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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11月 3日，各地 兵聚集在天安 广 。新 社红卫 门 场 华 发

    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２日电　１９６６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

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

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

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

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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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

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

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

    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

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

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

（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

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966年 8月 23日，上海 兵在南京路上 大字 。新 社红卫 张贴 报 华 发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１９７

３年８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由于毛泽

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

象极度膨胀，加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严重忽视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权力过

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敬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受到限制，也使林彪、

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

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

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



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

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

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

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

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

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

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文化大

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 在“文化大

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

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正因为如此，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

定程度的限制。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

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

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