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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顾名思义，指的
是城市人民公社与农村人民公社中的食堂，是同
一事物出现在不同地域的公社组织中。公共食堂
是人民公社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人民
公社同步产生，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
法对其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讨与研究，是人民公
社问题研究的一大热点。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以往的成果①集中在农村公共食堂，而对城市公

共食堂只字未提。农村公共食堂研究固然值得重
视，城市公共食堂研究也绝不能偏废。本文主要
以城市人民公社档案资料为依托，论述城乡人民
公社公共食堂( 为了行文简便，略去城乡人民公
社，下同) 的共同特征，借以揭开城市人民公社公
共食堂的神秘面纱，以便人们全面了解公共食堂，

进一步关注与研究城市人民公社。

一、公共食堂产生和发展的依据与实践

同源

1845 年 2 月，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诞生的
《共产党宣言》还未问世，恩格斯已在“爱北裴特
的演说”中对“共产主义”或“公社”作了具体、详
细、诱人的论述。谈到公共食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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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
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②显而易见，恩格斯对公

共食堂是十分赞赏的。他认为，公共食堂可以克
服资本主义社会因物品私有而不断加剧的人与人
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甚至是社会的危机和矛盾;

节约劳力与资源，提高社会效益。所以，建立公共
食堂就是“共产主义”或公社一个不可缺少的
环节。

列宁是共产主义实践的先行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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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句话: 没有，没有。正是这些平凡
的、普通的、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
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
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
等。”③对于这些“幼芽”，列宁坚信“在无产阶级

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一
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
义”④。只可惜，列宁的预言并未能如愿，他所说

的这些“幼芽”，很快便“夭折”了。
毛泽东步列宁之后尘，在城乡人民公社里进

行了大规模的公共食堂实践。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前夕，毛泽东透露了办公社( 包括公共食堂) 的设
想。1958 年 4 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 时
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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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他们谈了公社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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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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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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刘少奇在第一时间( 上
述汇报结束回京，路过郑州火车站———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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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火车站) ，跟吴芝圃( 时任河南省委第
一书记) 同志谈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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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吴芝圃没有辜负刘少奇的信任与重托，把河
南省办成了人民公社与公共食堂的试验场与示范
基地。1958 年 7 月间，河南省在并大社的基础
上，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8 月 13 日，河
南省委在向中央的电话汇报中说，全省已建立公
社 1463 个，占计划总数的 52. 43%。⑦同一天，《人
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视察冀鲁豫三省与称赞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消息，更使吴芝圃等河南
省委领导倍受鼓舞，愈加坚定了他们把人民公社
化运动做大做“强”的决心与信心。

8 月 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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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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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郑州市管城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城市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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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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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5% ; 未在食堂吃饭的 85745
人，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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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炊事工作。⑩

当公共食堂蓬勃发展之时，毛泽东对它倍加
呵护，高度赞扬，推崇备至。1958 年 8 月 17—30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论及公共食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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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毛泽东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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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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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闭幕的前一天，12 月 9 日毛泽东作了长篇
讲话，谈到公共食堂时说: “食堂、托儿所、公社，

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
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
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
可能性: 胜利下去，或者灭亡。”瑏瑤可见，在毛泽东
看来，公共食堂的巩固与否，是关乎党和国家存
亡、命运攸关的大事。

1960 年初，许多农村公共食堂在严重缺粮的
情境中恢复，逃荒、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因此变
本加厉。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毛泽东对坚持办公
共食堂的态度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强硬。从 1960
年 3 月 6 日到 3 月 18 日，短短 13 天，毛泽东对公
共食堂连下几道“金牌”号令，强调所有形式的公
社食堂都必须大办。3 月 6 日，他在《中共中央批
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
告〉》中批示道: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
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
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瑏瑥3 月 18 日，他又在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中强调: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
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
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
行。……工厂、矿山、街道、机关、学校、团体、军队
的公共食堂，一律照此办理。”瑏瑦

二、入伙公共食堂，名曰自愿，实则强制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 草稿)》第
十七条规定:“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
不愿意参加食堂和托儿所的听其自便。参加食堂
的，也可以自己另备小菜。”瑏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试行章程》也明确规定“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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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和勤俭办食堂的方
针”瑏瑨。上述两个章程，对于社员参加公共食堂有
着雷同的表述，即“自愿参加”、“听其自便”等。
从字面上理解，基本合乎情理。群众选择在家里
吃饭，还是到食堂吃饭，这是个无关紧要的生活问
题。可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参不参加、
办不办好公共食堂，却被看成是一个很大的政治
问题。当时的《人民日报》指出:“办好公共食堂，

不仅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十分
重大的政治任务。每个人民公社都应该把公共食
堂办好。”瑏瑩既然是政治任务，那就由不得社员群
众愿不愿意了。确切地说，如果不愿意，那就是政
治立场出了问题，甚至是阶级敌人了，随时都可以
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事实上，不管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其中有
些人对公共食堂是有想法、有顾虑的。据包头市
的资料记载，在加入公共食堂时有部分人“对个
体的生活习惯改变有顾虑，怕孩子入托儿所带不
好，受气。顾虑公共食堂吃不好，照顾不了老人和
孩子。这部分人占总人数的 20%左右; 对党的方
针政策不大了解，对公社的优越性有怀疑，有抵触
情绪，因而在公社化运动中存在杀猪宰鸡，卖房
屋，卖缝纫机，从银行提取存款，大吃大喝，挥霍浪
费的现象”瑐瑠。

那么，对于这些人要采取怎样的办法，使他们
“乖乖”地加入食堂? 一般地说，有两种做法: 一
是辩论批斗。郑州市红旗人民公社党委认为，大
办人民公社，是一次革命斗争，如有些人抱有观
望，疑问，闷闷不乐，停滞不前，消极等待的态度，

就不是兴无灭资的态度。这些都必须通过整风，

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来解决。瑐瑡于是，他们就依靠
贫苦户，依靠一切进步力量，开展两条道路问题的
大辩论，发动群众，就地取材，就地开辟战场，就地
辩论，就地进行较量，严肃批判一切错误认识。通
过辩论，思想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进而变消极为积
极，他们说: “不扒炉灶，思想就不算坚决”。于
是，“第四组 13 户富裕户不到半小时就把炉灶全
扒光了”瑐瑢。另据这个公社的马寨群众反映: “居
委会张主任上欺下压，动不动就是‘辩你一下，贴
你大字报，插你白旗，叫派出所拘留你，整天阳奉
阴违叫群众给他端饭，迭被子，端尿盆’”瑐瑣。通过
上述方式，使受斗者威风扫地，颜面尽失，无地自
容。最终，为了尊严，为了活命，受斗者不得不就
范。二是没收购粮证，限制自由。据四川省自贡

市的一份资料反映: 市粮食局规定居民粮食由街
道食堂统一购买，不在食堂搭伙的不得直接到粮
店购粮，这个规定就使街道居民参加食堂人数骤
增，由原来搭伙的 60%—70% 增长到 98%—
99%，有的全部参加了食堂。食堂掌握了粮食，实
际上是掌握了居民的生存权。不仅如此，在退伙
方面还作了很多限制，退伙的要“三证明”，病人
要医生证明，学生要学校证明，职工要单位证明;

还要经“两批准”，走亲戚要居民主任批准，退全
月伙食要街道办事处批准。瑐瑤这样一来，上级的意
图、指令实际上成了死命令，正确的要执行，错误
的也要执行，愿意的要做，不愿意的也非做不可。
正如刘少奇 1961 年 4 月 19 日所说:“食堂是强制
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而是平均主
义的阵地。”瑐瑥

三、公共食堂是干部大搞“特殊化”的

温床

公共食堂初期，以“一大二公”为契机，把个
人的生活物资及其家庭财产统统集中在公社的相
关部门，公社干部因此成了实际上的财富拥有者。
这就为公社干部和伙食管理者们大搞“特殊化”
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公共食堂成了管理者大
搞“特殊化”的温床。其表现形式有:

首先，公社干部和炊管人员生活特殊，多占群
众利益。河北省静海县子牙公社的大黄庄、东坛
头管理区的干部们是这样搞特殊的: “社员吃红
薯面掺菜、掺秸杆淀粉( 用玉米等农作物秸杆制
作的淀粉) ，公社干部吃净米净面，或掺点家菜。
社员吃菜无油，干部吃炒菜、吃油。公社在王尔庄
白占土地，种了许多菜，每个公社党委成员可以分
菜 1000 多斤。管理区的干部也如法炮制，把粮食
从队里领出来开小灶，有的管理员干部虽然不单
独开伙，却在各个食堂吃串饭，哪个食堂好就在哪
里吃。……有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在食堂随便吃、
随便拿，还得给他用净米净面单独做饭。吃红薯
不吃头、不吃尾、不吃皮，光吃心，群众将他扔掉的
头、尾、皮捡起来吃。”瑐瑦有一个食堂，群众给管理
员贴大字报说:“管理员你讲讲良心，为什么我们
吃稀，你吃稠?”瑐瑧还有的说:“一人进食堂，全家都
沾光。”瑐瑨不仅如此，有些干部竟玩起了“钓鱼执
法”，把从社员那里得到的罚款用来大吃大喝。
郑州市凤凰台的干部向群众规定了一条: “谁的
猪往地里跑，谁抓住罚款归谁”。此案共发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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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起，罚款 150 元，群众分得 45 元，其余的被干部
花了个净光，群众反映说:“干部没钱吃酒时就出
孬点，硬把人家猪圈打开，将猪往地里撞，然后抓
住罚款，拿到钱就下酒馆”瑐瑩。

其次，贪污生活物资。人所共知，公共食堂是
生活物资的集散地，而很多生活物资的管理者们
却利用管理之特权，置普通社员的死活于不顾，干
起了贪污、盗窃等偷鸡摸狗的行当。昆明市城市
人民公社办公室的一篇调查材料很能说明问题。
该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调查了五华、金马、盘江、
长春四个公社的部分干部和公社所属事业单位的
职工贪污情况。调查的结果是: 问题很严重，贪污
的面很广。长春公社 48 个食堂采购员和会计出
纳员有贪污行为，财产除公社的各项公款外，最突
出的就是粮票、大米和各种副食品。盘江公社 26
个街道食堂的负责人中，有 22 人多占私分过副食
品和贪污过粮食，占 86. 4%。除此之外，他们还
贪污布票、糖票、糕点票和肥皂票等。金马公社的
李彩英从 1959 年至 1960 年 7 月贪污、盗窃和受
贿价值 500 余元的副食品和粮食。盘江公社金马
街回族食堂负责人纳秀华、采购员桂如玉利用搬
运大米的机会，贪污、盗窃粮食 700 余斤。瑑瑠

四、公共食堂的整顿措施基本一致

公共食堂办起来后几个月的实践证明，它并
不像原来设计与宣传的那样: “共产主义胜天堂，

公共食堂是桥梁”，而事实中却是“问题百出，困
难重重”。正因为如此，在公共食堂存在的艰难
岁月中，整顿不断，如影随形。当然对食堂的整顿
是与公社的整顿结合进行的。整顿的目的是为了
化解食堂危机，固守公共食堂这一所谓的“社会
主义阵地”。整顿措施主要有如下几项:

( 一) 组织整顿，保证党对公共食堂的绝对领
导。一是“政治进食堂，干部下伙房”。当时人们
认为，食堂越办越差、粮食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是
干部不积极领导; 党没有掌握公共食堂的绝对领
导权; 组织不纯，坏分子有意搞垮公共食堂等。基
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地方提出了“政治进食堂，干
部下伙房”的解决办法。具体做法就是清理队
伍，纯洁组织，保证党对食堂的领导。例如: 河南
省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理各类不纯分
子或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 2. 8 万多人。二是
领导干部( 尤其是书记) 分工负责，包干办好食
堂; 选派热心服务、公道能干、联系群众的党员、团

员和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到食堂去担任管理
员、炊事员和其他工作，树立起贫农、下中农的领
导优势。如西宁市要求城西、城东区委与城市各
人民公社党委“都应有一个党委副书记或副社长
专门负责抓食堂工作，并且选派一批好的党、团员
或积极分子担任食堂管理员、炊事员”瑑瑡。三是各
城乡人民公社还尝试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特
别是建立粮食管理制度与伙食管理委员会以及炊
管人员培训制度等。

( 二) 纠正“共产风”瑑瑢，清退社员财产，减少
群众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公共食堂建立的过程，

也是“共产风”猛刮的过程。在农村，“共产风”刮
得严重的地方，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家禽、家畜
大量被宰杀，农具大量损坏，营养性疾病严重流
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粮食产量一减再
减。在城市，人们思想极其混乱，上海就有很多干
部怕“共产”，有的市民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
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瑑瑣显然，“共产风”不仅严
重破坏社会生产力，而且使群众对共产主义产生
了误解，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劳苦大众心中的
崇高地位，动摇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
所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公社化运动
中的“共产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清算退
赔。此后，毛泽东又几次指示要算旧账。于是，在
全国城乡人民公社首次纠正“共产风”，开始清退
无偿占有社员财产的工作。例如，西宁市截至
1959 年 4 月底，全市“已退还食堂占用社员房屋
1205 间，各类灶具 4016 件，社员表示十分满意。
西岔生产队原来仅食堂占用社员房屋就有 403
间，停伙后一次即退还了 371 间，退还了灶具 406
件，并且还退还了房租等 1450 元”瑑瑤。这是一则
个案，但它却折射出首次清理“共产风”的工作取
得了初步成效，“共产风”风头也有所收敛。然
而，这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共产风”的大
戏不断上演，并越演越离奇。正如湖北省沔阳县
委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共产风’从一九五八年
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

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刮，而且越来越严
重。……到后来，正如群众所说的: ‘见钱就要，

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瑑瑥

( 三) 设法解决粮食紧缺问题。粮食严重紧
缺是公共食堂问题的焦点，围绕这一问题，党中央
以及各公社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许多措施。第
一，强调供给制的同时，实行依人定量，节约归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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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在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上取
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是，食堂的粮食紧缺状
况并没有好转，而是日趋严重。于是，中共中央于
1959 年 4 月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了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下称《问题》)。
《问题》在肯定供给制的同时作了这样的规定:
“公社的食堂可以在口粮依人定量的基础上实行
饭票制度，每月结算一次，社员节余的粮票可以从
食堂换出粮食或者现金，归自己所有。”瑑瑦1959 年
5 月 10 日，中央又肯定中共湖北省委“实行粮食
供给制应当采取按人定量，发给饭票，凭票吃饭的
办法，粮食可以放在食堂，也可以发到社员家中，

可以在食堂吃饭，也可以在家中吃饭，完全由社员
决定，不要勉强。有的地方，群众要求只办农忙食
堂也应当允许”瑑瑧的作法。同时，还认可“房前屋
后的空地，允许由社员自种蔬菜、饲料，收入全部
归社员个人所有”瑑瑨的方案。这样就在食堂的形
式与社员愿意在哪儿吃饭等方面比以前要灵活了
许多。换句话说，社员群众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调
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对于缓解公共食堂中
的粮食紧缺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城市人民公社实行的不是粮食供给制，而是
“吃饭要钱”的粮油供应制。1960 年 9 月降低过
一次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标准，但幅度不大，“每
人每月平均降低二斤左右”瑑瑩。

第二，用“粮食增量法”解决粮食危机，整顿
公共食堂。“粮食增量法”是辽宁省黑山县大虎
山的农民于 1959 年 5 月首创的“玉米食用增量
法”。随后，该方法在辽宁省广泛推广，并得到了
中共中央的肯定。1960 年 3 月底，二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上，著名病理学家白希清( 时任辽宁省
副省长———作者注) 就“粮食增量法”的种类、好
处作了重点发言。他说，“增量法”一是米饭增量
法，将大米先蒸，后淘，再煮，可使每斤大米由原来
出两斤半至三斤饭，提高到四至五斤; 二是玉米粉
和面粉烫面法，可由原来一斤面出 1. 6 至 1. 8 斤
窝头，提高到 2. 8 至 3. 0 斤。面粉用烫面法，可由
每斤原出 1. 4 斤馒头，提高到 1. 8 至 2. 0 斤。其
好处是: 节约粮食、细软适口、治胃病、增加
营养。瑒瑠

“粮食增量法”经专家的权威论证与在高级
别会议上的推荐，特别是得到中共中央与毛泽东
的充分肯定，被城乡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所普遍接
受与采用。仅以上海市静安区街道食堂为例，据

对静安区五个街道 107 个食堂的调查结果显示，

采用增量蒸饭法，其出饭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例
如，1960 年 5 月出饭率在 36 至 40 两的食堂占
31. 77%，到 7 月底减低为 13%，而原来出饭率 49
两以 上 的 食 堂 占 3. 7%，到 7 月 底 提 高
到 28. 1%。瑒瑡

但是，据后来的实践表明，“粮食增量法”其
实就是增加饭内水的份量，吃了这种饭很不耐饿，

得不偿失，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比如说“水”，对于
南方农村不是大问题，只不过是增加一些挑水工
而已，而对于城市与北方的农村来说，水是比较珍
贵的。再说，用此法基本上是要双蒸，同样一锅饭
要蒸两次，它不仅程序繁杂，浪费了许多劳动力，

而且耗费大量燃料。所以说，粮食增量法是一种
费力不讨好，徒劳无益，甚至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方法。

第三，用“代食品”填充社员肚子，改善社员
生活，拯救数亿生灵。何谓“代食品”，在最新版
本的汉语词典中是找不到的，“百度”上却给出了
基本准确的解释。即“在口粮和副食品极为缺乏
的情况下，全国人民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大规模
地动员起来，以小麦根粉、玉米根粉、玉米杆曲粉、
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 一种食用酵母)、小
球藻、栅藻、红虫( 水溞) 等各种代食品补充口粮
的不足，能够填充肚子并解决暂时饥饿的就是代
食品”。之所以说它基本准确，而不是非常准确，

是因为定义不周，代食品的品种比它描述的要丰
富得多，其原料不只是一两种，而是十几种，几十
种。福州市几个食堂的资料证实了这种情况。例
如:“南街公社的文儒食堂，瀛洲公社的建海食
堂，仓前公社的梅坞食堂。这些食堂所制的代食
品的品种以菜头粿、三层糕、九层粿、锅边糊为多
数，采用的原料有地瓜叶、野空心菜、芹菜叶、胡萝
卜叶、各种瓜叶、菜头、菜边以及海藻、地瓜渣、芭
蕉头、龙眼核等。”瑒瑢

“代食品”的逐渐丰富与公共食堂的粮食供
给成反比，就是说随着公社供给公共食堂的粮食
不断减少，或者断粮，“代食品”的种类越来越多。
1959 年初，公共食堂缺粮问题浮出水面。北京市
丰台区反映了公共食堂缺粮的严重情况: “食堂
兴起之时的白面馒头、大包子，变成了‘低标准瓜
菜代、稀干搭配、粮菜混吃’。”瑒瑣可见，最初是降低
粮食标准，用瓜菜代替食品，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庐山会议后，“左”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扩大，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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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所谓“三分天灾”，粮食严重短缺的问题已
日趋恶化，也无瓜菜可代了。寻找更多的代用食
品，解决粮食危机，挽救亿万生灵，已成为公共食
堂的唯一选择。河北、山东省想了很多办法，找到
了瓜菜以外的更多的代食品。1960 年 3 月 5 日，

河北、山东省在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公共食堂情
况的电话汇报中说:“河北提出的口号是: 坚持粮
菜混吃，推行粮食增量法，大搞植物秸杆制淀粉。
……山东省已搞出淀粉二亿七千多万斤，对于社
员吃饱吃好，起了不少作用。”瑒瑤对此办法，毛泽东
十分赞赏并加了批语: “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
淀粉，是 一 项 大 发 明，全 国 一 切 公 社，都 应
推行。”瑒瑥

在毛泽东的坚决倡导下，挖掘、采集代食品成
为 1960 年至农村公共食堂解散期间一场独一无
二的群众运动。1960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
出了《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
动的紧急指示》( 下称《指示》)。《指示》说: “立
即动员广大群众，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
代食品运动，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一项重要的紧急
任务。……在灾害比较严重、粮食减产较多的地
区，努 力 增 加 代 食 品 更 是 一 个 极 为 迫 切 的
任务。”瑒瑦

《指示》下达后，各地雷厉风行，纷纷响应，积
极组织、制造代食品。1961 年 1 月 7 日，中共河
南省委在《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
品运动的方案》中强调，要立即动员群众，开展一
个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内蒙古丰镇
县城关镇“五一”人民公社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了
“大搞特搞”代食品加工的群众运动。这个社的
酒厂试制成功的连保霉、酿造厂试制成功的人造
菇、人造肉精等代食品; 粮食加工厂用山药蔓、玉
米轴试制成功的代食品可与莜面按 1 ∶ 1的比例，

做成窝窝或者蒸饼、馒头; 农业管理区有 12 个中
队成立了加工代食品试验小组，其中有两个生产
大队组成了代食品加工厂，试制成功了用山药蔓、
葫芦蔓、玉米轴、糖菜叶等制作的代食品。瑒瑧

总之，公共食堂的整顿，始终围绕着解决粮食
危机与避免共产主义“幼芽”夭折的目标，但事与
愿违，这个“幼芽”并未在整顿中生长，而是在整
顿中死亡。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农村公共食堂，还是城市公共

食堂，都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探索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留给我们
深刻的教训。

第一，要辩证看待、正确分析马克思、恩格斯
早期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某些论断。马克思主义
虽然是普遍真理，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理
论中并无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早
期共产主义学说属于纯理论阐述。就拿公共食堂
理论来说，恩格斯之所以对它推崇备至、赞不绝
口，是因为公共食堂能够节约劳力与资源，便于统
一调配物资，消灭私有观念等。从字面上理解，它
确实具有“共产主义”性质，非常具有诱惑力。问
题在于，恩格斯对于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根本没有任何预测。新
中国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实践证明，公共食堂的
优越性不仅难以体现，反而带来了许多问题。这
就告诫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必须用
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辩证对待，正确分析。

第二，反对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
程中永恒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尤其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与中国
共产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曾对此深
恶痛绝，可谓反对教条主义的典范。他在与教条
主义者的尖锐斗争中，找到并创造了一条与中国
国情相适应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使新民主主义革
命获得了极大成功，然而，在建国后，在探索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却重蹈历史上教条主义
的覆辙，把不适应中国国情的公共食堂理论生吞
活剥地搬到中国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
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漫长的历
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死搬硬套，而是必须与中
国国情密切结合，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可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康庄大道稳步前进。

第三，有错就认，知错就改，改正得越迅速彻
底越好。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不犯错误
是不可能的，关键是犯了错误怎么办。如果庐山
会议不是反右，而是继续反“左”; 如果庐山会议
后，再次纠正人民公社化和“共产风”的错误时，

承认批判彭黄张周错了，早一点解散农村公共食
堂; 庐山会议后，如果不持续“大跃进”，不强行恢
复农村公共食堂，不普及城市公共食堂，三年灾荒
和经济危机就不会那么严重，饿死的人就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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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至少“三年困难时期”与“公共食堂”就不
会成为同义词。话说回来，如果对过去所犯错误
只是一味地抱怨、责怪，那也不是一种很负责任的
态度，重要的是应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有了错
误，要及时发现，勇于承认，深刻分析产生错误的
原因，并彻底改正它，使党变得更加成熟，更具公
信力。正如列宁所说: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
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
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
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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