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学 技 术 就 是 生 产 力

高 潮 学 通

邓付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指出
: “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

点
。 ” 然而

,

在 “ 四人邦 ” 横行之时
,

这个重要而明确的论断
,

竟被篡改
、

歪曲
、

阉割
,

弄

得混乱不堪
,

是非不清
。

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 目的
,

一方面别有用心地散布反动的
“
科

学技术上层建筑论
” ,

企图全盘否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 另一方面
,

则挥午
“ 唯生产力论

” 的大棒
,

否定含有科学技术在内的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

因素
,

妄图扼杀和破坏我 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

搞垮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国民经济
。

四个现代化
,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

认真学 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

重要观点
,

深入揭批
“ 四人邦 ” ,

把他们搞乱了的理论澄清
,

这对于我们更 自觉地抓好科技

工作
,

发展科学技术事业
,

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 一 )

什么是生产力
,

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 ? 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早 已明确并且多次

论述过
。

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是
: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
,

马克思就首先提出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的观点
。

一八四七

年八月发表的 《哲学 的贫困 》 是马克思早期成熟的两本著作之一
,

它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和任务作出科学规定
,

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

在这里
,

马 克 思 揭 示出
“
生产力

” 这个概念的内容时
,

首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

为了说明科技在生产

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在这本书中
,

列举了近代英国社会的一个统计数字
:

在一七七 O 年
,

生产力和人 口 的比例是一 比一
,

而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四比一
;
到

一八四 O 年
,

生产力和人口 的比例是二十一比一
,

而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和手工劳动的生产率

的比例则是一百 O 八比一
。

这就显明地强调了科学技术成就和生产力发展的密切关系
。

在一八四八年公布于世而标志马克思主义 诞生的 《共产党宣言 》 中
,

马克思
、

恩格斯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

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
、

发展和必然走向灭亡的规律时
,

很具体地谈到科

学技术 的应用
、

如何促进社会生产力和对整个社会的发展
。

指出
: “

自然力的征服
,

机器的采

用
,

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
,

轮船的行驶
,

铁路的通行
,

电报的使用
,

整个整个大陆的开

垦
,

河川的通航
,

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 一一 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

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
”
习 十分清楚

,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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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所以能创造出
“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 的生产力
,

关

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
,

这也就具体而生动地揭示出科技发展对促进社

会生产力的巨大作用的一般规律
。

1 8 57一 1 8 5 8年间马充思写的 《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 草稿 ) 》 对这个问题又 进 一 步 论

述
,

并且第一次作了明确的回答
。

马克
产

忍说 : “

正象在价值转变为资本的时候那样
,

在最近 的资

本发展上也是以生产力
一

定程度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
-

一 在这些生产力里面 当然包括科学在

内
。 ” ①众所周知

,

价值和资本不是物
,

而是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
。

价值转变为资本以

及资本的发展都同样意味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

而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发展的生产

力里面无可争疑 的包括有科学
。

马克思在探讨资本所 固有的属性中
,

对科学如何变成直接的

生产力以及它是首先的力量
,

具体作了阐述
,

这样就为科学是生产力提出了理论依据
,

说明

了原因
。

他指出
: “ 固定资木底发展表明

: 一般的社会知识
、

学问
,

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

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

从而社会生活过程底条件本身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底

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
。 `

已表明
:

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被生产出来
,

不但在知识底形态上
, . 1

百且作为社会实践底直接器官
、

作为实际生活过程底直接器官被生产

出来
。 ” ② 这里讲的

“ 一般的社会知识
、

学 问
” , “ 知识底形态

” ,

都是指科学而言
。

至于固

定资本的物质形态无非是 饥器设备等生产资料
,

它标志着直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

马克思在

这里揭示 了包含在生产力中的科学同生产资料之间的辩证统一和互相转化的关系
。

作为固定

资本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料
,

其规模之扩大
,

质量之提高都是科学对生产过程的参与
、

指导
、

“ 控制 ” 和 “ 改造 ” 的结果
。

随着生产资料乃至整个生产力的变化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

使

科学在
“ 知识的形态

” 上被生产 出来
。

科学正是
“ 知识 的形态 ” 上的社会生产力

,

其中当然

包括理论自然科学在内
。

马克思在该书中还进一步指出
: “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

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
;
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

,

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

其次是在

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
,

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
、

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

去的技巧 ” 。
③ 这里明确阐明了社会生产力包括着三个方面

,

即
:

科学的力量
,

社会力量和

劳动技巧
,

并且还把科学从生产力诸力面中提到首位的高度
,

加以重视
,

强调科学在生产力

中的巨大作用
。

1 8 6 1一 1 8 6 3年
,

马克思为准备写 《资本论 》 ,

曾经查阅了大量资料
,

写出了二十三本政

治经济学笔记
,

其中经济学手稿 《机器
。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

引用了极其丰富的工艺史

资料
,

它胜于雄辩地证明
:

大生产第一次使风
、

水
、

蒸汽
、

电等自然力大规模地隶属于直接生

产过程
,

这种 自然力的应用
,

是同 自然科学分不开的
。

它明确地把科学看成是生 产 过 程 的

“ 因素 ” 和 “ 职能 ” ,

而且把生产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
“ 财富 ” ,

看成是科学的一般

使命
。

马克思指出
: “

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
,

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

职能
。

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
。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

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
,

同时
,

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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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手段
。

科学获得的使命是
:

成为生产财宕的手段
,

成为致富的 手段
。 ” ① “

钟表是由于

工艺生产和标志资产阶级社会萌芽时期的学术知识所产生的
。

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

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
。

与钟表的历史齐头 片进的是匀速运动理论 的历史
。

在商品的价值具有决

定意义
,

因而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具有决定意义的时代
,

要是没有钟表
,

会是怎样

的情景呢 ? ” ② 可见
,

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对生产关系发展的决定意义十分鲜明
。

“

被称为
`工人阶级的圣经

’ ”
的 《资木论 》

` , 是马克思一生科学研究的最高结暴
; ,

是
“

现

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 。

④ 在这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里
,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转变为直

接生产 力的原理作了全面地深剑分析和概括
。

指出
: “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
J

清况决定的
,

其

中包括
:

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

科学 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

生产过程的社会

结合
,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

以及 自然条 件
” 。

⑥ 这里所说多种
J

隋况
,

除直接指出
“ 科学

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
_

仁应用 的程度
” 之外

,

又都和科技有密切关系
,

因此
,

马克思一再明

确而又概括地指出
: “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 , 勺 “ 生产力的

这种发展
,

归根到底
J

曹
.

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阮
,

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
,

来

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 自然科学的发展
。 ” ⑦

综 上所述
,

我们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在马克思关于生产 力学说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是无

可否认的
,

它几乎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 电唯物主义和经济学的主要论著中都有详细的论述
。

“ 四人邦
”
妄图抹煞科技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或要论断

,

并月 借口马克思的某些论述

属于手稿性质
,

是完全徒劳的
。

( 二 )

为什么说
“
生产力里面 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 呢 ?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科学技

术能加入生产过程
,

作用于生产
,

它可龙l弓!起生产力试因素的变化
。

为了具体证 明 这 个 问

题
,

马克思又把生产力的范畴
,

在生产力 i者因素并入物质生产过程的不同程度的这个意义上

划分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生产 力
。

如在 《剩余价值理论 》 中沦述资木的生产性时指出
:

“ 资本 ( l) 作为强迫进行剩余劳动的力量
,

( 2 ) 作为吸收和占有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

社会生产力 (如科学 ) 的力母 ( 作 为这些生产 力的人格化 )
,

它是生产的
。 ” 爪 所谓社会劳

动生产力
,

就是现实的
、 “ 直接的生产力

” , 户

它包括机器设备
、

生产工具
、

掌握生产技术

` . . 曰`吧` 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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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经验的劳动者
。

所谓一般社会生产力
,

也就是 “ 知 识的形态上 ” ① 的生产力
,

具体指

的是科学技术
,

其中包括理沦自然科学
。

由于科学技术是在转化的过程中
,

是 在不 同程度上

并入生产过程和转化为生产
,

所以也可以把它分成两种力量
。

如果一种是象马克 思 所 说 的
“ 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

” !〕 和生产技术属于现实的
、

直接的生产力
,

因为它们 是 物 质 因

素
,

同物质生产紧密相联
,

有的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上面了
,

那末
,

除此 之外的科学 ( 如基

础科学
、

技术科学
、

应用科学 ) 和 策些技术 ( 如实验技术
、

专业技术 ) 则可以相对于直接生

产力而言
,

视之为潜在的
、

间接的生产力
,

因为它还未物化
,

或在逐步物化过程之中
。

只有

这种 “
精神潜力

” 的自然科学加入生产过程
,

同物质因素相结合
,

发挥物质生 产 作 用 时
,

它才能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
,

才能称之为物质的生产力
。

显然
,

这里存在着科学技术转变为

直接生产力的具体过程
,

存在着知识 形态的生产 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生产 力的具体过程
,

或

者说是一般社会生产 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具体过程
。

我们认识这种转化的具体过程
,

就能

更加清楚地看到
,

科学技术是属
`

于和如何属于生产力范畴之列的
,

无疑科学技术不是什么别的

现象
,

正是社会生产力
。

要了解生产力为什么包括有科学在内
,

我们还有必要对生产力进行剖析
,

具体 了解在生

产过程中
,

科学技术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
。

什么是生产力? 生产 力就是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 自然的能力
,

它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

和劳动力
。

毛主席说
: “ 生产力有两项

,

一项是人
, 一 项是工具 ” 。 (矛这里所说的人和物都

不是抽象的
,

而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
,

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
。

劳动者制造和运用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
,

能动地改造和征服 自然
,

构成直接
、

现实生产力
。

生

产力这两项基本因素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
,

在它们中间都是始终凝结着科学和伎

术
。

拿劳动者来说
,

改造征服 自然
,

实现物质 资料 生 产 的 能力也就是劳 动 能 力 ( 即 劳 动

力 )
。

这种劳动能力
,

除了他具有健康的劳动体力外
,

主要还是说他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

识 和劳动技能
,

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
。

正如马克 巴说的
: “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
,

理

解为人的身体
,

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
、

侮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

和 ” ④ 物 ( 首先是工具 ) 除了指它具有劳 动的物质条件 外
,

主要是 青它应用 自然力和科学技

术 的能力
。

人们知道
,

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是更能显示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

义的特征的
,

它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

如过去有
“ 石器时代 ” 、 “ 铁器时代 ” ,

今天

有
“
原子时代

” 、 “ 电子时代 ” ,

这都是把科学技术凝结在社会劳动生产力中作为社会发展

进步的一个重要划分和标志
。

然而
,

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
,

除了积累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

劳动技能之外
,

主要是同科学技 术 的 发 展分不开的
。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 “

机器生产的

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
,

并 且应用力学
、

化学等等
,

总之就是应用 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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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 卷 ( 1 ) 第42 1 页
。

③ 毛主席
: 《在中国共产 党第八局 中央委 员会 第二次 全休会议上 的讲话 》 ,

见 《毛泽东

选集 》 第 5 卷第3 19 页
。

④ 马克 思
: 《资本论 》 ,

见 《 马巴全集》 第23 卷第 19 0页
。



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
。

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 ① 可见

,

社会生产发展的客

观规律就是
:

科技的发展 ( 人类智力的发展 ) 使得劳动者不断提高劳动的经验和技巧
,

又推

动着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
,

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
,

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向前发展
。

所以恩

格斯 “ 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枉杆
,

看成
.

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
” 。

②

在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中
,

利
一

学技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

它在生产力中的地

位也愈来愈高
,

也就是说
,

科学技术对于生产的巨大革命作用也愈来愈显得重要
。

据报导
,

二 }
一

队纪初
,

单就大工业生产的统计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其中有百分之五到

二十是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取得的
; 到了七十年代

,

这个比例就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到八十
。

这就生动地说明了科学技术成就和生产力发展 密切相关
,

足见科学技术的确是生产力
。

马克思在 《资 仁论 》 中曾经指出
“ 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 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

,

必

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

这一点是一 目了然的 ” 。
③ 现在无数事实表明

,

现代科学技术是物

质生产不断进步的开拓者
。

如 果说
,

过去的机器制造等传统的工业部门
,

利用宏观的运动规

律
,

还可 以依靠经验的方法的话
,

那卡
,

现在的许多新的生产领域
、

新的生产工具
,

如原子

能
、

空间技术
、

半导体
、

激光
、

电子计算机
、

高分子合成等等
,

它们所利用的 自然过程往往

是微观的
,

因为它都是首先在理论上获得了突破
,

在科学 试验室里创造出来的基础上
,

而后

再发展为新的生产部门的
。

离开了现代科学实验
, I则七化的生产既不可能出现

,

也 不 可 能 发

展
。

翻开近三百年的科学技术 史
,

可以说明在资木主义世界里几个比较发展快的国家中
,

由

于科技的重视和发展
,

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

例如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
,

新兴资产阶

级很重视科学技术
,

积极向欧洲大陆各国学 习铸铁技术
,

在焦炭炼铁
、

平炉炼钢等方面有所

突破
,

特别是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以后
,

芳动生产率几十倍的增长
,

发生了产业革命
,

使英国成为
“ 世界工厂 ” 。

德国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

学者还以赴英国留学
、

讲学为荣
。

有机化学家

霍夫曼在英 国讲学期间买了他的徒弟帕金发明用炼焦废物焦油生产染料的技术的这个专利
,

建立研究所
,

集中力量突破有机化学
,

使得染料
、

香料
、

药品等新工业不断出现
。

同时通过

有组织地学习英 国技术
,

促进 了化工
、 `

钢铁
、

煤炭联合企业的发展
,

到一 /又九O 年德国工业

产品产量全面超过英国
。

美国在南北战争后
,

努力学习欧洲的科学技术
,

在 电力
、

石油
,

特

别是石油化工
、 ,

电子技术
、

飞机与汽车等工业技术方面有了突破
,

在三 十年中产 值 翻 了 六

番
。

二次大战后的 日本
,

利用朝鲜与越南两次战争中美国扶植和军事订货
,

重视科学技术政

策与科技管理的研究
,

大力引进外国技术
,

使经济迅速超过西方各国
,

成为
“ 世界第三经济

大国
” 。

总之
,

在科技发展史上
,

英国的一百年
,

德国的五十年
,

美国的三十年
,

战后 日本

的二十年的历史表明
,

科技是生产力
,

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论

断是无 比正确的
。

“ 四人邦 ”
完全无视科学在生产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这是有意破坏社会主义 的 物 质 基

础
,

给人 民物质生活带来灾难
,

它在理 沦上不仅荒谬
,

在实践上也是极端有害的
。

① 马克思
:

《资本论》
,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 卷第 5 05 页

。

② 恩格斯
: 《马克思 墓前悴词草稿 》 , 见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 第19 卷第3 72 页

。

③ 马克思
: 《资本论》 ,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 卷第42 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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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 四人邦
” 出于篡党夺权 的政治需要

,

肆无忌惮地毛曲
、

篡改和攻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一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
。

一九七六年二月
, “ 四人邦 ”

在上海的写作班子
“ 延风 ” 秉承

主子旨意首先发难
,

他们在其邦刊 《学 习与批判 》 第二期上发表的第一篇黑文就是 《评唯生

产力论的所谓新论点 》
。

二月二十六 日他们又以复旦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
,

将此文改成题为

《 “
生产力首先是科学

” 吗 ? 》 登 载在 《人民 日报 》 第三版头条的显著位置上
,

公然把矛头

指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
。

从此
,

一个围剿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
,

批 ,’0泣生 产 力

论
” 的妖风甚嚣尘上

,

前前后后发表了几十篇文章
,

把本来是很清楚 的理论问题弄得混乱不

堪
。

今天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进行批判消毒
。

开帽子工厂
,

实行大棒政策是
“ 四人邦 ” 以势压人的一个恶劣手法

。

在这篇黑文里根本

讲不出半点理 由
,

而是通篇用帽子压人
,

用棍子打人
,

什么
“ `

生产力首先是科学
’ ,

就是

他们宣扬唯生产力论的一个有代表性的
`
新论点

’ 。

宣传这个论点
,

就是篡改马克思主义历

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

鼓吹
`
科学技术决定一切

’ ,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

改变党的篆本路

线
,

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 ”

什 么
“ 强加在马克思头

_

h
” , “ 是打着马克思的 旗 号 来 骗

人
” ,

这种新论点是
“
从资产阶级

、

修正主义的仓库里拣来的破烂
。 ”

等等
,

帽子不 仅大而

且多
。

好象他们是最革命
,

最拥护马克思主义的
,

其实
,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假左真右
。

明明是
“ 四人邦

”
歪曲

、

篡改了马克思主义
,

他们却要伪装成马克思主义的 忠 实 执 行

者
,

反而诬蔑别人在篡改马克思主义
。 “ 四人邦 ” 的舆论工具

,

挖空心思
,

提出 了 一 套 谬

理
,

胡说什么马克思说的
“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

,

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
这个原理

,

只 适 用 于
“
资本的流通过程

” 。

还说
:

马克 巴只是在分析资本流通过程时提到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对增

殖 资本
、

扩充生产力的作甩
。

因此
,

他们得出一个荒谬的
“
结论

” :

谁要是把科技看成是生

产力
,

那就是
“
资本家的办法

” ,

而 “
决不是

”
发展社会主 义生产力的办法

。

他们说
: “ 资

本家靠什么办法来增殖资本
,

扩充生产力呢 ? … … 只能主要地依 靠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 。

而我们的千部和群众要是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话
, “

_

王是想把资本家的办法搬到社会主义

中国来
” 。

这纯系典型的歪曲和篡改
。

因为
,

马克 困
、

在讲这段话的前面
,

曾经对固定资本的

发展作了分析
,

指出 “ 固定资木底发展表明
:

一般的社会知识
、

学问
,

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

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 ”

这里说的一般知识和一般社会知识
,

就是自然科学
。

这种科学

知识一经运用到生产中去
,

它就会体现在固定资本里
,

转移到机器设备等上面去
。

马克思正

是在这种情况下
,

接着才谈到社会的劳 动 生 产 力
,

首先是科学力量
。

显而易见
,

马克思剖

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
,

把科技的革命作用和在生产上的运用
,

说成是
“
体现在 固 定 资本

上 ” 的
,

也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

生产 资料的物质形态
,

才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一一固

定资本之上的
。

特殊中可见一般
,

抛开资本主义形态 固有的经济范畴
-

一 固定资本这一形式
,

这里却是揭示出科学是生产力这个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具有普遍意义 的革命真 理
。

这 绝 不 象
“ 四人邦

”
御用工具两次提出要

“ 注意 ” ,

并且武断地说
: “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仅仅是

`

资本

① 马克思 《 政 治 经济学批刊大纲 ( 草稿 ) 》 第三分册
,

第35 8页
。



的流通过程
’ ” ,

似乎科学只是对资本生产力的发展才有意义
。 “ 四人邦

” 及其御用工具诬蔑

我们硬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这个论点
“ 强加在马克思的头上

” ,

恰好证明了他们

一伙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阉割和肆意歪曲
。

马克思在巨著 一 《资本论 》 中
,

以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

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

同时
,

也揭示出一些适于说明人类社会发

履规律的一般原理
,

如
: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

,
关于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是

生产力的原理以及社会生产
、

再生产若干基本原理
,

等等
。

此外
,

还揭示出一些适于说明几

个社会发展 }汾段一般规律的原理
,

如
:

关于商品生产
、

货币交换和价值规律
,

等 等 基 本原

理
。

林彪曾经诬蔑 《资本论》 “ 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
” , “ 四人邦

” 的走卒竟然

也狂吠马克思只是在分析资本流通过程时才提到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对增殖资本
,

扩充生产力

的作用
,

真是物以类聚
,

他们都是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 的一丘之貉
。

毛主席曾指出
: “

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
,

就 自然科学本身来说
,

是没有阶级性的
,

但是

谁人去研究和利用 自然科学
,

是有阶级性的
。 ” ① 可见

,

科技本身并不是专属于资本家的
,

只

不过是 资本家利用了科技和先进装备
,

从雇佣劳动者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

从而增殖资

本
。

雇佣劳动者提供的剩余劳动才是剩 金价值的真正源泉
,

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也正在于榨取

尽量多的剩 余价值
,

绝非是什么先进科学
、

技术 的使用程度问题
。

既然
,

科学技术本身是没

有阶级性的
,

因此
,

它在社会发展史
,

尤其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上
,

便具有世代相传的继

承性
。

我们看到
,

科技是生产力中的革命因素
,

正是由于包括科技在内的社会生 产 力 的 发

展
,

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栓桔
,

于是
,

要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改

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一旦无产阶级推翻不资本统治
,

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
,

就要立即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包括科技在内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

上
,

进一步发展和利用现代科技
,

促进生产力迅速向前发展
,

使之达到更高水平
,

从而
,

巩

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
。

绝不能设想
,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无产阶级
,

把资本

主义社会已经发展起来的包括科技在内的全部生产力加以无情毁灭
,

然后
,

自己再白手起家

去建立和发展生产力
。

果真如此
,

那么人类社会将退回到
“ 穴居野人 ” 的境地

,

社会主义也

就成了 “ 空中楼阁
” 。 “ 四人邦 ”

一伙把科技看成是
“ 资本家发展生产和增殖资 本

” 的 办

法
,

并 以此为借 口反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现代科学技术
,

这只能是充分暴露了他们一伙

是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
,

赞扬资本主义
,

丑化社会主义
,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
。

形而上学是
“
四人荆户 的反动世界观和方法论

,

他们经常用它来歪曲
、

篡改和分割马克

思主义的丛本原理
。

在这篇文章里
,

他们为 了宣扬反革 命谬论的需要
,

竟然片面地抓住马克

思说过的另一句话
“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木 身

” , ① 把它作为绝对的
,

而同另一

个观点相对立的方法
,

来
一

否定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
。

凡是谁把科学技术看作

是生产力
,

他就挥午大棒
,

说你是
“ 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 ,

是
“ 鼓吹科学技

术决定一 切
,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 , “ 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的

正确观点
” 等等

。

在 “ 四人邦 ” 横行之时
,

这科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
,

连篇累犊
,

屡 见 不

鲜
,

几乎充塞整个舆论阵地
,

最突出的表现要算他们的那一会
“
宁要… …不要… … ”

的时髦

① 见 《 毛泽东选集 》 第 5 卷
,

第4 44 页
。

② 马充忍 : 《 哲学的贫困 》 ,
见 《 马恩选集》 第 l 卷

,

第16 0页
。



公式
。

列宁指出
,

修正主义者看问题
, “

把这个部分当作整体
,

使整体从属于这个部分
,

用部

分歪曲了整体
” 。

并强调指出
,

修正主义者有一种
“ 老是把伟大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当作至宝

的恶习 ” 。
① “ 四人邦 ”

对马克思主义理 i合任意取舍
,

断章取 义
,

歪曲篡改
,

就是采用这种

修正主义的惯技
。

在他们看来
,

人的作用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是不 能结合统一起来的
,

似乎要

发展科学技术就不能或是妨碍了发挥人的作用
, 而要发挥人的作用

,

就不能发展科学技术
。

这种观点显然是十足的形而上学
,

荒谬至极
。

大家都知道
,

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劳动者
,

应

当包括体力劳动者
,

也包括脑力劳动者
,

如果说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是否定人是生产力

的最重要因素的话
,

那末人的作用又如何更好发挥呢 ? 科学技术又靠谁来发展 ? 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认为
,

发挥人的作用与发展科学技术是相辅相成的
。

科学技术要人来发展
,

科学技术发

展了
,

又可使人的作用大为提高
,

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中
,

劳动者的作用主要 是 体现

在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

因此
,

在某种意 义
_

匕说
,

发挥人的作用就是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作

用
。

发挥人的作用不是一句空话
,

马克思所说的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

也是因

为它能制造一切生产工具
,

能够掌握一切生产工具和先进生产科学技术
,

能动地改造和征服自

然
,

构成现实的生产力
。

难道能想象一个没有任何科学技术 的人能够在今天发挥很大 的作用

吗 ? 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
,

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 一书中提出
“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

级本身
”

这一论断后
,

紧接着又指出: “

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
,

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的所能产

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 的
” 。

② 这就更加鲜明地揭示了劳动者同包括科技在内的全部生

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

无疑
,

也是对
“
形而上学猖撅

” 的苦爷们的有力批判
。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

各个原理从属于整体
,

不能代替整体
,

因此
,

我们

在学习中
,

不能孤立地
、

静止地只看个别原理
,

而不看整体
。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
“ 马克思主义

者看问题
,

不但要看到部分
,

而且要看到全体
。 ” ⑧ 为了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精神

,

我们

对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原理都应当历史地
、

全面地加以考察
,

以便准确地领会其精神实质
。

过

去在
“ 四人邦

” 时期
,

只能讲以阶级斗争为纲
,

不能讲在工业中
“ 以钢为纲

” ,

在 农 业 中
“ 以粮为纲

” ,

讲了就是
“
多纲论

” ,

就是犯了 “ 唯生产力论” 、 “ 阶级斗争熄灭论
” 的错

误
。

其实
,

抓政治
,

抓阶级斗争
,

一定要落实在经济上
,

落实在发展生产力上
。

这是因为
,

我们说抓阶级斗争就是指无产阶级对 资产阶级的斗 争
,

是指无产阶级要专资产阶级的政
,

目

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制度
,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最后创造达到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

而这

又只能靠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实现和保证
。

正如列宁指出
: “

劳动生产率
,

归根到底是

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 。

④ 否则
,

不 去发展科学技术
,

不去提高劳动

生产率
,

不去增强经济实力
,

那末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亏政得不到巩固
,

资本主义复辟

的危险就可能成为现实
。

这恰好是
“ 四人邦

”
所讲的

“ 抓阶级斗争
” 的实质

。

他们要 “
抓阶

① 列宁 : 《 `
火星派

,

策咯的最新发 明
:

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 的新 因素 》 见 《列宁全

集》 第 9 卷
,

第3 5 8页
。

② 马克忍
: 《哲 学的 贫困》

,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

第1 60 页
。

③ 毛主席
: 《论反对 日本帝国主 义的 策

`

吝》 地 《毛泽东选集 》 第 1 卷
,

第 14 4 页
。

④ 列 宁 《伟 大的创举》 见列宁全集第2 9卷
,

第 3 8 8页
。



级斗争
” ,

也还是要落实的
,

只不过是要落实在瓦解社会主义经济上
,

落实在破 坏 生 产 力

上
,

最终要落实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
,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复辟资本主义
。

今天
,

我们学习马克思
、

恩格斯关于
“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

,

革 命 的 力量
” ① “

分

工
、

水力
、

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
,

机器的作用
,

这就是从 18 世纪中叶
一

起工业用来动摇旧世界

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 ② 也要全面理解

,

决不能再象
“ 四人邦

” 猖狂时期上述那样
,

这又

成 了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

是
“
多杠杆论

” 。

我们一定 要 在 批 判
“ 四人邦

”
在

理论上的错误的同时
,

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
,

真正学到革命导师在观察问题和解决问

题 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也只有这样
,

我们才能学习和掌握作为认识工具的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
。

① 恩格斯
:

(( 在马克思 墓前的讲话》
,
见 《马恩选果》 第 3 卷

,

第57 5页
。

② 恩格斯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

,
见 《 马恩全集》 第 2 卷

,

第3 00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