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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假象迷惑住了双眼。你们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

的思想准备。这可是危险的啊！”毛泽东批评了互

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

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

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

百年史辨

（湖北）马社香

毛泽东支持山西试办
农业合作社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试办农业合作社的战略

思考是缜密的深远的。

1951 年 7 月 15 日在回复黄炎培“能战然后

能和”信件半个月后 ，薄一波回忆，“毛主席找

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

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主席批

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

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 ：既然西

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

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

（协作）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

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

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因为

被毛泽东说服的对象都是党内读过《资本论》的

高级干部，响鼓岂用重锤，轻轻一点拨，刘少奇、

薄一波、刘澜涛豁然开朗。

刘澜涛生前在日记中曾清晰地记载此事 ：

1951 年 7 月毛泽东在丰泽园卧室客厅里，召见

了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毛泽东说 ：“我看了

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你们的批示及少奇同志的几次讲

话，我不得不向你们表示，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

我支持山西省委和赖若愚同志的看法。你们的观点

反映了你们的思想大大地落后于人民群众的觉悟。

你们作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尾巴。你们被一种富农经

1951年，山西省长治专区率先试办了全国
第一批初级农业合作社。图为武乡县窑上沟村
初级社的社员在地头劳动。

农民拿着土地证申请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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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

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

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此时，毛泽东已非常清晰地从理论上梳理了

依靠农民的“协作”“分工”，互助合作发展农业

合作社，以改变一家一户旧有的生产关系，形成

新的生产力。他向刘少奇等同志讲了马克思《资

本论》第一卷主要是第十一、十二章阐释的基本

原理，在西方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渡阶段，有一

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那时候尚没有蒸汽机，但由

于一起劳动，有协作有分工形成了新的生产力，

人人皆知资本主义就是经过这个时期再进入工业

化阶段的。资本主义能够利用一起协作劳动发展

起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怎么不能

这样发展起来呢。毛泽东用党的高级干部耳熟能

详的马克思阐释的资本主义发展基本进程，很快

让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心服口服，迅速转变

了对山西省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看法。

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广被转载，其完全歪曲

肢解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山西试办农

业合作社的基本史实，但却装扮成“真理的维护

者”，故引用其主要章节，以正视听。其曰 ：

毛泽东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华北局的批语和

刘少奇的批语之后，经过一段思考，找刘少奇、薄

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 ：“我不能支持你们，

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的论点是 ：既然西方资

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

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

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

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也是可行的。

请读者不要忽略上面这段话。历史巨人毛泽

东在改造小农经济问题上就是在这里失足的。（黑

体字为原文作者所加）他的整个社会主义空中楼

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上。毛泽东对自

己这一理论创造是非常重视的，在民主革命阶段，

他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解决了工业不发达、

工人阶级太弱小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革命，

夺取政权的问题，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认

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阶段，他如果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

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一下子过渡到社会

主义，建设起一个富裕、文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那将是对马克思主义更大的发展。有这

两大理论贡献，他将使斯大林黯然失色，而与列宁

相比肩，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

导师和领袖。

当强迫命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遭遇抵抗造成农

业减产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主要理论助手陈伯达

进一步研究，为什么 17 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依

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
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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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分工可以形成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而 20 世

纪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不能依靠分工产生新的、提高

了的生产力呢？为什么表面看来貌似相同的事物竟

不能产生大致一样的结果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17 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和 20 世纪中国的农业生

产合作社，除表面相似之外，本质上是不同的。进

入手工业工场做工的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他

们到工场做工是自愿的，是别无选择的谋生手段。

被“说服动员”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国农民却

不同，他们是有土地、有农具甚至有耕畜的小私有

者，具有独立经营发家致富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

入社等于剥夺（立即剥夺或逐步剥夺）他的生产资

料，不允许他发家致富。马克思把农民、制造业者

和商人看作是社会一般的分工，这个分工构成了社

会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大的分工概念。个体农民

属于这个大的社会分工的概念，属于“社会内部的

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是有区别的。他说：“社

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

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

质的区别。”“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

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 ；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

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手

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是资本

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 ；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

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

承认竞争的权威。”（《资本论》第一卷第 12 章） 

       但上文作者并没用完全弄清楚毛泽东所肯定

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符合《资本论》所讲的

社会内部分工，而且整个理论框架充分体现了马

克思《资本论》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一章“协作”、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

业”的共同主旨。1951 年春夏，中国试办的农

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全部都是自愿的从季节

变工、常年互助组一步步发展到试点农业生产合

作社，而非像上文作者所说被“说服动员”，这

个从 1951 年 3 月长治互助组代表会议的原始文

件中清晰可见。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些试办社的

成员都有少量的土地、部分人有农具，很少人有

耕畜，闻名全国的穷棒子社 1952 年办社时，仅

有一头毛驴的三条腿，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所

以在 1951 至 1955 年，中国广大农村提倡和推进

农业合作化时，并非像上文作者所定义的“具有

独立经营发家致富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入社

等于剥夺（立即剥夺或逐步剥夺）他的生产资料，

不允许他发家致富”。在 1955 年前能够独立经营

发家致富的仅仅是少数富裕中农。而从 1951 年

至 1955 年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年年增产，

不仅原来的贫困户而且富裕户也增加了收入。而

百年史辨

山西省永济县李敬戈领导的初级农业社的女社员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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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该文作者所标注的农业社减产。半社会主义

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不允许任何人发家致

富，而是带领全社上下共同发家致富。初级社在

全国农村中一直是比较受拥护的。现在各地农村

老人们仍非常怀念。

更有甚者，该文作者并没有弄清楚马克思所

说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是《资本论》第四

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的第十二章，而第

十一章“协作”正是产生相对剩余价值的第一要

素。而这才是毛泽东认为可以依靠农民的农业生

产合作社，通过共同劳动、协作分工，从而产生

新的生产力的主要理论框架。

马克思在“协作”这一章谈到资本主义的工

场手工业，“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

的工人，也会在劳动工场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

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蓄原料等的仓库、供

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

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

中共同消费的。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

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

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

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20 个织

布工人用 20 台织机劳动的房间，必然比一个独

立织布者两个帮工做工的房间大得多。但是，建

造一座容纳 20 个人的作坊比建造 10 座各容纳两

个人的作坊所耗费的劳动要少，因此大量积聚的

并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不

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

加” 。说通俗点，马克思深刻分析到集体规模

的劳动可适当地节约生产成本。

紧接着，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 ：“许多人

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

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

式叫做协作。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

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

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

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

和，与许多人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

( 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 )

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

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

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

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

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马克思说得何等深透何等好啊！协作劳动可

以创造，马克思用的是创造一种生产力，这就是

毛泽东所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统一经营”

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的理论基点。也是不久后毛

泽东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下面的论述中更加深刻地论述：“且

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

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

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

人的个人工作效率。……我们所以着重指出，许

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是因为

这种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即使在最发达的协

作形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

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

1954年10月1日，参加第一次全国人大的
农业代表李顺达、胡文秀、申纪兰（左一至左
三）等被请上天安门观礼台。

河北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1954年卖给国家余粮10万多斤。图为运粮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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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

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

时间。” 

当你读了马克思的上述科学论断，犹如马克

思针对中国农业合作社互助合作优越性正在进行

理论评述。所以，毛泽东言轻意重地对刘少奇、

薄一波、刘澜涛概言之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

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

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协作）以形

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

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

的。”几句话能说服三位高级领导干部的武器就

在这里，奥秘就在这里，真理也在这里。毛泽东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可行的理论根据，正是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农村土改后的实际状况相

结合的理论精髓。

攻击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基本理论之人，

在引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分工和工

场手工业”的有关段落时，不知通读过第十一章

“协作”否？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不能断开协作

谈分工。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本身就是互助

合作，怎么避开马克思的协作专谈“分工”呢？

理论上的任何断章取义、舍头去尾都不可能走向

真理的彼岸，而只能成为谬误和混乱的滥觞。

1951 年山西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

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前期手工业工场协作分

工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在农业社不

断增加的公积金（共同集体财产）引导下，社员

之间为增产丰收而进行劳动协作和分工合作，如

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建立起，就专人选种、

专人浸种、男社员犁田、女社员挑粪、有饲养员

喂羊，有姑娘队播种栽树，后来又成立专门小组

管理果园、树苗等等，1951 年山西所有试办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获得了丰产增收、持续发展的

惊人成绩。这就是毛泽东给刘少奇、薄一波、刘

澜涛讲话时所说的“新的生产力”。初级社这种

私有基础集体统

一 经 营 的 模 式，

仅就手工工场内

部分工协作这一

点来说，不仅跨

越了资本主义工

场 的 第 一 阶 段，

有的环节直接进

入第二阶段、甚

至为第三阶段打

下 基 础。 所 以，

毛泽东当时说“ 

中 国 的 合 作 社，

依靠统一经营形

成新生产力，去

动 摇 私 有 基 础，

也 是 可 行 的 ”。

在创造新生产力更多地创造劳动价值方面，初级

社和毛泽东所比拟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并不像

怀疑者讲的本质区别，反对农民发家致富。相反，

农业生产合作社避免了资本对社员的无情剥削，

人人都是社里的主人，确实引导农民既规避了小

农经济的风雨摇摆性，又发挥了广大社员的创造

力，共同发家致富，共同富裕之树得之常青。毛

泽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

与中国农村现况相结合，有了新发展新贡献。这

段历史不容歪曲。这一理论贡献应深入研究，以

免“道貌岸然”者断章取义肆意阉割，引入歧途。    

据陶鲁笳等人 回忆 ：　　

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
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图
为毛泽东在写按语。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总
结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经验的基础上，
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决议》。图为1954年1月9日《人民日
报》刊登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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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思涛（刘澜涛的子女们）据父亲日记著：《刘

澜涛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3

页。

　引自化名作者“古马”的网文《毛泽东与

刘少奇产生分歧的导火线》。

　 马 克 思 ： 《 资 本 论 》 第 1 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1975年版，第360~36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36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版，第364页。

　王谦和赖若愚的老战友李修仁均有相似忆述。

　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年版，第63页，毛泽东主席表达支持山西省委

意见后，同去北京医院看望赖若愚的还有刘澜涛。

 （责编　肖黎）

毛泽东对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 1951 年 7

月下旬那次讲话，薄一波等人心悦诚服，当晚，薄

一波 代表华北局去看望正在北京治病的赖若愚，

亲切地说，毛主席认为山西省委试办农业合作社的

意见是对的，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赖若愚睁大

眼睛问 ：“真的？毛主席是怎么说的？请告诉我。”

薄一波转述了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赖若愚

郑重地点头，说 ：“毛主席看得比我们远，他看到

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战胜封建主义的。我们也可以这

样一步步地战胜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

会。”薄一波离开后，赖若愚立即打电话给我，那

时我还在北京没有回太原。赖若愚在电话中高兴地

对我讲 ：“毛主席肯定山西省委的意见是正确的，

不要再检讨了。赶快通知省委准备材料来人。中央

已决定 9 月在京召开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陶鲁笳2007年7月18日口述）

陶鲁笳电话通知山西省委。次日，山西省委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绣锦接到通知后火速赴京面

聆赖若愚书记的指示。

王绣锦近年回忆 ：

赖若愚时已积劳成疾。可惜我国当时还没有先

进仪器检查他已患有癌症。一见我来，赖若愚像年

轻人一样兴奋地说，你来得好。上次华北局开互助

合作会议，认为山西省委决定试办农业合作社错了。

最近毛主席肯定了山西省委的看法。这不是哪一级

哪一个人的看法对错问题。它关系到中国农村如何

发展的大问题，关系到中国农民未来的百年大计。

赖书记要我将毛主席的讲话带回太原。同时叫有关

单位准备参加 9 月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材料。我

一回去，整个省委大院早就知道了，喜气洋洋。毛

主席支持山西创办农业合作社，成为全省最高兴当

然也是动力最大的事。

（王绣锦2008年6月 20日口述）

注释：

　薄一波的回忆没有注明具体时间。但廖玉、金

戈主编的《廖鲁言生平大事年表》，认为是1951年

8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

本文作者采访王绣锦时，为王绣锦夫妇和山
西农业合作化研究者郝旭明拍摄合影。

本文作者采访陶鲁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