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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 学 习 焉克 思 主 义

关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原理

中 文 系 赵士奎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 中
,

起最终决定作用的
,

是生产力
,

还是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

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是早已讲清楚的了
。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归根到底生产力 决 定 一切社会关

系
,

决定社会的性质和社会的发展
。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

但长期以来
,

这个基本

原理几乎被
“ 四 人帮

”
所埋葬

。

他们出于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

破坏社会主义

生产力
,

搞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

篡党夺权
,

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 目的
,

全面背叛了马

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原理
,

肆意歪 曲和篡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完

全抹杀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他们搞乱了理论
,

搞乱了思想
。

因此
,

我们必须

重新学 习马克思主义关 于生产力的作用的原理
,

把被 ,’ll g人帮
”
搞乱的理论是非思想是

非纠正过来
,

这是今天理论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

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
,

首先必须能够生活
。

毛主席说
: “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

是

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 ”

没有劳动
,

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
,

没有生产力的发展
,

就

没有一切
。

马克思也曾指出
: “

任 何一个民族
,

如果 停止劳动
,

不用说 一
年

,

就是儿个

犀期
, 也要灭亡

,

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
。 ”

因此
,

生产力是决定一切的
。

“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
、

必然的
、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关

系
,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 ”

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

生产关系的形式内发展的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

生产

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
,

而生产关系则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
。

内容决定形式
,

形式

必须适合内容
。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
,

一般 说来
,

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

生产力

的变化
、

发展
,

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
、

发展
。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生产关系

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
。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

归根到底便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

生产力发展了
,

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

推动着社

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
,

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

毛主席说
: “ 生产力是最

革命的因素
。

生产力发展了
,

总是要革命的
。

生产力有两项
,

一项是人
,

一项是工具
。

工具是人创造的
。

工具要革命
,

它会通过人来讲话
,

通过劳动者来讲话
,

破坏旧的生产

关系
,

破坏旧的社会关系
。 ” `

今克思说
; “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

便 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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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直在其中话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 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 律 用 语 ) 发生 矛

盾
。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栓桔
。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

来
一

r
. ”

依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

都是适合 干 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次而建
一

立起来的
。

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
,

生产关系 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

这是社会发展的客

观规律
,

是 1万史唯物主义的纂本原理之一
。

但是生产关系对 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消极的

适应
,

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

.

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

促进作用与

阻碍
、

破坏作用
。

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相适应时
,

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在

一定条件
一

l;
,

生产关系还可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

即 “ 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
,

生产力就

不能发展的时候
,

生产关系的变更斡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 。

但是
,

在这 里要注意到

造成要求变更 生产关系这
“ 一定条件

” 的
,

仍然是由 卜生产力的发展
。

这 里 还 应当指

出
, `

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时
,

旧的生产 关系也不会 自然而然的发生变

革
,

必须通过革命来实现
。

试以我的家乡为例来说吧
:

解放前
,

我犷!村有六 十九户人家
,

其中贫 下 中 农五十

户
,

地富六户
。

全村有土地
一

二千四百多亩
,

其中贫下中农只占有四百多亩
,

绝大部分二七

地被地富霸占着
。

川东时的粮食亩产毫还不足一百斤
。

广大贫下中农只 能靠 给地 官扛长

活
、

打短工和租种土地为生
,

终年不得温饱
。

一九四八年
,

我们村解放了
。

广大贫下中农从地富手中夺回了
: L地

,

成了田地的土

人
。

大多数赞下中农的生活基本
_

l:有了保障
。

但是
,

小农经济经不起夭灾人祸的打击
,

有少数贫下中农把刚刚分得的土地卖掉了
,

又出现了两级分化的现象
。

党和毛主席最了

解贫下中农
,

最关心贫下中农
,

为让广大贫下 中农走上共同富裕 的 道 路
,

一

号 召 组 织

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

改变这种个体所有制形式的生产关系
。

开始我们村共组织起十

几个互助组
,

初步体现了互助合作的优
,

沙滩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出现 了急需解决的旱涝
抖!

:
灌问题

,

可是这时候的 二l:地是私人占有
,

很不集中: 无法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又出

现了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
。

因此
,

一九五三泊三
,

在党的领 导下
,

我们村成

立 了 合 作 社
,

改变了互助组形式的尘产关系
。

广大贫下中农由
一

于吃过单干的苦头和受

过小砚助的束缚都积极人社
,

把自己的大
、

中塑农具
、

性畜和土地等生产资料都投到社
,
},

. 。

这时集体家业壮大 了
,

卜地也连成了片
。

在此华础」:社爪合理规划
,

统筹安排
,

大

力兴修水利
。

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
, ,

胜产也得到了大发展
。

粮食 j伙 歇山
_

互助组时的亩 产

一百多斤增加到 二百来斤
,

社员的生活水平也得到 了提高
。

一九五八年
,

在党的
“
鼓足干劲

,

力争上游
,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三义” 的总路线的

光辉照罐下
,

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干社会主义的高潮
。

形势要求农业来一个大发展
。

这 11..]不改变原来的
,

卜产关系
,

如将土地重新调整
,

统一规划
,

采用机器耕作
,

又会对
, ! :

产力的发展起到阻碍和破坏作用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村贫下中农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

号召
,

实现了 人民公社化
。

从此生 产力又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

现在全村华本
_

:1 实现了电

气化
、

水利化和半机械化
,

社员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

根据解放后我村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

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是完个正确的
。

在生产 ]] 与生产关系
、

经济幕础和 }: 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
, , !: 产力

、 .

经

济华础
“ 一般地 农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

谁不承认这 一点
,

谁就不是唯物论 者
” ,

}
卜i}

》



策 时
,

生产关系
、

上层建筑
“
在 一定条件下

,

义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 J月” 。

)之!
几

生

产关系的反作用
、

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问题
,

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

以便 与
“ 四人帮

”

的 “ .lt 层建筑决定论
” 区别开来

。

第一
,

这里的 “ 决定作用
” 是有条件的

,

即在
“

·

定

条件下
” ,

也就是
,

历史发展到
一

要求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
,

变革
_

卜层建筑以适应

经济墓础的条件下发生的
,

l厄生产力
、

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贯 串干个过程
。

在这里重温一

下马克思在 拭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 》 中讲的一段名言是必要的
。

他说
: “ 无论哪一

个社会形态
,

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 出来以前
,

是决不会灭亡的
,

’

而新的更

高的生产关系
,

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

是决不会出现的
。

所

以人类始终 只 提 出 自己能够解决的任 务
,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
,

任 务术身
,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 时 候
,

才 会产
,

!钾
。

因

此
,

第二
,

`

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
“
决定

” ,

和生产关系
、

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所起的

决定作用的
“
决定

” ,

是不能等同的
。

后一个
“
决定

” ,

归根到底是被前一个
“
决定

”

所决定的
。

生产力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
。

万恶的
“ 四 人帮

”
却根本否认生产力

、

经济某础的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
,

生产力是最终起决定作用这一历 史唯物主义原理
。

glj 联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

用
,

张春桥胡说什么
“
八亿 人民主要是抓

_

卜层建筑
” , `

靛扬
“ _

L层建筑决定论
” ,

鼓吹

所有制可
“ 无条件过渡

” , “
物质基础不是主要的

” , “ 主要的是精神
” ,

等等
。

否认生产

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客观规律
。

他们胡说社会主义社会
,

卜层建筑领域是资

产阶级把持着
,

在 生产关系领域里充满着资产阶级权利
,

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 !jz 产关系

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

对抗性的矛盾
。

据此
,

他们 叫嚷生产关系要革命
,
把级别高

、

工

资多作为划分走资派的标准
,

妄图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
一

革命老千部
。

这

就是
“ 四人帮

”
妄图篡党夺权编造的理论根据

。

然而这只不过是南柯一梦
,

任何违背客

观规律的图谋都是注定要受到惩罚的
。 “ 四人帮 ”

正是如此
。

今天
,

我们学 习马克思主义关 于生产力的作用的原理歹就是要用唯物辩证法的对 立

统一规律
,

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 深人批判
“ 四人帮 ”

的唯心主

义历史观
,

完整地准确地领会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大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
,

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

迅速发展生产力
,

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和经济制度获得 日益增强的物质华础
,

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

在木世纪内把我国建

设成 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