦环境中既要

肯定农民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追求公平和平等的

合理期望#又不能简单地囿于农民文化思想传统

中的均平政治理想#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理想对农民的政治理想进行升华& 自古以来中国

无数次的农民起义都是为追求政治平等和经济平

均#长期以来农民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均平思想是

农民的一种理想政治心理定式和思想认同#而马

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就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共同

富裕#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农民的心理诉求#使马

克思主义为中国农民接受成为可能& 列宁指出!

)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是合理和进步

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的%奴隶制的不平等现

象的斗争*

'

#但)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

的空想的*

(

& 在农村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

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平等思想

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正视%尊重

和帮助实现农民追求公平的合理期望& 土地革命

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以城市为主被迫走向以

农村为主要阵地#因而#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处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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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相对贫困偏远地区的农民阶级更好地结合起

来#成为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重大课题& 农民追

求公平和平等的愿望是与农民追求获得土地所有

权的愿望紧密联系的& 因此#党在土地革命初期

就高度重视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没收土豪劣绅%

军阀的土地并按照一定规则将其分配给农民#使

农民的土地愿望得以实现#促进农民积极参与到

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来& 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共产党人为实现农民以分配土地为中心的均平理

想#开展大量实地调查#如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

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不

断完善土地政策#尽可能实现农民千百年来的均

平理想&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的思

想#分析和吸收农民)均平*观念的合理因素#把

农民均平思想看作是农民合理的追求#要求红军

的物质分配做到大体上的平均& 在土地革命的艰

苦斗争中#为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毛泽东领导红军

实施)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满足农民自古以

来就追求的)均田地*的愿望& 毛泽东在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领导苏维埃革命政权充分考虑农民

传统均平理想和土地分配的实际情况#以'土地

法(的法律形式规定)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

均分配*

!

& $%!2年 4月#毛泽东等人负责起草的

'关于土地问题七项决议草案(指出!)解决土地

问题#.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分配#

以人口为标准#顾及年龄* )没收土豪劣绅土地#

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

"

& $%*# 年毛泽东考察

寻乌的土地斗争#他在'寻乌调查(里说!)简单的

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 很明显的#以

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最直截了当#最

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

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 所以一个

.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在这篇

土地分配调查文献中#毛泽东所讲的)平田*政策

就是根据长期以来存在农民思想文化中的)均

平*思想而制定的& $%*$年 ! 月 !2 日#毛泽东还

根据中央精神和自身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土地分

配中的问题#提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政策#最终

形成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

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

& 无论是按人口平分土

地#还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都是为了实现农民

传统政治理想中的均平思想& 毛泽东所提倡的

)以人口为标准*的)平均地权*的思想充分体现

出农民追求的)均平*政治思想& 但我们从中还

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的平均地权是建立在一定

条件下的相对平均而不是无差别%一刀切的绝对

平均& 此外#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队伍中#在艰

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环境下#尽管毛泽东多次对红

军中存在的绝对平均思想进行过批评!)必须反

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

争的需要的#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但

同时他也强调!)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

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

斗争环境所需要的&*

&这种军事平均主义在艰苦

的战争环境中极大地鼓舞了以农民为主的红军的

革命精神#)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

钱的伙食& 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一律

四角& 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

& 正因为土

地革命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根据地共产党人制定

了符合农民思想政治追求和传统心理的土地政

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吸引了广大农民源源不

断加入#也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历史

任务&

三5毛泽东对农民传统思想文化进行

调查研究'透彻分析和批判了农民封建宗

法家族关系和迷信心理'采取了既承认又

积极引导(既有马克思主义坚定原则又有

灵活性的态度'使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

思想实现融合'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找到了思想阵地

第一#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剖析和批判了农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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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宗法家族思想#在实践上采

取既承认又积极引导的方式#逐渐消除和克服农

民传统宗法家族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农民中的

传播开辟了阵地& 旧中国农村长期形成的宗法观

念与血缘家族关系控制和影响着农民的思想和心

理#封建统治阶级以等级制度%宗法家庭关系%伦

理纲常等将对农民的阶级压迫变成掩盖事实真相

的)天命使然*的自然状态& 长期以来#宗法家族

关系是旧中国小农经济社会中农民最重要的社会

关系#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和准则& 毛泽

东在湖南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和农村状况后明确指

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

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

条极大的绳索&*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发现#封

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复杂性掩盖%中和了阶级对

立#绝大多数农民不清楚自己受苦受难的真正根

源#其政治意识中阶级意识淡薄#但宗法观念%地

方主义观念强烈& 由于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

都是在偏远农村#农民的社会关系都是以血缘宗

族为纽带#处在农村的党组织的成员几乎都是农

民#他们具有很强的宗族观念& 在这样的农村环

境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行党的建设极为困难#

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调查发现).斗争的布尔

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

& 由于根据地

边界各县的党#)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

位的家庭组织& 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

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

时就是家族会议*

#

& 宗法关系和家族势力像张

无形的网#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封建纲常伦理道德

的空间里#)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

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

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

主义不能战胜*

$

& 根据地党组织与家族势力缠

绕在一起#党组织关系中存在的宗族裙带关系#无

疑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特别是土地

政策的落实#导致马克思主义在农民群体中的传

播异常困难#宗法家族问题成为党在农村领导土

地革命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因此#如何让农民

在思想上摒弃长期存在的宗法家族关系而接受马

克思主义+ 为此#毛泽东通过在湖南几个县的实

地考察#找到了答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中他指出#就是要成立各级农会#把农民)组

织起来*

%

#农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完成

了打倒封建宗法的土豪劣绅这一革命任务& 随着

中国共产党从主要在城市领导无产阶级转到在农

村主要领导农民阶级进行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广

大农民建立了新式群众组织#以封建宗法和血缘

关系为纽带的民间秘密团体就失去了存在的价

值&

& 这种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组织不同于旧式

的以宗法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民间组织#而是依

据阶级地位划分形成的群众组织#农民在党领导

的农会组织中提高了阶级觉悟#破除了封建宗法

血缘关系的束缚&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欣

然发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

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

分#分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

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

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

'进而得出结论#马

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一旦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就会

极大冲击和破坏农村封建地主的统治秩序(

#捆

绑在农民身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等绳索被

解除#农民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所有一切封

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

而动摇*

)

& 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

迅速荡涤了中国农村长期以来沉积的封建思想和

势力#而且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的新文化也逐渐

被农民认识和接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源

源不断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第二#毛泽东通过农村社会调查#发现农村传

统文化中落后的封建迷信与神权思想与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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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熊辉#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义思想相悖#对此#毛泽东既采取坚定马克思主义

原则对农民迷信与神权思想进行批判和破除#但

在实践中对农民传统迷信文化表现出灵活务实的

态度#没有把无神论作为农民入党的必要条件#使

马克思主义能够被农民所接受并在革命实践中逐

渐消除迷信和神权思想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

农民中的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一#毛泽东分

析和批评了农民中存在的封建迷信& 通过早年广

泛的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认为封建迷信是中国

农民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普遍存在

着)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

!的迷

信心理& 封建迷信是正如)农民运动的王*澎湃

所说的那样#是农民 )保留其数千年来的旧观

念*#)关于贫穷种种痛苦压迫的问题#他们大都

说!.这是天命使然/#并且 .没有得到好风

水/*

"

& 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工具#使农民生活

异常艰苦%利益无法实现#只好求助于)他物*即

神灵和祖先的)赐福*和)保佑*#它们使)中国的

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 迷信

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

#

& 那么如

何破除深深根植于中国农村的封建迷信神权思

想#使马克思主义为农民大众欣然接受+ 毛泽东

认为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斗争#还要深

入进行经济斗争& 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

指出!)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

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

而然的结果&*

$经过广泛的农村调查和缜密的思

考#毛泽东认为农民不可能依靠)用宗教迷信为

团聚成员的工具*的)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

的破坏性*

%的民间秘密团体取得革命胜利和得

到出路& 农民只有在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和科

学的革命理论指导下#将农民传统的革命性升华

为先进的革命精神#将)原版*的农民战争升华为

)再版的农民战争*

&才能够实现革命愿望& 其

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和教育农民

抛弃神权与迷信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

了思想阵地& 早期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对湖南等地

进行实地农民运动考察后#毛泽东肯定了农民运

动中农民破坏封建迷信取得的成果#)在农民势

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

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

'

& 不过#他认

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农民一时难以彻底放弃

神权和迷信思想& 因此#毛泽东在坚持对农民进

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同时并没有强迫农民立即接

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正如他在湖南考察农

民运动后说的!)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

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

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为此#毛泽东还借用

孟子的名言)引而不发#跃如也*来说明这一道

理(

& 在这里#毛泽东的意思是)借来比喻共产党

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

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

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

)

& 毛

泽东认为#要破除农民神权思想和迷信心理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阵地#就必须在农民中

间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在'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

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 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

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

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

22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1 坟山也忽然都

贯气了1 神明吗+ 那是很可敬的& 但是不要农民

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

吗+ 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

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1 现在你们想减租#我

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

毛泽东用简单的事实启发了农民思想觉悟#用不

可辩驳的事实破除了农民的神权思想和迷信心

理& 农民的迷信心理是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封建统

治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等原因形成的思想认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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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此#党在领导农民革命过程中要用马克思主

义先进理论教育农民#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逐步

消除农民的神权思想和迷信心理而接受马克思主

义这种先进思想理论& 其三#毛泽东基于对农民

文化传统的透彻了解#吸收农民入党时没有把无

神论作为必要条件#而是从农民传统思想的实际

出发#在吸收农民入党的问题上既坚持马克思主

义坚定原则又有灵活性的务实态度#最大范围地

把农民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吸收入党& 党的四大

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人人数不多的湖南党组织

发展十分迅速#入党的党员很大部分是农民#这与

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和务实的工作有关& 当时的中

央对此高度认可#)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

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

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

不落于空浮#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亦稳当周

到*

!

& 早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农民

神权思想和迷信心理的改造%对农民的马克思主

义教育及对农民入党采取的务实态度#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找到了思想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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