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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如何

体现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质，如何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农民小生产者占人口绝大

多数的东方农业大国进行党的建设，把党改造成

为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具有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的先进性的党，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面临

的重大课题，也是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的难题。毛

泽东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

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无产阶

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大革命时期，由于党

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的工人运动方面，中国共产

党党员中工人成分的党员还比较多，1927年 3月，

工人党员曾经占党员总量的 53.8%。[1](P174)但是，

大革命失败之后，城市的党组织由于国民党反动

派的残酷镇压而遭到严重破坏。相反，随着党的

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重新恢复和发展的党

组织大都建立在农村特别是建立在革命根据地，

党员的成分也由工人、知识分子为多数转到以农

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分子占大多数。

据统计，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时，工人党员只占

10.9%,而农民党员却占 76.6%。六大以后，工人

党员所占比例继续下降，1929年 6月为 7%，1930

年7月为5.5%，1930年9月又下降到1.6%。[1](P175)

面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党员绝

大多数的实际，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

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质，如何把党改造成为具

有无产阶级意识、具有工人阶级先进性质的党，是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面临的重大课题。当时党

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唯成分论，即完全照

搬苏联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建党经

验，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党情，片面强调或者一味追

求党员的工人成分，搞关门主义，拒绝大批农民和

其他小资产阶级加入党的队伍。二是忽视小农意

识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腐蚀

作用、消解作用，或者对党内小农意识、小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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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思想严重的人采取简单的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或

者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

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影响，而忽视对党员进行无

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和思想改造，

忽视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两种错误倾

向发展的结果，是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

毛泽东通过总结大革命时期以及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时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

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中国的国情、

中国共产党的党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

改造小农意识、保持党的先进性思想，从而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毛泽东改造小农意识、保持党的先进性思想，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毛泽东高度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对于保持

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极端重要性。注重从思想上

建党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井冈山革命

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怎样把“几

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

党。当时，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

史条件，强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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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完全是农

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

是会要错误的。”[2](P77)为了同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

绝对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流寇思想等农

民小生产者思想意识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写了《井

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等一系列

重要著作，对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农民小生产者思想

倾向的表现、根源、实质、危害等作了深入、系统的分

析和批判，提出“克服农民和小资本主义的狭隘性”

的问题。他认为，要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改造成无

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主要的办法就是把思想政治上

建党放在第一位，通过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教育，反对和克服各种非无

产阶级思想意识。在这条建党思想和路线指引下，

我党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

里，怎样把几乎完全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建

成无产阶级政党，把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

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样一个大问题。

第二，毛泽东始终强调改造小农意识、教育农

民，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随着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日趋胜利，教育农民的问题也就越

突出、越严重。一九四四年，毛泽东把郭沫若撰著的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党整风文件推荐给全党，并

建议郭沫若再写太平天国的经验，提醒全党注意农

民起义蜕化变质的历史教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干部，进城以后要警惕糖衣炮弹

的袭击，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思想。针对土地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反映农民小生产者狭隘心理的错

误口号——“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和绝对平均主义

倾向，毛泽东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在《在晋绥干部会

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

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

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

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

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

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

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

想。”[3](P1314)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指出了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深刻主张。新中国成立

以后，为了改造小农和小农意识，解决农民阶级的个

体性、保守性、涣散性、封闭性等问题，实现农业的社

会化和现代化，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

动。同时，针对党内的不正之风，我们党多次在思想

战线上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的斗争，不断

批判小农意识和小生产习惯势力。

第三，毛泽东强调改造小农和小农意识，根本

途径是实现农业的合作化和机械化。毛泽东坚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理，并且将这一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

强调实现农业的合作化和机械化是克服小农意

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物质基础。早在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占国民经济总

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

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

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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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3](P1432)在《论人民民主专

政》一文中，他又强调：“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

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

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

应。”[3](P1477)建国初期，毛泽东采取国家工业化和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进的方针，奠定农业的

工业化、现代化基础。在 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强

调：“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

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

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

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4](P241)

“合作化”是强调改造小农生产关系，“机械

化”是强调奠定改造小农意识的物质技术基础。

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改造使用旧式工具的

分散的小农经济，使之逐步使用机器生产。他还

将农业合作化与机械化结合起来，认为中国要实

现农业机械化，必须首先实现农业合作化。他指

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

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

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

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

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

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

才能大量地使用。……在农业方面，在我们的条

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

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5](P432)

当农业合作化迅速完成以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

主要内容就是农业机械化了。为此，毛泽东在

1959年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

著名论断。

第四，毛泽东强调改造小农意识、保持党的先

进性的根本条件是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素质，防

止小农意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渗透。中国是一个

农业大国、农民大国。直到毛泽东逝世，农民仍占

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中国另外百分

之二十的非农民，其前两代可能也是农民出身，这

是毛泽东所面临的中国的基本国情。深谙中国国

情的毛泽东当然十分清楚小农意识对于中国共产

党广大党员干部思想意识的消极影响和思想渗

透。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素

质的工作，并把它视作实现农业和农民现代化的

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建国前夕，在《论人民民主

专政》一文中，他就发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的呼吁。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反复强调提高农民

素质的重要性，提出在全国广大农村，凡有条件的

都应建立农业技术夜校、农民技术学校，成立农业

科学技术站，把农民学技术同消灭文盲结合起

来。他认为不仅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而

且党员干部的业务、技术素质也要提高。他认为，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

务，懂得技术。”并且说：“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

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他希望

各级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对“所有这些农业

生产方面的问题”能“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

下”。

小农意识就其本质来说，是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所要求的思想

意识和执政理念不相容的，它必定成为阻碍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消极力量。因

此，毛泽东改造小农意识、教育农民以保持共产党

人先进性的思想，对于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

型政党建设，对于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

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界限，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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