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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本的

几个问题

李佑新，霍杰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怎样分析阶级》是毛泽东１９３３年６月为纠正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解决土地问题而
写的，同年１０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此文最早刊载于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９日
出版的《红色中华》第８９期第八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题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收入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出
版的《毛泽东选集（第１卷）》。探究《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成文背景、写作时间、版本概况、主旨思想和历史价值，有助
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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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同中国

当时农村阶级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

东关于阶级划分和土地改革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该文

被大量刊载、翻印和出版，形成了众多版本，本文

拟探讨一下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成文背景
１９３１年，中央苏区深入开展了土地革命。当

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占据领导地位，把

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

神圣化。在农民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

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否定了毛泽东此前

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

土地”等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认为这是

“富农路线”“非阶级路线”，是“严重的右倾主

义”。同年３月发布的《土地法草案》主张平均分
配一切土地，但同时规定：“所有封建主、地主、军

阀、豪绅、寺院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

己经营或出佃，一概立即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

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

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主，无权取得任何分

地。”“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

动份地’。”①１１月初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地

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强调“各苏区内已经

分配的土地，适合本法令原则的不要再分，如不合

本法令原则者则须重新分配”②。

１９３３年初，临时中央迁入根据地后，在土地
问题上，继续强推“左”倾政策。２月１日，临时中
央颁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第二号

训令，要求苏区重新查田、分田。此时，毛泽东已

被解除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只负责苏维埃政

府的工作，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通过政府系统开

展查田运动。于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动了以

毛泽东为直接领导的查田运动。３月，毛泽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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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草案》，《红旗周报》１９３１年３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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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王观澜到瑞金县叶坪乡开展查田运动试点工

作。王观澜深入叶坪乡的贫困农民中，认真调查

研究，摸清实际情况，并把在叶坪乡的调查情况向

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特意指示他“必须依靠

群众、发动群众，肃清封建、半封建的势力，把群众

组织起来，支持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①。王

观澜首先将贫农团组织起来，成立“查田委员

会”，发动群众查阶级、评议阶级；然后将群众提

供的各种材料综合分析，确定地主和富农的成分，

报上级审批；最后按政策规定处理他们的财产②。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观澜总结了叶坪乡查田运

动的经验，起草了以经济剥削占有比重作为划分

阶级的基本标准的文件，为毛泽东后来撰写《怎

样分析阶级》提供了重要依据。

６月１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关于查田
运动的训令》，要求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

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

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

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

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

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

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

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③。次日，中共苏区

中央局又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指出查田

运动是一场剧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因此对农村

各阶层要采取正确适当的策略。而这个正确和适

当的策略应该是 “依靠在雇农及贫农（农村中无

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与中农群众结成巩固的联

盟，并使雇农群众在查田运动中起先锋队的领导

作用，来消灭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削弱富农的经

济上的势力与打击他们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

图”④。并强调“在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

中，决不能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当然我们应

将富农窃取土地革命到果实的企图予以严厉的打

击，没收他们多余的好的田地，分配给他们以坏的

劳动份田”⑤。由此，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全面开

展起来。

毛泽东一方面根据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决议

精神，对查田运动的开展作了详细的说明和部署，

另一方面又对查田运动的目的、路线和步骤作了

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同的阐述。６月中下旬，
毛泽东根据查田运动的经验，起草了《怎样分析

阶级》一文，并在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上讨论通

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和标准下发到基层。

经过几个月的查田实践，毛泽东在肯定查田

运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一些地方依然受“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使运动发生了很大偏

差。各地对划分阶级成分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

有明确怎样划分，许多地方混淆了中农、富农、地

主之间的界限，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误

地划分为地主、富农并加以打击，把不少富农当作

地主加以打击，并且发生了严重侵犯中农利益和

过分打击富农的“左”的倾向。尤为严重的是，还

将查田运动与肃反运动及“洗刷”阶级异己分子

搅在一起，将大量新查出的“地主富农分子”洗刷

出革命队伍。这一错误做法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

生产发展和政治稳定，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９月８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
动的第二次决议》，承认查田运动中出现了错误，

并责成临时中央政府予以纠正。为了保障查田运

动的顺利进行，１０月１０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批准了毛泽东于 ６月下旬起草的《怎样分析阶
级》，与另一文件《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

定》一起作为查田运动中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

准和依据。

二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写作时间
考辨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收录的《怎样分析农
村阶级》一文，题解中说此文是 １９３３年 １０月所
写。从上面关于此文写作背景的讨论来看，这个

说法显然不准确。考察历史文献资料，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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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清：《明清岁月：徐明清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徐明清：《明清岁月：徐明清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３８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５４—２５５

页。

《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０日。
《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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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成文并发表于１９３３年
６月，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批准通
过的时间。

在１９５１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第 １卷）》（以下简称“１９５１年版《毛泽东选
集》”）中，《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的写作时间

被标注为“一九三三年十月”。该文的题解这样

写道：“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三年十月

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

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①这一说

法为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各种版本所沿用。

１９９１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订正了一些文章的
写作时间，但仍未对第一卷中《怎样分析农村阶

级》一文的写作时间进行校订，题解中仍说是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写的。
这一说法，依据的是１９３３年１０月通过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

题的决定》②。该决定在开头语中指出：“在分田

与查田的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实际问题。这些问

题，或是以前的文件没有规定，或是规定不明悉，

或是苏维埃工作人员解释不正确，以致执行上发

生错误。人民委员会为了正确的发展土地斗争，

纠正及防止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起见，除了批准

《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

农、工人的各项原则外，特作下面的决定。”③其中

提到的《怎样分析阶级》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

集》第一卷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１９５１年
版《毛泽东选集》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批准通过《怎样分析阶级》的时间说成是写作时

间，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

１９３３年６月。
《怎样分析阶级》最早刊载于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９

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８９期（以下简称“《红色
中华》版”）。１９３３年６月中下旬，毛泽东起草了

《怎样分析阶级》一文，随后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于６月２５日召开的８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上讨
论通过，并作为查田运动中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

和标准。６月２９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办的
机关报《红色中华》第 ８９期第 ８版全文刊发了
《怎样分析阶级》，这也是《怎样分析阶级》最早公

开发表的版本。与《红色中华》版相比较，１９５１年
版《毛泽东选集》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有相同

之处：在结构上，都分为“地主”“富农”“中农”

“贫农”“工人”五个部分；在文章主旨上，都以生

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是否参加劳动以及剥削程度

为标准，对五个阶级进行定义；在内容上，总体与

《红色中华》版是一致的，但１９５１年版《毛泽东选
集》又根据社会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对部分文

字进行了修改，同时删除了对待各阶级政策的内

容。因此，《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在 １９３３年 ６月
就已成文并发表，这也是最早的版本④。

１９３３年９月 １８日出版的第 １１０期《红色中
华》刊载了《怎样分析阶级两点疑问》，内容是永

丰县南坑区苏维埃主席刘基和与中央政府秘书处

之间关于查田运动中两个政策界限的问答信件。

在中央政府秘书处的回信中引用了《红色中华》

版的《怎样分析阶级》原文来说明问题：“怎样分

析阶级的第一段上说：富农‘经常依靠剥削为其

生活来源之一部，有些还是大部。’第二段上举出

富农剥削的方式，说‘富农剥削是经常的’……。”

回信中的落款是“中府秘书处，八，一四”⑤。可

见，中央政府秘书处 ８月 １４日的回信已引用了
《红色中华》版中的原文。

综上所述，《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写于

１９３３年６月，同年 １０月被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批准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１９５１
年版《毛泽东选集》，以及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

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出版），《毛泽
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６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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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１年版，第１２４页。
该文件收录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９册）》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出版的《建党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０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４７页。
有研究者指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最早版本是１９３３年６月的《查田运动指南》版，这是错误的。《查田运动指南》原版中并没

有注明出版时间，且该书目录中第六部分《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是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５日发布的，第七部分《为查田运动给瑞金黄柏区苏
维埃的一封信》是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３日的信件，从时间上看，《查田运动指南》不可能是１９３３年６月出版的。因此《查田运动指南》版也就
不是《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最早的版本。

《怎样分析阶级两点疑问》，《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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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版、１９６５年第２版、１９６６年版），《毛泽东选集
（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出版），《毛泽东
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７年出版），
《毛泽东著作选读（战士读本）》（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士出版社 １９７８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等各种版本，都将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批准通过时间说成是写

作时间，这是不准确的。

三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要版本
概况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发表后，被广为刊载、

翻印和出版，版本众多，其中影响较大的版本主要

有以下五个。

一是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９日发表在《红色中华》第
８９期第８版上的《怎样分析阶级》。中央档案馆
１９６４年１月影印本的《红色中华》第８９期只有前
４版内容，江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出版的《红色
中华全编（整理本）》第３册，依据《石叟资料》第
１７卷第１册完整收录了《红色中华》第８９期全版
内容，其中就包括第８版上的《怎样分析阶级》一
文，全篇约１２００字。《红色中华》版是最早的版
本，此后的大多数版本也都是以《红色中华》版为

底本，在其基础上删改、补充，形成了众多版本。

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

事处１９３６年 １月 １日印发的《怎样分析阶级》。
１９３５年，在民族革命战争紧迫的时期，随着全国
政治形势的变化，“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

义侵掠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斗争，或采取

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①。因此，中共中央认

为：“不论是富农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

甚至中立态度，对于我们现在不是可怕的，而是有

利的。”②１９３３年《怎样分析阶级》中提出的加紧
反对富农的策略“现在已经不适当了”。因此，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以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颁布的《怎样分析阶级》为基础，在
不改变其原则精神的情况下，结合西北地区的特

点及土地斗争的经验，增加了对地主、富农和工人

一些特殊情形的阐述，形成了１９３６年版《怎样分
析阶级》，由此对西北地区土地改革工作中怎样

划分阶级有了更加清晰的参照范例。

三是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
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１９３３年的两个
文件指的就是《怎样分析阶级》与《关于土地斗争

中一些问题的决定》。１９４７年 ７月，随着战争形
势的根本变化，解放区农民群众进一步要求获得

土地，同时中国共产党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也

需要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以此来发动和组织广

大农民支援战争。１０月 １０日，中共中央决定从
农民的真正需求出发，彻底改变中国封建半封建

的剥削性土地制度，广泛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

制度。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正

式发布，各解放区迅速兴起了新的土地改革热潮。

但是一些地区又出现了“左”的偏向。为了保证

土地改革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在１２月将毛泽
东于１９３３年所写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
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作为党内参考文件发

给解放区的各级党委，但未公开发表。１９４８年 ５
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
件的决定》，将《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

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作为正式文件，发给各级党

委在土地改革中加以应用，并在各地报纸上公布，

还发行众多单行本，以便纠正土地改革中出现的

“左”倾错误。１９４８年版《怎样分析阶级》经毛泽
东修改后，删除了已经不符合社会状况的对待五

个阶级政策的内容。

四是１９５０年８月 ４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

阶级成份的决定》，该《决定》第一部分就是１９３３
年瑞金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制定的《怎样分析阶

级》。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法》不仅作为各地进

行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还根据新形势、新问

题作了许多新规定。８月４日，为配合《土地改革
法》的正确实施，保证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顺利

进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发《关于划分农村

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认为

《怎样分析阶级》在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５日曾经中共中
央重新公布，已证明其在现时的土地改革中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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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８５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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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因此，毛泽东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情况，

在１９４８年版《怎样分析阶级》基础上，稍加删改
并加以补充，凡补充决定的，均加了“政务院补充

决定”字样，形成了 １９５０年版《怎样分析阶级》。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将 １９５０年版《怎样分析阶
级》作为《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的一部

分下发至新解放区用于指导土地改革工作。

五是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出版的《毛泽
东选集（第１卷）》。１９５０年５月，《毛泽东选集》
出版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毛泽东选

集》的编辑。《怎样分析阶级》经毛泽东修改后，

在文章结构、主旨思想不变的情况下，缩减到约

９００字（不包含题解和注释字数），并改题为《怎样
分析农村阶级》，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１卷）》。
此后，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至 ８０年代的版本，均根据
１９５１年版《毛泽东选集》刊印，除繁简字体、横竖
版式不同外，其他都相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
月再版《毛泽东选集（第１卷）》（横排简体字）时，
与１９５１年版《毛泽东选集》（竖排繁体字）相比
较，只是题解和注释有改动，正文文字没有任何

改动。

四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主旨思想
和价值

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毛泽东以马

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根据以往土地革

命斗争的实践和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在大量调

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生产资料的占有

情况、是否参加劳动以及剥削程度为标准，把农村

的社会阶级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

（雇农）五个阶级，并对五个阶级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

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为标准，毛泽东对这

五个阶级的划分作了明确的规定。地主拥有完全

的生产资料，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

政治代表，并且阐述了破产后的地主、收租管家以

及高利贷者三种人的阶级划分。富农拥有部分生

产资料，一般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

本。中农拥有部分生产资料，贫农“有些占有一

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

些不完全的工具”①。工人 “一般全无土地和工

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②。

以是否劳动、是否剥削为标准，规定了五个阶

级划分的界限。首先，把地主与富农两个剥削阶

级进行比较。在对待劳动的态度上，地主自己不

参加劳动，或只附带劳动，富农自己参加劳动；在

生活来源上，地主以剥削农民为生，富农生活来源

的一部或大部要靠剥削；在剥削方式上，地主主要

是收取地租，富农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

工）。其次，把富农与中农相比较。中农全靠或

主要靠自己劳动来生活，有时还要受到别人小部

分的剥削，这是与富农的最大区别。富裕中农与

富农的区别在于剥削程度的不同。富农的剥削是

经常的并且是主要的，富裕中农的剥削是非经常

的和非主要的，而富裕中农又是中农的一部分。

通过这一标准，就划清了富农与富裕中农之间的

界限。最后，将中农与贫农、工人（雇农在内）进

行对比，以出卖劳动力的多少来决定被剥削的程

度。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一

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

工人则完全或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发布纠正了以王明

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划分农村阶级问题

上的错误，解决了中国农村土地斗争中含糊不清

的、容易混淆的问题，例如如何区别地主与富农、

富农与富裕中农等。毛泽东在划分这些阶级时，

是根据他们的经济标准、经济地位来划分的，而不

是按照政治思想态度来划分的。以政治、思想、态

度来划分阶级，容易出现阶级成分划分上的主观

随意性。而以经济的具体客观标准来划分，可以

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这样的划分不仅坚持了马

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根本划

分标准，并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阶级的

理论和阶级分析的理论，实现了从按政治立场划

分阶级关系到按经济标准、经济地位划分阶级关

系的转变，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阶

级分析方面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对农村阶级的

重新划分，苏区政权、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大量

存在的阶级异己分子被洗刷出革命队伍，有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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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版，第１２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版，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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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了各地暗中活动破坏革命的反革命组织，沉重

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也“正是通过对农村阶级

的重新划分，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土地革命与

阶级斗争，不仅改变了乡村农民的经济地位，而且

他们的政治地位也相应地得到了提高，由此也获

得了较为广泛的权力。而原有的地主豪绅的权力

却因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受到了挤压，并最终失

去了其在基层社会的权力地位”①。农村阶级的

重新划分提高了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

性和革命热情，壮大了革命队伍，有力地支援了人

民革命战争。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虽然在１９３３年发表时
就已经提出划分农村五个主要阶级成分标准的质

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量的规定和明确的时限，对

另外一些阶级或阶层（如贫民、知识分子、游民无

产者、宗教职业者等）也没有具体划分标准。在

解放战争时期的１９４８年，中共中央对《怎样分析
农村阶级》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后重新颁布，纠

正了当时新发生的“左”的倾向。１９５０年又进行
了修改、补充和完善，避免了以往在划分阶级成分

上出现的偏差，保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

革法》的贯彻执行。这篇著作经过几次修改、补

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指导

性文件，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

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可以

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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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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