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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国初期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

社会论的思想动机的探讨

张继 昌

【内容提要 】新民上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在民全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
。

按照这一思想
,

中

国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后将要经历一个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

但

是
,

建国初期毛泽东即放弃了这一思想
,

转而 上张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
。

毛泽东为什么要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呢 通过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

以及新民主主义

社会论与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的比较研究
,

笔者发现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抗 日时期和

解放前夕有着明显的不同
。

建国初期
,

党内相当多的同志
,

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内
,

对毛泽东新民

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解基本上是停留在抗 日时期的水平上
。

由于这一原因
,

也由于受列宁过渡时期

理论的影妒 毛泽东轻易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

众所周知
,

《新民主主义论 》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 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的重要标志之一
,

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又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思想
。

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

论原型
,

即使不引入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
,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将稳步地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
。

但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后
,

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刚刚建立之际
,

毛泽东

就主动放弃了经由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
,

开始改用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
。

毛泽东

为什么要放弃已经成型的理论 他的思想动机又是什么呢 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

毛泽东为什么要放弃通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呢 笔者以为
,

这主要是 由于

建国初期相当多的党内同志
,

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内
,

对毛泽东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

义社会过渡的理论存有误解所致
。

建国初期
,

一方面由于一部分地区尚未解放
,

已经解放的地区也需要进行医治战争创伤
,

恢复经济的工作
,

加之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二左右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等原因
,

党还必

须为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而奋斗
。

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

立和我国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确立
,

以及我国老解放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
,

我国的社会主义

革命也已经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的同时在局部范围内开始了
。

从表象上看
,

民主革命与社会

主义革命在此时似乎是呈现出一种交叉状态
,

但事实上
,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代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
,

只是尚未全面展开
,

两个革命相互交叉的表象背后掩盖着的实质是社会主义革命在顺便

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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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建国初期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
,

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内
,

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

他们

主张先搞一段新 民主主义社会
,

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

其理论表现有这样几句话 一曰“ 确立

新 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

二 日 “

由新 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
三 日“

确保私有财产
” 。 ①这种主张

的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

不错
,

建立一个新 民主主义社会
,

并通过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的确是毛泽东提出来

的
。

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

在抗 日时期
,

他主张通过新民主主义间接向

社会主义过渡
。

在全国解放前夕
,

他改变了看法
,

主张由新民主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

党

内相当多的同志所以坚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
,

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毛泽东保持一段距离
,

其原因就在于他未能察觉毛泽东在解放前夕思想上发生的变化
。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

这里有必要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

从现有材料来看
,

毛泽东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是在他 年 月所写的《矛

盾论 》中
。

在这篇文章里
,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由半殖民地变成独立国之后的中国社会性质时说
“ 这 时

,

中国的社会性质就 会起变化
,

由旧 的半殖 民地 和 半封 建的社 会变为 新 的 民主 的

社会
。 ’, 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新的民主的社会

,

可以理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
,

但这还不明确
。

毛泽东关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最完整的表述是在 年 月发表的《新 民

主主义论 》中
。

在这篇论著中
,

毛泽东详尽地阐述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
。

毛泽东

指出
,

中国革命的第一步
,

第一阶段
, “

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

会
,

而要建立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

以完

结其第一阶段
。

然后
,

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
,

以建立 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 ’, ③毛泽东还从政

治
、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轮廓
。

政治上
,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

封建的人们的联合专政
。

经济上
,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

是整个国 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

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除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以外的其

他资本主义私有财产
,

并不禁止不能操纵
“ 国民生计

”

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

农业方面
,

一般地还

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
,

但在
“

耕者有其田 ”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合作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因

素
。

文化上
,

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科学文化替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

化
。

毛泽东说
“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
,

这就是新

民主主义共和国 ”。 ④这种国家形式是既区别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
,

也区别于苏联无产阶级专

政的第三种国家形式
, “

因而是过渡的形式
,

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 ’, ⑤

不仅如此
,

毛泽东还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分成两个阶段
,

一个是不完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

一个是完全的新 民主主义社会
。

不完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前
,

中国

共产党实行军事割据地区的社会性质
。

完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则是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后

建立起来的新社会的性质
。

他说
“

在今天的中国
,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
,

就是抗 日统一

战线的形式
。 ”

此后
,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说
“

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
,

便是新民主主义

社会的主要标志
。 ’, ⑦但是

,

各抗 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 区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 还是不完全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
,

但
“

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
,

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 ’, ⑨

需要指出的是
,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产生在抗 日战争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

中
。

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

毛泽东在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时不能不照顾到国共今作的现实
。

如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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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政治时
,

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

产
、

们联合专政的新 民主主义共和国称之为“ 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 民主义的共和 国
。 ’, ⑨

在 沦述新 民主主义经济时
,

毛泽东认为
, “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孙中山所倡导的

‘

节制资本
’、

‘

平均地权
’
的路 ”

等等
。

这样
,

为了不使国民党抓住攻击共产党的口实
,

就把孙中山的资产阶级

共和 国方案不适当地提升到了第三种共和国的高度
。

毛泽东关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

并通过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在建国前夕有了

一个较大的发展
。

发展集中地反映在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
,

此时
,

毛泽

东为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设计了这样一幅蓝图
。

政治上
,

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
。

经济上
,

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以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基

础
。

对民族资本主义要利用
,

但不能任其泛滥
。 “

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 —在活动范围方面
、

在税收政策方面
、

在市场价格方面
、

在劳动条件方面
。 ’
币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

,

是在人 民共

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的存在和发展
。

农业基本上是个体经济
,

但要谨慎地逐步

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

唯有如此
,

才能造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条件
。

毛泽东对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作的质的规定
,

较之于他在抗

日时期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作的质的规定
,

明显地是前进了一大步
,

从而使

新民主主 义社会更具过渡性的特征
。

与此相联系
,

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的革命胜利后的总任务

是
“
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

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
,

使中国稳步地 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

把

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 。

通过对毛泽东关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的回顾
,

我们不难看出 一 毛泽东始

终是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来看待的
。

二 毛泽东在抗 口时期和解放前

夕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作的质的规定有着明显的不同
。

抗 日时期
,

他主张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

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

解放前夕
,

包括一些主要领导同志在内
,

对毛泽东新 民主主义社会

论的理解和认识
,

基本上停 留在抗 日时期的水平上
。

他们把 民主革命胜利之初社会主义革命顺

便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误认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

从而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已

经悄然发生的事实
。

由于有误解的存在
,

建国初期党内的一些领导同志
,

包括刘少奇在内
,

都主张先搞一段新

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 过渡
。

即便在总路线提出之后
,

他们仍然没有从误解的迷宫里走出

来
。

正因为如此
,

毛泽东从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两个方面对

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同志进行了批评
。

反复强调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

想
,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明确了
,

要求全党对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检查

自己的工作
。

毛泽东还提醒一些同志注意
“

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
”

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

义
,

临到社会主义跑来
,

又害怕了
。

为了使全党明白他的思想意图
,

毛泽东在 年前后一般

不再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
,

而以过渡时期代之
。

尽管 年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发的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仍然继续使用新 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概念
,

并把

新民主主义社会同列宁的过渡时期视为同一个东西
,

但在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 已经很少再

使用新 民主主义这个概念了
。

毋庸讳言
,

建国前夕毛泽东也说过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这样的话
。

毛泽东甚至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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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何时全线进攻 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 年
。 ’, 。但毛泽东的这些话是 以土地改革未完成

为前提的
。

一旦土地改革完成
,

就要迅速向社会主义转变
。

全国解放前夕
,

毛泽东在《在晋绥干

部会议上的讲话 》中说
“

土地制度的改革
,

是宁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 。全国解放初

期
,

毛泽东在《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的讲话中又说
“

战争一关
,

已经基本上过去了
,

这一关我

们大家都过得很好
,

全国人民是满意的
。

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
” 。 “

只要战争关
、

土改关都过去

了
,

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
,

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
,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

那一关
。 ’, 。联系到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土地改革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所作的规定

,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

毛泽东是把上地改革的完成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展开的依据

的
。

因此
,

他所说的相当长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
。

既然新 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

通过它就可 以到达社会主义的彼岸
,

那末
,

毛泽东为什么后来又忌讳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呢 通过前面的论述
,

我们可以看出
,

毛泽

东所以在总路线提出前后主动放弃新
一

民主主义
,

,

显然是由于党内的一些同志对毛泽东的通过

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存有误解
,

并且这种误解已经对中国迅速 向社会主义的过 渡

形成阻力
,

如果继续沿用新民主主义的提法
,

则可能会使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滞留

过长的时间
,

而过渡时期的提法
,

则更容易使全党明确社会主义的方向
。

如前所述
,

年以后毛泽东就一般不再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
,

而 以过渡时期代之
。

但此时的过渡时期
,

已经不是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同义语了
,

而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

政的过沥时期
。

当时党内许多人并未发现毛泽东思想上的这一变化
,

仍然认为毛泽东所说的过

渡时期即紊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
。

周恩来 年 月
’

日在政协第 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所

作的总结中就是这样理解的
。

他说
“
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时期

,

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

主义的时期 ,

也就是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巾的比重逐步增长的时期
。 ’,

此后
,

中央宣传部

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也是这样理解的、对此
,

毛泽东说得很清楚
“
中央委员会根

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
,

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
,

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

段将要结束的时候
,

即 年
,

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 ”⑩显然

,

毛泽东所讲的过渡时

期同党内其他同志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有区别的
。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需要一个无产阶

级专政的过渡时期
,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丫
。

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虽然是符合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原理的 但它毕竟是派生出来的理论
,

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

关于过渡时期理论
,

它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
。

年
,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 》

一文中提出了这样‘ 个观点
,

即
“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
,

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

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

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 。 由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在整体的把握上是以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为

前提的
,

所以他没有提出这一时期需要在经济上创造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的间题
,

只是根

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必须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

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
,

用以制止资产

阶级的反抗
。

年
,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 》中总结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分中所阐发的思



浙 江 戈 学 学 报

想
,

明确地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从资本主义

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通常称为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

的高级阶段
。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

列宁考虑到俄
一

国革命前资本主义不发达这样一个事实
,

在《无

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一文里
,

又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过渡时期思想
。

他说
“
在资

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
,

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
。

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

有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
。

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

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 ’, 。此后

,

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

左派
”

幼稚病 》一文中又 明确指出
“
我们在俄国 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 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

即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
。 ’, 。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既带有普遍的意义

,

同时也打上了

俄国革命的印记
。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
,

毛泽东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的思想
。

但他的读书生活

告诉我们
,

他多次研读过列宁在这方面的著作
。

据毛泽东的秘书逢先知在《毛泽东的读书生

活 》一书中提供的资料反映
,

毛泽东早在 年就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中的部分内容
。

在

延安时期又读过《国家与革命 》的全译本
。

逢先知的回忆还说
,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当时革

命的需要重新阅读了一些列宁的论著
。

现存的经毛泽东批阅过的两本列宁的著作
,

一本是《国

家与革命 》
、

另一本就是《“ 左派 ”
幼稚病 》

。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的十二本马列著

作
,

其中就有《国家与革命 》和《“

左派
”

幼稚病 》毛泽东还在书目前面加了“
干部必读

”四个字
。

又

据彭德怀的回忆
,

年 月前后
,

毛泽东曾先后寄给他两本书
,

一本书是《两个策略 》
,

一本

是《“
左派

”

幼稚病 》
。

毛泽东多次阅读《国家与革命 》和《“左派
”
幼稚病 》, 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他的

思想
。

事实上
,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
,

毛泽东已经在实际上接受了列宁的过渡
厂

时期理论
。

尽

管在此时他仍然沿用新民主主义的提法
,

但他个人的思想深处已经倾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

渡时期了
。

“
细心研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著作

,

不难发现
,

毛泽东此时关于新民主主义

政治和经济的论述
,

已十分接近列宁关于俄国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特征的论述
。

当时
,

毛泽东

对我国将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征是这样规定的 政治上
,

无产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

经济上
,

五种经济成分并存
。

这些经济成分是 国

营经济 合作社经济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卜

个体经济 私人和国家合作的国家资本
·

主义经济
。

在所有这些经济成分当中
,

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有极大的比重
。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初
,

列宁对俄国过渡时期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征是这样规定的 政治

上
,

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
,

已经成为统治阶级
,

俄国 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专

政的历史时代
。

经济上
,

由于俄国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国家
,

俄国的经济还带有明显

的过渡性质
。

年 月
,

列宁在《论
“
左派

”
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一文中把俄国当时的经

济成分作了如下的划分 宗法的
,

在很大程度上是 自然的农民经济 小商品生产 私

人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

在这些经济成分中
, “

占优势的
,

而且不能不占优
·

势的是小资产阶级 自发势力 、

因为大部分甚至极大部分的种地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
。 ” , 三年

之后
,

即在 年 月
,

列宁在《论粮食税 》一文中整部分的摘录了《论
“

左派
”

幼稚病和小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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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性 》中对俄国经济成分进行分析的内容
,

片且再次强调指出
“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 ⑧此处值得一提的是 一已泽东在《农业 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

争》一文中
,

曾在两处引用了列宁在《论粮食税 》一文中的论违
。

比较毛泽东和列宁的分析
,

除合作社经济 它 己经在 下完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育起

来 同小商品生产稍有不同外
,

其它几种经济形式赵 本上是完全相同的
。

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

经济
,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未曾提到
,

它显然是从列宁那里来的
。

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

的俄国
,

只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

国家资本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

列宁对

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定义是
“
我们能够加以限制

,

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
,

这种国家资

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
,

而国家就是工人
,

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
。 ’, 。在七 届二 中全会上

,

毛

泽东还没有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解释
。

但我们注意到
,

毛泽东在 年以后关于国家资本主

义的论述则几乎是和列宁一致的
。

毛泽东说
,

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是用各种形式和国家经济相

联系的
,

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
,

是一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 “
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

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

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 匀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说明他此时已经开始向列宁的过渡

时期理论靠近
,

但这并未引起全党的注意
。

所以
,

在总路线提出之后
,

毛泽东批评党内一些同志

的时候
,

总是要提到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

年 月
,

毛泽东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

一文中讲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说
“

这是一九四 九年三月的决议
,

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
,

当

作新闻
,

其实是旧 闻
。 ’, 。没有跟上毛泽东已经变化了的思想

,

这是导致建国初期一些领导同志

和毛泽东在思想上不一致的原因
。

在过渡时期问题上
,

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理论现象
,

即毛泽基本上是完全接受了列宁的

过渡时期思想
。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
,

毛泽东不仅是不讲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
,

甚至

按照列宁的原意提出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
。

而且这一思想也是萌发于党的七

届二 中全会
。

那时
,

毛泽东就说
“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
,

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
,

中国还存在着

两种基本矛盾
。

第一种是国内的
,

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

第二种是国外的
,

即中国和

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 。这就改变了抗 日时期提出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

,

这是

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的设想
。

按照这个思路
,

年 月
,

当农村

土地改革工作在大部分地 区基本完成之后
,

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说
“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

,

中国 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 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

盾
,

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 ’, ⑩在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国内

的主要矛盾之后不久
,

毛泽东就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了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

一

年多以后
,

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部分代表进行谈话时就开始使用列宁的提法
。

毛泽

东说
“
经过 国家资本主义完成 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 ’, ⑤毛泽东的谈话表明
,

他不主

张用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提法
。

如果说毛泽东这时所说的过渡时期的概念还不十

分明确的话
,

那末他在党的七届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可以说是把他 自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

思想作了一个总结
,

他说
“

我们这次会议
,

是一场很大的辩论
。

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过渡期间
,

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
。 ’, , 一些同志在研究

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的时候
,

只注意到了毛泽东在何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 问题上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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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一致
,

而忽视了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的变化
,

至今仍然认为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就是新

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
,

这主要是 由于他们没有把毛泽东的思想同列宁的思想对照起来进行研

究的缘故
,

这也是建国初期党内许多人
,

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内
,

没有跟上 毛泽东步调的根本

原因
。

结论 毛泽东主动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固然与一些领导同志对他通过新民主主义直接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存有误解有关
,

但这只是浅层次的原因
,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在于 自七

届二中全会开始
,

毛泽东 自己 已经在实际上接受了列宁的过渡时期思想
,

并且努力使自己的理

论向列宁的理论靠近
。

历史地看问题
,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还隐藏在尚未展开的社会主

义实践的情况下
,

要给实际运动以社会主义的指导
,

直接借用列宁的思想
,

这是他当时可能采

取的唯一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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