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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具有三种意识和能力
——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高广景

[ 摘 要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写下的一

篇力作。在其形成前后，毛泽东多次就领导干部应如何看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集中阐述。具体可以

归结为三点：第一，要有运用矛盾观点意识，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要有克服官僚主义意识，

提高走群众路线的能力；第三，要有注重思想动态意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领导干部只有在以上

三个方面苦下功夫，打出一套“组合拳”，才能真正做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

[ 关键词 ]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矛盾观点；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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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

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

内部的矛盾》的讲话。这篇讲话，后经多次修

改补充，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一文，发表在同

年 6 月 19 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在我国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

情况下，作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

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判断，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

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

一系列方针政策。方针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贯彻，

党员干部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围绕这篇著作

酝酿和形成前后，毛泽东多次就党员干部应如

何看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集中阐述，归

结起来，党员干部应该具有三种意识，提高三

种能力。

一、要有运用矛盾观点意识，提高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主义社会有无矛盾，矛盾的性质如何

确定，不同质的矛盾采取何种解决方式等，是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列宁晚年曾对此作出初步探索，认为“在社会

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

但由于他的离世，这一观点未得到系统阐发。

斯大林直到晚年才勉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可能

会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但未对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作出客观的剖析和界

定，以致在实践中时常混淆二者界限，留下了

深刻教训。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毛 泽 东 对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矛盾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思考。他强调

要分清人民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范畴的矛盾，

并在不同范畴里采取不同的政策来解决矛盾。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对

个人崇拜掩盖下的各种矛盾的集中揭露，给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很大震荡。接下来的波匈

事件进一步揭示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假若矛

盾处理不当，也会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与此

同时，从 1956 年下半年起，国内一些城市发生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事件，一些农村发生闹社

的风潮。种种迹象表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

基本完成，国内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但大量人

民内部矛盾并没随之消失。毛泽东认为：“矛

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

［1］《列宁全集》第 60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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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1］

面对急需处理的人民内部矛盾，党员干部

的思想、理论准备皆显不足。特别是面对一些

集中、突发事件时，一些干部处理问题时出现

“又怕，又简单处理”的情况，结果社会矛盾

不仅得不到有效解决，反而引发了紧张的对立

局面。毛泽东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就是一些干部“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

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

的”［2］。

根据以上判断，毛泽东在《正处》中以对

立统一的观点系统审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从思想方法的层面，帮助干部提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的论述具体围绕四个方面

的问题展开。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有无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

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3］。他说，“矛盾是

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

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在谈到党内干

部对矛盾的反应时，他进一步指出，“承认这

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

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正因为许多人不承认

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矛盾，才在社会矛盾面前

缩手缩脚，处境被动。他提出，要首先在干部

中进行解释工作，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矛盾，

以使社会主义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日益巩固。［4］

这其实是告诉干部要在思想上客观对待矛盾、

在实际工作中不回避矛盾。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

的矛盾。他解释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

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相适应又相矛盾的

情况，但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非对抗性的人民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 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71 页。　

［3］《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04 页。　

［4］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13 页。　

内部矛盾，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根据具体

情况得到解决。［5］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一些

机制的改革与调整奠定了理论基础，帮助干部

树立改革意识。

再次，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转化问题。

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

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6］。他

阐释道：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本

是对抗性的矛盾，由于历史的条件和党的政策

得当，则变成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反之，

如果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

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7］。

他明确指出，由于矛盾双方存在着对立统一及

相互转化，我们既要全面地看矛盾的正面和反

面，还要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

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

果”［8］。这就教育干部要全面看待矛盾和注意

防止矛盾向消极方面转化。

最后，关于如何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

盾的问题。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要正确解决

矛盾，就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曾多次指

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

分析具体问题。”［9］其原因在于：每对矛盾都

有自身规定性和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

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据此，毛泽东在指出

对敌人实行专政和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方法

后，重点分析了当时人民内部的突出矛盾，并

具体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统

筹兼顾、适当安排”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为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实事求是地认识矛盾、

化解矛盾提供了遵循。

二、要有克服官僚主义意识，提高走

群众路线的能力

［5］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14—215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9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11 页。　

［8］《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8 页。

［9］《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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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人民，一贯重视同群众

的密切联系。正是这样，党才获得群众的真心

支持，赢得革命的胜利。官僚主义恰与脱离群

众有着天然的关联，历来为党和人民所反对。

毛泽东曾号召要把“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

里去”［1］。出于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他还为其

画出一副病态的面相：一声不响，两目无光，

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分，六亲无靠，

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实）

是无用。［2］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时刻警惕着官

僚主义在党内的滋生。他认为：“我们的党很大，

掌握权力，做了许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

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就出来了。”［3］波匈事件

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层脱离

群众，犯有官僚主义错误。1956 年 11 月，他在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不要滋长官僚

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

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

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4］毛泽东反对官僚

主义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56 年下半年至 1957 年春，国内一些地方

发生罢工、罢课、闹社等社会矛盾。毛泽东再

次把目光投向官僚主义，认为它是矛盾发生的

根源之一。他在《正处》中指出，闹事固然有

多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

的官僚主义”。“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

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5］经过

深思熟虑，他提出三点因应之策。

第一，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打成

一片。毛泽东的意思，当然不是要求领导干部

长期置身于生产一线，而是要求领导干部时刻

不忘初心、保持劳动者本色。只有这样，才能

［1］《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24 页。　

［2］参见《王恩茂文集》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28 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03 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34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6、237 页。　

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和群众始终站在一起。

为此，他为全党起草了《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

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央还专门印发

了《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

的指示》。

第 二， 发 动 全 党 整 风， 反 对 官 僚 主 义。

1957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在文艺界座谈会上指出：

“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

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6］因此，

1957 年开展全党整风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通过

批评和自我批评整治各种官僚主义。

第三，正确处理群众闹事，克服官僚主义。

群众闹事当然不是好事，但问题出现了，就要

正确面对，而不能逃避无视。要积极引导，使

其向正确方向转化发展。毛泽东认为，如因官

僚主义未得到有效克服而发生闹事，领导干部

就应该正确引导闹事群众，并把其作为教育干

部和群众、改善工作的一种特殊手段。他特别

指出：“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

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

僚主义。”［7］显然，毛泽东对群众闹事，由消

极的解决矛盾方式转化为积极应对矛盾的有力

措施，辩证地看待和处理了这一问题。

上述三点是克服官僚主义的一些具体措施。

而在毛泽东看来，要从根源上克服官僚主义、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总结起来，唯有走群众路线。

他多次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8］

他一再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形象地把党的

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比喻为游泳和水的关系、鱼

和水的关系、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劝导领导

干部要顺水游泳，不要逆水游泳，更不能离开水，

提醒领导干部要像刘备觅寻孔明那样珍爱群众

的智慧。其意旨在于让领导干部牢记永远不能

脱离群众。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倡导党的领导

干部经常沉身基层，了解实际情况。1957 年 4

月 30 日，他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中

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99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7 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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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1］所以，他劝勉各位

参会人员每年要做到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

京。

领导干部下去以后，要真正了解实际情况，

就必须掌握管用的方法。1957 年 9 月 4 日，毛

泽东乘专列到达邯郸，在停靠的列车上同中共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马国瑞、石家庄市委第一

书记康修民、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梁双璧、邢

台地委书记李吉平和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均座

谈。他要求第一书记下去钻一钻。原因在于：

真正的知识不是在机关里，而是在工厂、农村

和学校里。没有基层生动的原材料“造”不出

政策来。他认为，第一书记抓一个工厂、一个

农业社、一个商店、一个学校，才是获取原材

料的有效方法。毛泽东的指导方法之细，说明

他的重视程度之高。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一把

手发挥带头作用的重要性。他说：“第一书记

下去，就可以带起别人来，使大家都下去找知

识。”［2］不难看出，毛泽东想要看到的景象是，

领导干部带头，全党行动起来，切实走群众路线，

从而养成一种习惯，形成一种风气。

三、要有注重思想动态意识，提高思

想政治工作的能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同时，思想因受各种

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加强思想教

育，给以正确的政治引导，向来起着凝聚民心、

汇聚民力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政治思

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不考虑争取群众，

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3］在他看来，思想政

治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统一战线工作，任

何时候都应受到全党高度重视。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动员人民积极投身

于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成为全党思想政治工作

的重要目标指向。而当时党内和人民中出现的

一些思想新动向，值得警惕。主要表现在：有

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

［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42 页。

［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99—

200 页。　

［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27 页。　

比地位；有的人质疑合作社的优越性；有些地方

的学校学生闹事，甚至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

一些教授提出各种怪议论，怀疑共产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如不对这些错误思想

及时加以批驳、教育、引导，将会对社会主义建

设产生不利影响。为此，1957 年 1 月，毛泽东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强调，“思想动向

问题，我们应当抓住”。他特别提醒：去年这一

年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

希望同志们注意”。［4］1 月 27 日，是会议的最

后一天。毛泽东再次发表重要讲话，谈到了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认为，仅专注业务工作，

忽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危险就会发生。他不仅

要求全国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

强政治思想工作，而且认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党

委的领导都应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

苏 共 二 十 大 后， 世 界 社 会 主 义 阵 营 出 现

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受其影响，国内人民内

部矛盾也显露出来。党和人民中出现一些负面

的思想倾向，本在预料之中，为何引起毛泽东

对思想政治工作如此重视呢？若从当时社会矛

盾发生的原因探究，一个重要缘由是缺乏思想

政治教育。毛泽东认为，只要“坚决地克服官

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

理各种矛盾”，“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

题”。［5］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应成为党经常性、

长久性的工作。毛泽东认为：“现在是转变时

期、大变化时期，在观念形态上一定有所表现

的。”［6］而任何社会的变迁，必定会在人们的

思想中表现出来。党在思想建设战线上的任务，

就是使人民的思想状况“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经

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7］。要

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引导思想观念的转变，

非朝夕可就，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然而，

一些领导干部在面临当时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4］《毛泽东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579、1580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7 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92 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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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思想问题时，手足无措，出现了压制而

非疏导、压服而非说服的简单粗暴现象。毛泽

东对此十分担忧。他明确指出：“压是压不服

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

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就输

了。”［1］思想问题只能用批评、讨论、说理等

民主的方法解决，但从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一

些干部容易用阶级斗争的老办法处理新问题。

为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遂把领导干部提高思

想政治工作的能力置于新的高度。

首先，第一书记不仅要亲自抓思想问题，

而且要逐级传导，带动全党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1957 年 3 月 至 4 月， 毛 泽 东 多 次 论 及 这 一 问

题。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抓

思想问题，指出，如果工作“忙，就应该把其

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

工作”［2］。他同时要求第一书记教会地委、县

委两级和城市区县级第一书记抓起这项工作。

这样，层层传导，促使全党领导干部都担负起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任。他还在党内发出指示，

检查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

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

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

抓起来了”［3］。在他心中，各级一把手的重视

才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

其次，领导干部应学会密切关注思想动态，

学会撰写有说服力的文章，增强思想政治工作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座谈、汇报等是了解思想

动态的重要途径。但任何思想的表达皆需借助

一定的载体。报刊、杂志等媒体在思想传播中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毛泽东要求领

导干部，第一步是及时了解报纸、刊物的思想

动向；第二步是对其“加以分析，要研究，写

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4］。不仅如此，领导

干部还应指导、修改各类宣传文章。毛泽东指出，

思想政治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13 页。　

［2］《毛泽东传》（四），第 1621 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35 页。　

［4］《毛泽东传》（四），第 1607 页。　

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5］。

最后，领导干部应不断加强学习，使自己

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抓起思想政治工作不难，

而抓好这项工作实属不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中出现了老办法不能

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突出问题。毛泽东指出：

“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

新的情况，就得学习。”［6］就思想政治工作而

言，他要求第一书记“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

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

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

成”［7］。他多次劝诫说：“现在很多干部没有

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

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8］

意在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

工作方式，而且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习

惯。

事物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

法则。理解了对立统一规律就把握了唯物辩证

法的实质和核心。自觉运用矛盾观点分析问题，

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群众路线，既

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党的根本工作路

线。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

作的生命线，是党的看家本领和一大优势，历

来为全党高度重视。敷陈至此便知：毛泽东的

主要意旨是，领导干部只有在以上三个方面苦

下功夫，打出一套“组合拳”，才能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也给我们做好当前的

工作留下了深刻启示。

〔作者高广景，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共党
史教研部副教授，重庆 400041〕

（责任编辑：茅文婷）

［5］《毛泽东传》（四），第 1594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71 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29 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0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