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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成因探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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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大跃进”的产物，此论断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从实践的层面上阐述了城市人民公
社公共食堂产生的社会根源。实质上，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根源是复杂的，有理论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其中，思想根源则是关键，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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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食堂是城市人民公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城市人民公社时期的一个重要事物，它不仅

是持续“大跃进”中“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１］４１，更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建成社会主义并企图过渡

到共产主义的“桥梁”与“标本”。人们对于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耳熟能详，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如千

骑逐鹿。但对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研究却几乎无人问津。有关资料的缺乏很可能是造成问题的症

结所在。笔者在收集、整理城市人民公社文献时，涉猎了大量的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文献资料。基

于此，本文仅就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是公共食堂产生的理论根源
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深刻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１８４５年２月，恩

格斯在爱北裴特的演说对“共产主义”或“公社”作了更详细、更具体、更具诱惑的论述。“大跃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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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宣传、报导、鼓吹人民公社优越性的理论根据基本出自这篇经典文献。对于公共食堂，恩格斯指

出：“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

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佣厨子，单独在市场上，在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

了许多地方，浪费了不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地假设，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一工作

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的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的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

作。”［２］６１３显而易见，恩格斯对公共食堂是十分赞赏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品私有加剧了人与人

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甚至是社会的危机和矛盾，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不科学之处：食品浪费和地

方的被白白占据以及劳动力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效率。而要消除这些弊端，建立公共食堂就

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也因之是所有共产主义信仰者所要追求的目标。列宁是把共产主义在一个国

家内全面实践的第一人，他把公共食堂定性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标本”。他说：“我们对于这方面已有

的共产主义幼芽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吗……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就是这些幼芽的标本。”［３］１９列宁

所说的“幼芽”，是指公共食堂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破土而出，它既能成为参天大树，当然也可能夭

折；他所说的“标本”，指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或公社的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更确切点说，公共食堂等

于共产主义或公社，共产主义或公社必需有公共食堂，没有公共食堂就不叫做共产主义或公社。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中国，各种巨大革命运动的胜利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绝对威望。长期受
苦的人民大众更是顶礼膜拜，坚信不疑。所以，恩格斯、列宁关于公共食堂的深刻阐述，就成了当时城市

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的理论依据。

二　毛泽东关于办公共食堂的设想与刘少奇的宣扬是其产生的思想根源
毛泽东办公共食堂的设想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夕提出的。１９５８年４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

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同

他们谈了公社与我国未来社会情景的设想。据陆定一回忆：“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

公社，每个公社……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

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４］７３２－７３３

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刘少奇在第一时间把它透露给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并授意他在河南试

验一下。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刘少奇回忆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跟吴芝
圃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

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

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兵都有了，就是不叫公社。”［４］７３２

１９５８年５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上述设想经过一些人的引用而传播开来。毛泽东对此
表示默许。会后，刘少奇在公开场合多次宣扬毛泽东办公共食堂的想法。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４日，刘少奇与
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见，要求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这是

我们看到的刘少奇乃至中共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最早谈话。３０日，刘少奇同《北京
日报》编辑谈话，提出三四十年即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就要开始

试验［４］７３４。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６日至１８日，刘少奇在河南郑州、开封两市视察了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的情况，并听
取了河南省委、郑州市委等市、州关于人民公社建立和发展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直属机关党委关于省

直机关的人民公社情况的汇报。之后，刘少奇作了重要指示，具体阐述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

其中第二条就是：“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生产。”［５］吴芝圃根

据刘少奇的有关指示，把河南省办成了人民公社与公共食堂的试验场与策源地。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毛
泽东视察冀、鲁、豫三省人民公社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登载后，河南省委下达指示：“在城市也要举办人

民公社。”中共郑州市委“立即研究，全面号召”［６］。管城区清真寺街的党组织和居民群众积极响应毛主

席的号召，贯彻省、市委的指示精神，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５日在郑州市管城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城市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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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红旗人民公社。这个社有９２１３人，１８２８户，其中汉民７７３户，回民１０５５户。全社共办公共食
堂２８个，有１３２９户，４５９３人参加［７］。１９５８年９月中旬，郑州市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市共建立公共
食堂（包括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职工食堂）１３３７个，在食堂吃饭的４３１６０６人，占全市总人数
的８３．５％；未在食堂吃饭的８５７４５人，占１６．５％；其中食堂的管理和炊事人员１０６７６人，平均每个炊事
员负担４１人的炊事工作［８］。

当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毛泽东对它倍加呵护，高度赞扬。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７日至３０日，毛泽东在北
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间，多次论及公共食堂。他说：“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

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

……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

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８］“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

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４］７４２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到１２月１０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１２月７日，毛泽东为印发《张鲁
传》写了批语：“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９］６２７－６２８闭

幕的前一天，１２月９日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谈到公共食堂时说：“关于两种可能性。公共食堂、托儿
所、人民公社，看来是会巩固，但是要料到有些东西要垮掉。巩固和垮台，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总的说

来，垮掉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它的总趋势是要站立起来，发展起来。党也有这两种可能。现在，我们就要

注意到可能发生的那种不利于巩固的大规模的分裂。你如果不想到，不准备着，就会发生；你准备着，就

可能避免。关于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我看还是两个可能，或者胜利下去，或者灭亡。”［１０］５５２可见，在毛

泽东看来，公共食堂等的巩固和垮台，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存亡命运攸关的大事。

三　适应“大跃进”的需要是公共食堂建立和发展的实践根源
公共食堂反映的是一种集体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分配方式。它的建立和发展

不能不受“大跃进”的制约与影响。在中国城市里，公共食堂有较久远的历史渊源。解放前公共食堂就

已经存在，不过那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工厂里的工人食堂，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和城市人民公社的公

共食堂有本质区别，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 “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９］５７３。由于城市生产和劳动社会

化、集体化程度高，这种食堂早就存在于城市的许多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里，公共食堂是和这些单位的

劳动者劳动的社会化、集体化相联系的。而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前身———街道居民办的公共食堂，

却是“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才发展起来的。

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开始了１９５８年的生产“大跃进”，城市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民办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街道居民的就
业率普遍提高，成批地参加集体的社会劳动。为解决集体生产和分散做饭的矛盾，要求建立公共食堂，

于是在１９５８年，第一批街道公共食堂就诞生了。
集体生产和分散做饭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的消费方式和生产力进一步

发展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生产关系的矛盾。１９５８年建立的一批公共食堂，在解决妇女劳动力
和保证生产“大跃进”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使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上述矛盾并未根本解决。

经过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连续两年的“大跃进”，特别是１９６０年为了继续保持“大跃进”的速度，要求城市
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增长。这在当时由于农村生产力极其落后因而不可能大量抽调劳动力来支援城市的

条件下，除了依靠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外，还要充分动员一切可能利用的城市劳动资源。但另

一方面城市却还大量存在着闲散劳动人口，而这些人，大都是从事做饭、带小孩等家务劳动的家庭妇女，

这显然与城市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相矛盾。例如银川市居安巷共有居民１０１３户，１４９００多人。随着
公社化和生产建设的飞跃发展男劳动力已充分就业，女劳动力７３％参加了生产，出现了“家家无闲人，
人人有事做”的新气象［１１］。但一部分职工家属由于家务拖累，未能入社参加生产；已参加生产的，仍有

不少人家务负担过重。这些都和持续“大跃进”的要求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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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４月掀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高潮，开展了以组织生产为中心的全面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运
动。为了生产加番的需要，民办工业全面开花，发展很快。例如杭州市有民办工厂４９６个，参加生产的
有１５０００人，分散在社会上还未参加生产的整、半劳动力有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人左右，温州市有民办工厂
１７９个，居民生产加工厂１１７个，参加生产的有１７０００人，分散在社会上还没参加生产的整半劳动力有
１００００人左右［１２］。就是说，除去在机关、团体、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以外，这两个市的

居民中，可以组织起来的闲散劳动力有半数左右已经组织到民办工厂里来，还有半数左右需要继续组织

起来。原有城市闲散居民，一方面由于参加某种生产，有集体做饭的需要，同时由于他们有收入了，她们

也愿意参加食堂。这就必然要求公共食堂相应地有大量而普遍的发展。

由此可见，公共食堂的普遍发展，是生产上持续“大跃进”的客观要求，也是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实践使然。

四　城市居民对公共食堂的热烈向往与盲目追随是其产生的社会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通过不同途径和形式对城市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信念教育，使他

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了初步的了解，朦胧地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一个无限

美好的社会。从而激起城市底层民众渴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过上美好生活的强烈憧憬。正当城市居民

沉浸在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中时，农村人民公社和中共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前景的美好判断，通过各

种渠道传给了城市居民。比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各取所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

公社是金桥”、“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和将来的事情了”［１３］３８８等，使他们感觉

到，过上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不再是梦想了，并相信这一天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各系统的党

组织和街道居民群众对公社与公共食堂的建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付诸行动。党组织进行大力宣传，

大谈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与公共食堂的好处，居民群众中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写申请、表决心，纷纷

要求组建人民公社，参加公共食堂。例如兰州市财贸系统职工对成立城市人民公社认识明确、热烈拥

护，行动积极者７５５６名，占职工总数７２．０６％，其中党员１３１７名，占党员总数８７％；团员８０８名，占团
员总数８０．０％；群众５４３１名，占群众总数６８．２％。如百货公司针织商店总务员胡福贤（党员）听了动
员后立即写了入社申请书要求参加城市人民公社，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并动员爱人参加了工作，还积极

主动帮助五泉山街道办事处大办食堂。肉联厂党员陈璧在动员以后正巧爱人有病，但他毫不犹豫将粮

食转入食堂，并动员爱人参加保育员工作。农副公司木器加工厂邵梅影（党员）、王莎莉（团员）两同志

听了报告后就积极动员组织职工家属参加食堂和工作，在一天内使该厂１０１名职工和家属（除一名外）
全部参加了食堂吃饭。同时又积极组织起了托儿所、洗衣组、缝纫组，解决了家属工作问题。市人民银

行干部牟本仁（群众）主动帮助街道居民食堂算账，并动员母亲带头到食堂作饭。市粮食局工人彭正明

说：“成立食堂真正好，三买（买粮、买菜、买煤）一不（孩子牵累不能安心工作）减去了。”工人周作仁说：

“参加食堂好处多，节约劳力花钱少，孩子送进托儿所，从小思想教育好，大人高兴小孩欢，干劲倍增搞

生产。”［１４］又如天津市天纬路街的居民都说组织城市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好主意”，是“一条幸福的道

路”。最先组织起来的鸿顺里居民第一批报名入社，“他们等不及社里发下来申请书，在一张白纸上，全

胡同每一个人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１５］其中，广大妇女对办公共食堂的热情与积极性特别高，她们相

信，有了公共食堂，就可以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且能走上集体生产和独立生活的岗位，为“大

跃进”出更多的力。因此，她们热情地歌颂道：“街道办食堂，省钱又省粮，人人吃得好，个个喜洋洋，生

产增干劲，感谢共产党。”［１６］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就是在这种组织上大力鼓动与群众积极参与的热烈

场景中诞生的，而无暇考虑雄厚的物资基础与人们生活的真正需要以及广大参与者各方面的素质等诸

多因素。

正是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在全国大办城市人民公社的同时出现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据１９６０年３月末统计，全国有２５个省、市、自治区己建立５９８个城市人民公社。“公社和街道举办了食
堂五万零三百一十一个，占上述城市〔１９５９年底，全国２５个省、市、自治区，共有设市制的城市１８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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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城市是指其中的１６４个（另２０个城市是新疆和云南的，未在统计之内）———作者注〕全部食堂（不
包括商业部门的营业食堂）总数十三万一千二百三十四个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三，就餐人数五百二十二

万，占城市全部食堂就餐人数二千三百五十六点六万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一五，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七点

八。例如重庆、哈尔滨、天津、郑州、石家庄等城市参加食堂人数（包括机关、学校、企业食堂）己占市区

人口的５０％左右。”［１７］

又据全国总工会调查统计，截至１９６０年７月底止，在１９０个大中城市里，建立了１０６４个人民公社，
公共食堂已达７６０００多个，入伙人数１７００多万人，加上国营企业、机关、学校办的食堂，共达１７万多
个，入伙人数４３００多万人，占上述城市人口的６０％［１８］。

综上所述，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理论根源、思想根源、实践根源和社会

根源。其中思想根源是内因，其余三项均系外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也就是说毛

泽东的意志与喜好是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决定因素。当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探析城市人民

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历史原因，并不是为了批评或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而是以史为鉴，吸取教训。

生产关系的改变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全体社会成员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不能以领袖个

人的意志与喜好来决定，否则，将遭到历史的惩罚［１９］。

参考文献：

［１］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３］列宁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
［５］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Ｎ］．人民日报，１９５８－０９－２４．
［６］郑州市城市人民公社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Ｚ］．郑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１－１４－１０８４．
［７］郑州市人民公社基本情况［Ｚ］．郑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１－１４－１０８５）．
［８］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三卷）［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１］区、市组织人民经济生活工作组工作情况报告［Ｚ］．银川市档案馆馆藏档案，１９６０年，长期，３４０号卷．
［１２］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化后民政工作变化情况的调查报告［Ｚ］．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Ｊ１０３－１２－１７．
［１３］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４］关于市级财贸系统职工对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中的思想反映［Ｚ］．兰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００１－１－１９６００１２８．
［１５］鸿顺里展示城市人民公社无限美景［Ｎ］．天津日报，１９６０－０４－０８．
［１６］河北省委小城镇人民公社工作会议纪要［Ｚ］．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８５５－５－１９７７．
［１７］中央转发全总党组“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概况”的报告［Ｚ］．湘潭市第二档案馆馆藏档案，２－１－２７．
［１８］中央批转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整顿和巩固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Ｚ］．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央传阅文件），

６／１０７６．
［１９］高其荣．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Ｊ］．毛泽东研究，２０１４（１）：２８－３８．

（责任校对　莫秀珍）

６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