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是毛泽东思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的重要方面。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树立大寨为农业战线
的典型，继而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笔者认为，其重要原因
是大寨的做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农村社会理想。

一、大寨的集体经济模式符合毛泽东关于发展人
民公社的思想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把人民公社作为社会
主义的三面红旗之一。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与个体
经济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是走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和纽带。
因此，他不满意西方国家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公社的
否定态度，表示要“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为捍卫百花
齐放、人民公社、大跃进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
批反动派和怀疑派”。[1]484 在国内，他反对搞包产到户，认为在农
村实行“农业六十条”的情况下，还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
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其“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
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搞修正主义，是阶级斗争
的表现，“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2]590，568

为证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毛泽东需要在实践中找到例
证。大寨恰恰就是这样的典型。大寨大队在以陈永贵为书记的
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集体经
济越来越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1958 年，大寨的亩产过“黄河”

（超过 500 斤），达到 271.5 公斤；1964 年，亩产跨“长江”（超过
800 斤），达到 404.8 公斤。毛泽东希望通过大寨典型的示范效
应，带动各地集体经济发展，保障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大寨的分配方式体现了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
实现共同富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之一。而只

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防止两级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广大农民走

上了合作化的道路。这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出路。毛泽
东指出：“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
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
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3]437

毛泽东认为，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同步富裕。他
批评说：“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
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对的。”因
为这样做就“否认了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
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
原则。”[4]143 毛泽东提出要注重公平，既承认按劳分配、又反对过
分悬殊[5]130 的原则。他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
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
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6]130

大寨的分配制度正是同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一致的。
大寨实行“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的劳动管理方式和
分配制度，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计酬方法。这个制度是
在对定额管理存在“难制订，难调整，难验收，难执行”的问题进
行改进的基础上实行的。分配上在保证国家、集体储备的基础
上，实行按劳分配和按人口分配。这符合了毛泽东的实现共同
富裕的农业发展设想，所以毛泽东赞赏大寨既体现按劳分配，
又差距不大的分配制度。这是毛泽东推崇大寨的做法，树立其
为农业战线典型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大寨干部的优良作风符合毛泽东关于发挥党
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
素。”[7]526 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对于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的执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我们一切工作
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
是为人民服务。”[8]243 干部参加劳动，是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时期实行的一项重要的干部政策，它有利于干部警惕和克
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有利于干部锻炼思想意识、增长
知识。

在毛泽东看来，干部参加劳动，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
的共产主义精神。”[9]378 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参加生产劳动，可以
促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发展。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
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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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10]579- 580

大寨的领导干部，正是践行毛泽东这种思想的模范。以陈
永贵为书记的村党支部成员带头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在劳动
中，陈永贵要求每一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
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
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另外，陈永贵要求每一个党员不
沾公家一点便宜，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接受群众监督，定期
向社员公布。这些做法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群众称支部书记为
贴心书记，会计为保险会计。[11]112 大寨干部的模范做法，深得毛
泽东的赞赏。因此他表彰大寨干部和树立大寨为典型，希望以
此推动全国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四、大寨依靠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做法，符合毛泽
东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是战胜一
切困难的法宝。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
泽东一直强调要发扬这种精神。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
东强调要坚持两个“务必”，继续新的长征。新中国建立之初，他
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展经济建设
和文化建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他强调：“社会
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
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12]226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使国家建
设陷于被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以及三年
自然灾害，使经济建设遭受挫折。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尤其强
调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1959 年底 1960 年初，毛
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
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
育人民。”[13]1361964 年 5 月 12 日，他在听取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
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说：“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
我们，我们也不要。[14]598“以后内债、外债都不借，完全靠自力更
生”。[15]604

大寨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自然灾害，发
展农业生产的典型。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
量和简陋的工具，向大自然开战，创造了改造山河的伟大壮举。
1963 年，大寨遭受百年不遇的灾害，仍然提出“三不要、三不少”

（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完成统购粮任务不少，社
员口粮不少，社员劳动日分值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重建家
园，兑现承诺。大寨成为农业战线上的典型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五、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是毛泽东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统帅的一种实践

毛泽东向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在农业社会主义改
造过程中，他就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
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
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
的和政治的保证。”[16]449- 450

1958 年初，他又强调：“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
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
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

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毛
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到又红又专，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
系，“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
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17]351

大寨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打铁先得本身硬”，
这是陈永贵常说的一句话。他严格要求自己和党员干部事事要
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走群众路线，取得群众信任，这样，做群众
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见实效。大寨干部和群众思想政治觉悟不
断提高，才有了以国为怀、乐于助人的高尚举动。所以许多社队
学大寨的体会是：“有了大寨式的干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够自
力更生建设大寨式的稳产高产农田。”[18]815 这种做法无疑与毛
泽东形成共鸣。

六、大寨统筹兼顾，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大局意
识，符合毛泽东所提倡的价值取向

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历来主张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兼顾
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他指出：“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
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
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
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19]136 国家的工业化战略要求农民以国
家大局为重，首先完成国家统购统销任务。

1953 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陈永贵带头响应国
家的号召，大寨当年向国家售粮 22.5 吨。以后售粮逐年增加，
1959 年以后售粮都在 120 吨以上。[20]107 在许多地方瞒产私分，
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下，大寨这种以国为
怀的高风亮节是值得称道的。周恩来称赞说：“他们首先是完
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国家的观点、全民的观点，他们表现得最
突出。”[21]592“我们的目的是使人们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公共利
益，并使集体和自我协调起来。大寨大队是这方面的一个好榜
样”。[22]108 大寨的这种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做法当然也受到
毛泽东的表扬。

正是大寨在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劳动制度、干部路线、
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等方面契合了毛泽东的农村社
会理想，致使毛泽东树立大寨为农业战线的典型，发出“农业学
大寨”的号召，借以把大寨模式的星星之火，燃遍中国农村大
地。这成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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