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南辕北辙的“大革命” 

1966 年至 1976 年，在中国发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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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极其惨痛

的教训。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要反对

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中

国成立后，他曾为此做过多次尝试。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

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标志着“文

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经过“一月革命”“二月逆流”和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1976 年 10

月 6 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

化大革命”。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欢腾。中国人民在经

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二）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

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

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

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我们党

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

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

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

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

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即使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中国

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历史一再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顽

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