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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问题

摘要：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界的分量和影响，其实比自

由主义思潮更大，1949 年以后，老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最后的抵抗，

他们全被打成了右派。然而，正是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新一代社会民主

主义思想亦在萌生和孕育之中。年青的思想者们，在极其封闭、严酷和恐

怖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中，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追求人权、自由、平等、民

主的呐喊和呼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民国时期社会民主主义的盛行及其折戟沉沙的原因

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介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最先起源于 19 世纪末英国的

费边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后来扩展开来，成为欧洲各

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宗旨和纲领，最后扩展到全世界，成为社会党国际这一

世界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纲领，与共产国际形成鲜明的对立。

这一世界性社会主义思潮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仅在

“思想文化”范围内而言，是任何其他思潮（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

产主义）所不能比拟的，受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数量，可以说超过了受其

他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总和。除研究系、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这一

脉的梁启超、江亢虎、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汤住心、梁秋水、胡世

青、吴景超外，还有直接受过英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拉斯基（Harold 

Laski）影响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如雷沛鸿、林毕、张奚若、金岳霖、徐志摩、

蒋廷黻、钱昌照、陈源、杭立武、王造时、程沧波、王赣愚、龚祥瑞、吴

恩裕、邹文海、楼邦彦、储安平、王铁崖、樊德芬、费孝通、萧乾等。马

寅初、朱光潜、潘光旦、郑振铎、施复亮、陶孟和、王芸生、戴世光、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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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枬等，也都具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一些英美派技术官僚在离开政

府后创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及其《新路》杂志，其性质类似英国

的费边社，其《初步主张》几乎是英国工党政纲的翻版。另一些学者创立

的“中国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学会”与《主流》杂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的费

边社。1 此外，不少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儒家社会

主义者、三民主义者，都与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些交叉和重叠之处。

客观地比较，社会民主主义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出

了共产党知识分子，而在思想学术文化界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也是占有

优势的。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在 1948 年初还生机勃勃，过了一两年就销

声匿迹了呢？

1、表层原因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结局决定了思想文化的命运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全国人民要求国共两党和平谈判

并建立宪政民主共和国的呼声很高，这给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参政

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和窗口。然而好景不

长，由于各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共两党，并不是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

政党，并没有宪政民主思维和能力，反而是两个极端化的、抱持你死我活

斗争逻辑的、追求绝对权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它们不顾国际国内的反对打

起了内战。夹在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就像泡沫一样被挤爆了，第三条路

线成了泡影，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

想政治力量，要么归顺于国民党一方，要么归顺于共产党一方，要么自生

自灭。当权力和暴力成了社会某一时期的决定因素时，思想文化要素自然

就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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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层原因是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

秦以来的帝王专制社会，从人数分布而言，是金字塔结构，塔尖上只有一

个人，他之下的每一层级人数逐渐增多，最底部是数量巨大的编户齐民。

但从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分布而言，这个社会结构其实是一个两头大中间

小的杠铃结构，人数很少的帝王、皇室、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大商

人掌握了足以统治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力量，人数巨大的编户齐民拥

有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总量占第二位，但人均水平聊胜于无。夹在这两

头之间的中间阶层，如中小地主、比较富有的自耕农、中小商人，一直得

不到自由的发展，根本不能成为打通两头同时又制约两头的中间力量。由

于官府的横征暴敛、土地兼并，大量自耕农沦为佃农，之后是大量的佃农

沦为流民和饥民，当他们再也活不下去时就揭竿起义，对于一切处于他们

之上的社会阶层进行毁灭性打击，人口大量减少，一个新的帝王专制王朝

又奇迹般地从一片废墟中产生了！这就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专制循环的历

史。

1840 年以后，随着中西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接，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

义有了一定的发展，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以至建立了亚洲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各种思想文化流派也百花齐放。 

然而，照搬来自于西方的极右、中右、中左、极左四分法来分析中国的经

济政治文化现象又是错误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了

一二百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随后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人阶

级，两大阶级逐步达成了力量的均势，达成了中右和中左力量的相对平衡，

实现了制度性的左右制衡和轮替。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宪政民主国家，自



120

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成了主流思潮，而极右思潮和极左思潮则被边缘化了。

更有甚者，还出现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向对方靠拢、渗透、转化的

现象，以至古典自由主义升级为现代自由主义，即吸收了社会主义成分的

社会自由主义，而社会主义升级为社会民主主义，即吸收了自由主义成分

的自由社会主义。

回过头来看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还是一个大半传统、小半现代的社会，

纵向的、垂直的上下等级性划分还在死死地纠缠着横向的、水平的左右流

动性划分。作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主体的资产阶级以及相对而立的工

人阶级，都很弱小。也就是说，相对于官僚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和占人

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而言，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构成的中间阶级，根

本就不是一种主导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力量，这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

变革所处的基本形势。在十大思想流派中，国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与统治

阶级这一大头息息相关，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贫雇农阶级及部分工

人这另一大头息息相关，而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

主义、三民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六种思想文化流派，全都维系在脆弱的“中

间阶级”（民间资本家、小资产者、小地主、富农和中农、职员和部分工人）

身上。这个中间阶级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缓和、弥合和制衡国共两大经

济政治军事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尽管这六种思想文化流派（前

三种属中右，后三种属中左），由于具有更为先进的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背景，

由于预示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而对于其他四种偏于极右或极左的思

想文化流派，具有学术上和道义上的双重优越性；尽管也曾经风生水起、

光彩夺目，但因为缺乏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支撑、缺乏强大的社会阶级基

础，而在残酷的内战中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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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得以发扬光大并深刻影响和塑

造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正如西方历史所证明的，

自由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相辅相成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与

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发展相辅相成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

的命运，取决于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程度。

二、老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最后冲刺和悲壮谢幕

1949 年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其实只持续了 4 年之久，从 1954 年开

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如火如荼地开展

起来了，并且仅用 3 年时间就完成了，到 1956 年就建立了清一色、大一

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与之匹配的一党专政和马列主义国家意识形

态。这意味着民盟等民主党派所追求的混合所有制加多党制的社会民主主

义理想从根本上破灭了；在政治上，8 个参政党自然就变成花瓶党了。不过，

这不等于说所有民主人士心里就真正服气了。

1957 年共产党开门整风、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提“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开始时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都狐疑不定，但经不起毛泽东亲

自动员、其他中共领导人反复加温，大家的热情就被点燃了。

一直以来，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后来章伯钧

在作检讨时说：“我有一套政治野心，就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

做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我把民主与

社会主义分开，总是认为苏联的制度缺少一些民主。我极力反对教条主义，

主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2 他认为，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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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也应该有设计院，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

上的四个设计院。罗隆基提出应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

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接受将来可能发

生的新的申诉，地方人大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的委员会。储安平认为，

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

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黄心平说：“现

在既然容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同

时各个党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

政的办法呢？”3

清华大学徐璋本教授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4 在 6 月 6 日章伯

钧召集的民盟会议上，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

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

事情就可闹大。当然要收也容易，300 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失去了，

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曾昭抡说，

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章伯钧听了这些话，

兴奋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

样的事件；民主党派要大大地发展，至少应该发展一两百万人。现在党团

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

到县一级，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监督作用。5

陈新桂进一步指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葛佩琦疾言

厉色地指出：“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

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

许的。（你们）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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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你们。”6

客观地说，这些言论已经突破共产党的底线了。20 年后共产党平反右派时，

还留有 96 人，其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是未予平

反的 5 名中央级右派。他们都是民国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骨子里跟共

产党不一条心，对这一点共产党还是看得很准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把他们在 1957 年的这次集体性表达，看成是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

之的一次英勇悲壮的冲击和抗争，一次挽救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后的、虽败

犹荣的挣扎和努力，在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

的历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三、1957—1966 年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艰难孕生

几乎就在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被反右运动一网打尽的同时，新的社会民主

主义思想就开始孕生了。所谓新，是指 1956 年以后，中国已建立苏联模

式的社会主义，民国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不复

存在了，年轻世代要在经济严控、政治高压和文化奴役的制度环境中，在

接受大规模强制性洗脑教育以及缺乏基本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情况下，从他

们的人性和个性内在需要出发，重新探索和追求自由、平等、宪政、民主

这些人类普世价值。这个过程固然充满了幼稚、生涩、扭曲和错位，但也

形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的草蛇灰线，令后人感叹不已、敬佩不已。

1、北京大学 5.19 民主运动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 月 19 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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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或要求开辟民主墙，或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

废除政治必修课、取消秘密档案制度，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

行示威的自由。之后学生刊物《广场》问世，主编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明

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争取真正的社

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宣称“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

艺复兴的到来”。陈爱文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的实

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他们还宣称，

5.19 运动不只是“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还是“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

下，自下而上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7

署名“谈论”的大字报指出，“新阶级”的原因是：（1）生产资料主要

掌握在军政要人手中。（2）分配不合理，有不合劳动应得报酬者，多得

部分可称剥削。（3）社会地位，从生活小事到政治权利的不平等。（4）

对人民不信任，杀功臣。署名“群学”的大字报认为：“新阶级”是在不

完备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长起来的，决不能简单地、唯心地说成是人们的

思想问题。必须调整经济悬殊、社会地位的实际不平等，吸收劳动人民参

加政权。周大觉的大字报写道：“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

不忍睹”，他以分配的不平等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论证“新的特权阶级”

产生的原因和危险性。8

应成旺提出将国家所有制形式变为归生产者大家庭的直接民主管理的所有

制，自下而上的建立起人民群众的各种组织，直接影响中央政权，并达到

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它的发展中依靠劳动人民的自由行动，而不是依靠

国家的力量。9 龙英华异常新鲜地提到要团结社会党，不要把社会党人推

到资本主义那边去；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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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他主张工厂实行工人委员会制，要制定新的选举法，直接选举。在

工人委员会中，党可以争取多数，保证领导。10 人大学生林希翎来北大演说：

“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

会叫作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

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一个人过

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11

总的来说，1957 年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学生民主运动，追求的是真正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特权、不平等和新阶级，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

须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更需要民

主，正如刘绩生所说的：“不少人，大脑里已形成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公式：

民主 + 自由 + 人道主义 = 资产阶级的（民主 + 自由 + 人道主义）。似乎这

些字眼天然地带有布尔乔亚的色彩。我们要问 :‘人性’存在吗？‘民主’

等等除去其‘阶级性’以外，还有没有全民性？”12 这就已经带有一定的

社会民主主义色彩了。

2、地下刊物《星火》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悲壮探索

甘肃右派张春元、向承鉴等人于 1960 年油印的《星火》，在思想史上的

贡献有两个方面：

第一，分析了导致农村灾难的原因。他们身处农村零距离观察到农民的贫

困与破产，其原因首先是国家对农民的经济剥夺，其次是对农民政治和人

身自由的剥夺，其三是对农民精神的控制。实现这种剥夺和控制的基本形

式就是人民公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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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判国家社会主义，追求民主社会主义。农村灾难和农民苦难的种

种原因，归根结底就是中共建立和实行的、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

会主义，它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国家集权即党的绝对领导；其次是在权

力垄断基础上形成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其三是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多数人

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其四是政治寡头的统治；其五是思想垄断。

他们宣布：“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

自由的社会，目前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

教条主义，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14

3、顾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艰苦探索

1950 年代后期顾准就指出，1875 年以后，随着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个人的觉醒、文化的普及、民主政治和国家调节经济生活，资本主义初期

的残酷野蛮统治已经过去了，同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以

及绝对贫困化理论，以及后来列宁的“国家是专政工具”理论，都过时了，

因此对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就需要加以重新评估。15 他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所提出的具体纲领，只适合于野蛮化的资本主

义阶段，等到这个阶段过去了，他们的理论在先进的国家没有实现，却在

落后的国家实现了，并且带有绝对主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罗伯斯庇

尔主义的特征。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带有这些特征，“产业军与军事奴役现

象暂时确实存在”，“绝对主义的统治，确实存在过。自由主义曾经是资

本主义的圣经，对比下来，反而社会主义是独断、黑暗的了。”16 正是“无

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迫使顾准思考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并提出了“民

主社会主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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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史前期，就是一种对农民的残酷

剥夺，一种糊口经济，但发展经济的野蛮方式不会长期持续下去，经济发

展到一定水平以后，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明、

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

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17

怎样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呢？关键在于能不能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体制

有所吸取。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压力下改变自己的，社会主义也应具

有自我纠正与调节功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能在对方的压力下，成

功地进行自我纠正与调节，包括向对方吸取，谁就能取得胜利；“民主社

会主义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它的逐

步实现，要在二三十年之后。”18 在顾准生命的最后 5 年，还在探讨实现

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其关键是要以一场经济核算运动对 1950 年

代搬进来的那套苏联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

家”是根本错误的，资本只能是一种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19 在顾准心目中，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吸收、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4、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

1962 年在四川省公安厅筑路劳动支队和永川新胜劳教农场里，有一个“中

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反革命集团，首犯周居正原是中共地下党员，

1957 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在劳教农场里仍然在思考“中国发展道路”问题。

他在笔记本里写下了《坚持民主新民主主义论》，一说是《民主社会主义

论》，并和同为右派的一些朋友一起讨论，认为中国不应该走苏联的路，

而应该走南斯拉夫道路，具体要求有：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还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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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工人自治，由工人自己管理工厂；军队国家化；实行民主统一制，反

对民主集中的独裁制；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开放市场经济等。20

四、文革时期社会和制度批判派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文革研究者印红标把文革时期的异端思想流派，分为时政和政策批判派、

自由主义者、社会和制度批判派。根据本文主题，下面只介绍第三个流派。

1、遇罗克的《出身论》

1966 年下半年，遇罗克写下《出身论》，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

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对联，提出了他最有价值的命题——平等，即所有青

年在就学、就业、个人发展、人格尊严、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等方面应当

一律享有平等权利。遇罗克不仅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而且揭露文革前

的歧视政策，称其为在制造新的种姓制度。

《出身论》之所以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是因为它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的

中国，“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

这是“反动的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

务与目标，就是要取消一切特权阶层，粉碎它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是在文

革中较早提出“特权阶层”问题，是 1957 年校园民主运动中关于特权阶

层问题思考的一个延续。21 尽管毛泽东在 1965 年就提出了“官僚主义者

阶级”，但文革一开始，他就不再提及这个概念，而只提“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了。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是从党内斗争的角度，从执行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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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以“跟谁走”为标准来确定革命对象的。这样，毛泽东也就为文化

大革命设计了一个“牢笼”，只准涉及“路线”问题，不准触及“体制”、

“阶层”、“阶级”问题。现在，遇罗克如此鲜明地要求解决“特权阶层”、

“新的种姓制度”问题，就冲破了这个牢笼，挑战了毛泽东本人的统治基础，

这是他绝对不会允许的。22

2、激进造反派红卫兵的“新思潮”

乔兼武、杜文革、李文博、伊林·涤西、华新民等人在 1967 年初率先提出

一种可称之为“新思潮”的激进思想，他们在激烈抨击“官僚特权”的同时，

探讨其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根源，呼吁以人民的力量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

行制度变革和社会革命，建立没有官僚统治的理想社会。这与当时一般造

反派热衷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情况很不相同。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了引起极大争议的“财产与权力再分配”

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出身论》所提出的特权阶层问题思考的一个深入。

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特权阶层问题的认识有两个重要理论突破：一是

尖锐地揭示了特权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和财产的私有化”；二是把对形

成特权阶层的原因的探讨，从思想意识的层面，深入到政治权力和经济分

配的层面，暗含了“权力向资本转化”的思想萌芽。23

湖南“省无联”派及其核心成员杨曦光等人发表《我们的纲领》、《中国

向何处去？》等文，对北京学生发起的“新思潮”做了进一步的阐述：“现

在 90% 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官

僚特权阶层”或者“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引起文革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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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

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

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

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

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24

武汉“北决扬”、山东渤海战团等激进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受到湖南“省

无联”的直接影响。这个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的“新思潮”，是被毛泽东晚

年思想中某些制度批评和制度变革的论述激发起来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

一种非常激进的解释，也是对 1957 年“右派”学生（实则是民主左派）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挑战了 1949 年以来基本制度的合理性，而且

违背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目标和具体部署，因而被中央宣布为

“极左思潮”，受到镇压。25

3、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废墟中的思考

一个被称之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知青，叫做卢叔宁，幸运地留下了

他在 1967-1973 年的日记，现将其主要观点介绍如下：（1）重新发现群众、

人民，反对个人崇拜、愚弄人民、运动群众。现实中的人民，处于政治上

没有权利、物质与精神极度贫困的状态中。极左派以为人民服务、为工农

兵服务为招牌，将人民置于无权利、无自由的受压制的奴隶地位上。（2）

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和人民当家做主，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的领导、组织机

构和路线，都是为了达到维护和保障特权统治的，“一小撮特权分子借人

民的名义对人民民主的专制”。（3）主张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

首先要进行经济上的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而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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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农村；其次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部人民民主宪法来保障

劳动者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权利；第三是思想文化体制的改革。启蒙运

动的目的就在于让人民认识自己、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成员，使人民明瞭

自己不是被施恩者，不是单纯的被疗救者，他们自己就同时是创造者、疗

救者和创造物的所有者。26

1972 年的“理论通讯事件”，涉及四位 21 岁的上山下乡知青或青年工人。

他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存在的不仅仅是具有特权的阶层，而是一个阶级，

一个具有自己独特财产占有方式的、独特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与其他社会

的统治阶级相区别的“新阶级”或“干部阶级”，而产生这个阶级的原因

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本身，因为现行的所有制并不是全民所有

制而是国家所有制，掌握国家的人就掌握了生产资料；与此同时，现在的

工业劳动丝毫也没有超出雇佣劳动的范围，是国家雇佣制，无产阶级和劳

动大众是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剥削和压榨的地位，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

权利，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几。27

4、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1974 年 11 月，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出现

在广州街头。其主要观点如下：（1）文革是一场反对特权阶层的没有成

功的革命。中国出现了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

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个阶层的形成过程分两个阶段：文革以前，

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一些党、国家和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

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时，形成了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1968 年夏季前后，林彪又建立起来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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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统治。（2）林彪体系在文革达到极点的同时，

也造成了对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要求人民

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权

利；保证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与对官员的监督权和撤换权；要允许反对派；

限制特权；反对思想控制。28

5、陈尔晋的《特权论》

1974—1976 年初，云南青年陈尔晋写了 12 万字的《特权论》，定稿时改

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文革民间思想中“最后的，也是最具系

统化和理论化的制度批判”。29 其要点如下：（1）中国社会形态是“处于

叉路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新型的剥削制度”：官僚垄断特权阶

级所有制；集体垄断，共同占有；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

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一身，将整个社会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

度集中起来；糖衣砒霜和带血屠刀相结合；劳动者沦为无条件绝对服从物，

一切听从特权人物的摆布。（2）新型剥削制度的核心概念是“特权资本”，

特权具有掌握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权力和功能。特权资本主要

是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党的神化来实现的。（3）文革“没

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最主要、最

致命的弊病。只是针对这个弊病的表象，而没有针对弊病的根源；只针对

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真正原因”。因此，文革所实际建立的

社会，恰恰是一个新形态的专制社会：“在阶级斗争旗号下，用昨天的资

产阶级剥削来掩盖今天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压榨”；“在‘加强无产阶

级专政’名义下，专政无产阶级”。（4）为中国未来设计了一套相当完

整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宪法至上、实现共产党的两党制、三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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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30

五、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空想性和珍贵性

1949 年以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很快被消灭了，西方思想文化资源被

人为封禁、销毁、截断和隔离了，因此，对于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

主义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除了民国时代的遗老

遗少比较熟悉外，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很陌生的。

然而，新一代人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又是发自人性的和不可彻底根绝的，

于是他们只好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

义指导的密不透风的环境中，寻找一切可以为他们的自由平等要求提供支

持的，可以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奴役、等级、剥削、压迫、专制、邪恶

现象的思想文化资源，毫无疑问，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含有的、

却被统治阶级刻意遮蔽和扭曲的自由、平等思想成分；其次是利用毛泽东

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批判现

实社会主义中的特权阶级和等级制度；第三是从苏共和中共所批判的第二

国际修正主义那里、从“正面教材”中所包含的“反面内容”那里吸取思

想资源；第四是一些官方为了更好地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而出版的“仅

供内部批判用”的黄皮书和灰皮书，流落到了民间，被处于思想和知识饥

渴状态的青年人疯狂传阅。

这种产生路径，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具有如下特征：

1、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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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是产生于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环境中

的，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公民权利和议会民主资源内在地生长起来；它不

可能是一种彻底废止资本主义、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与资本

主义同处于一个共同体内、相互竞争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运动和制度构成

因素。然而，中国先进分子却只能在一个大一统的党国社会主义环境中追

求“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即把现行的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理想的

真社会主义，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他们穷尽自己的智力

所能想到的，一是通过实现巴黎公社原则把统治全社会的党和国家民主化，

二是在微观层面实行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他们已经从否定的角度认识

到，官僚阶级、特权阶级的统治正是在大一统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制

度基础上产生的，但他们还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地取代它。

欧洲模式社会民主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社会条件还远远没有在中国产生，

因而，从 1957 年开始出现的异端社会主义思想，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

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没有摆脱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束缚。

2、未来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珍贵的原创资源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萌芽，是中国人自己以极其惨重的代价和

牺牲摸索出来的、带有原生和原创性质的思想，因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又

是极其珍贵的。这些先驱当中一些最有智慧的人，已经深入到社会民主主

义的腹地了。顾准有两个突出的贡献，一是最先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

经济核算和价值规律，堪称毛泽东时代倡导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他已经明

确提出，要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必须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就必须吸

收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成就。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变革的基

础上，顾准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两党制的想法，也就是说，主张不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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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策的政治力量，可以就如何建设民主社会主义展开公开的政治竞争。

周居正提出了把土地还给农民、由工人自己管理工厂、实行计划经济指导

下的开放市场经济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主张。陈尔晋提出了宪法至

上、无产阶级两党制、国家计划经济与社会自治市场经济的结合、三权分立、

公民权利的制度设计。这些都是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中孕育生长出来的思想

瑰宝，对后代人来说，是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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