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43 卷 第 3 期
2019 年 5 月

湘 潭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3 No． 3
May，2019

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缘由及战略思考
*

李 斌
(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摘 要: 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是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对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

义阵营力量对比的分析。这一论断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体现了他维护世界和平

的愿望，也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在社会主义国家遭到攻击的时期，“东风压倒西

风”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今天，国内外形势不断

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重温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对我们增强“四个自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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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多次在不同

场合，分别从历史事实、经济科技发展速度、意识形

态、人心向背等角度阐述他的“东风压倒西风”论。
在国际上正式提出“东风压倒西风”前后，毛泽东多

次用“东风压倒西风”形容意识形态和思想路线的

斗争。而广为世人所知的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

风”论，则是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判断和对社

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力量对比的分析，是指

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所占的优势。透析毛

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背景及战略考量，

彰显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

信，体现了他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也体现了他高瞻

远瞩的战略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今天，梳

理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对我们增强“四个

自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有着重要的

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论的提出及含义

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有两种含义: 一

是指阶级斗争中的矛盾转化情况，二是指国际上社

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发展形势的变化。毛泽

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后，

在莫斯科逐步公开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
1957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

见即将结束访问的伏罗希波夫一行时说: “世界是

一定 要 起 变 化 的，美 国 人 称 霸 世 界 的 形 势 要 变

化。”［1］162这说明他这时已经在思考社会主义阵营与

资本主义阵营力量对比的问题，而且通过多方面的

分析，这种思想在他头脑中不断加强。波匈事件后，

西方资产阶级大肆攻击共产党。为此，毛泽东站在

社会主义阵营的视角思考如何搞好社会主义。10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苏共中央

起草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共同宣言的草稿。会上，大

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要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向

帝国主义示威。在讨论社会主义阵营以谁为主的问

题时，明确提出要以苏联为首，并提出社会主义阵营

对资 本 主 义 阵 营 是“东 风 压 倒 西 风”的 国 际 形

势［2］63。在党内形成共识的前提下，毛泽东决定在

莫斯科公开提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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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压倒西风”的论断。
11 月 6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波兰统一工人

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时，哥穆尔卡认为宣言草

案的一些措辞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会使国

际形势更加紧张。毛泽东解释说世界形势已经发生

变化:“现在是国际形势的转折点，我们要占上风，

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

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

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

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

西风。每个国家都有其困难。我们现在的手是受约

束的，再过十五年我们就能自由了。再过十五年，苏

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现在得争取

十五年和平。”［1］237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外提出当时

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之后，根据对国际

形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力量的判断，毛

泽东在国际上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11 月

17 日下午，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发表讲话，正式在

国际公开场合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他分析说，在

帝国主义阵营中，德国、意大利现在不想打仗，英国、
美国、法国并不团结。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的中间地

带有十三亿人口，他们大多数是倾向社会主义阵营，

说明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而

68 个国家的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也显示了社会主

义阵营的团结和强大。毛泽东气势非凡地指出:

“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

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从今以后，西

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1］24911 月 18
日下午，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

发表讲话，着重谈了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

结问题，并特别强调:“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

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

量占了压倒的优势。”［3］321毛泽东列举了十件事来说

明当前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3］325。自此，毛泽东

的“东风压倒西风”论为全世界所知晓，在国内外引

起强烈的反响。
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是他对当时世界

形势的判断，是在对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

力量对比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其本意是指当时

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所占的优势，反映了

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

的坚强决心，是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资本主义

扩张的重要战略战术思想。对于毛泽东在莫斯科大

会上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赫鲁晓夫最初没

有明确表示意见，但随着中苏矛盾的加剧，他对此论

提出了质疑。在 1960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布加勒

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

鲁晓夫质问: “什么东风? 东风从哪里来? 东风是

不是从你们中国来，是不是中国的风压倒我们苏联

的风?”［2］76 显然，赫鲁晓夫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

力量压倒帝国主义力量的“东风压倒西风”论，误读

为中国对苏联的打击。1960 年 8 月 10 日，毛泽东

会见胡志明等人。胡志明试图调解中苏关系，并把

苏联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误读转达给毛泽东: 有些

同志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有误解，他们认为

“东风”指中国，“西风”指欧洲社会主义阵营。毛泽

东解释说:“西方、西风指帝国主义; 东方、东风指社

会主义阵营，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西方记

者和政客也自称西方国家、西方世界，说我们社会主

义阵营等等是东方国家、东方世界。”［4］440 8 月 19
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胡志明。胡志明向毛泽东介绍

了他到苏联劝和的情况，并告知，苏联担心中国人口

越来越多，军力强大起来，这就更有可能要压倒“西

风”了。毛泽东为消除苏联的误会，再次向胡志明

解释“东风压倒西风”论的实质观点，并说明我们的

兵力是自卫的，我们的正规军也是保卫国防的，是

“用来防御的武装”［4］443。
此后，毛泽东建议慎提“东风压倒西风”，并对

国际、国内形势判断和外交战略做了调整。1960 年

11 月下旬，毛泽东审阅周恩来 11 月 28 日报送的中

共中央给南非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稿

时，将“当前在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大好国际形势

下”一语中的“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改为“世界革命

力量占优势”［4］491。与此同时，中国外交由“一边

倒”逐步调整为多边外交。
二、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源于对社会主

义道路的自信

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不是心血来潮，

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基于对当时国内外各种形势

的分析和判断提出的。毛泽东本着维护苏联在社会

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目的，

在综合考虑国际形势的情况下提出“东风压倒西

风”，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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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特别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科学社会

主义由此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发展，激发了毛泽东

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毛

泽东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英国钢铁产

量大大超越苏联，但最终还是请求苏联的帮助才打

垮了希特勒。当时美国和英国有 7000 万吨钢铁，而

苏联只有 900 万吨钢铁。“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

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

是主要的”［3］323。毛泽东还举例说，雅尔塔会议协议

请苏联出兵打击日本，也是社会主义力量强大的

表现。
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

生，彰显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波兰人民共和国、南斯拉

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

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

会主义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相继成立，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的

信心。1956 年 10 月 3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

年堂会见曹聚仁、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他

分析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许多国家得到了

解放，产生了像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共产

党管事的国家，这证明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壮大。
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大规模发展鼓舞人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员数量激

增，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毛泽东以苏联和中国共

产党为例，他指出，苏联二月革命的时候只有 4 万党

员，十月革命的时候只有 24 万党员，“开头是稀稀

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

者。”中国共产党“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

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

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

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3］327。另一方面，共产

党组织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发展。1959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会见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 17
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现在世

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共产党。再过十年、十五年，

还会有更大的改变”［4］200。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

埃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现

在全世界踏上十月革命道路而赢得胜利的，已经有

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包括了九亿多人口，形成

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早已丧失

了 优 势，社 会 主 义 早 已 变 成 了 不 可 战 胜 的 力

量。”［3］315社会主义呈现出蓬勃生机，因此，毛泽东判

断，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是社会主义力量压倒了帝国

主义力量。
四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反侵略斗争和亚非拉国

家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同资本

主义世界形成了基本上势均力敌的格局，鼓舞了毛

泽东。毛泽东指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以少胜多、以
弱胜强，越南在越南战争中反抗法国和美国侵略的

胜利，都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在印尼、印
度、缅甸等亚非国家中，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使

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或者接近独立自主的国家;

在苏联的支持下，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伊士运河与

叙利亚阴谋的破产; 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

地; 荷兰退出印尼; 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

哥、突尼斯，等等，都说明资本主义力量在不断被削

弱。因此，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一定不

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

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3］327

其次，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

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就，都增强了毛泽东对社会主

义制度的自信。
一是基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

就及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

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

利; 广泛地进行经济建设，大量兴办工厂，建设水利

工程，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创办了很多学校和科学研

究机关。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伟大力量。毛泽

东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

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解决，但“现在社会主

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因为

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对人民是忠诚

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

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

大的成就”［5］5。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也鼓舞

了毛泽东。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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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的增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 1957 年

6 月提前两年半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7—1961
年) 的工业总产值，预计 1958 年工业产值将比 1957
年增长 16%。至 1958 年，苏联 40 年来工业生产增

长了 32 倍，而美国 40 年来工业生产只增长 3 倍，英

国、法国增长不到 1 倍。1958 年上半年与 1957 年

同期 比 较，社 会 主 义 阵 营 工 业 生 产 平 均 增 长 了

13%，而美、英、法、西德、日本 5 个国家平均下降了

4． 6%［6］。越南民主共和国 1958 年上半年国营工业

总产值比 1957 年同期增长了 33． 2%。社会主义阵

营的其他兄弟国家，1958 年经济建设事业也都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

了 21%。阿、波、捷、罗、匈、保等国 1958 年上半年

工业生产都较 1957 年同期增加了 8% 到 18%［7］。
毛泽东在莫斯科正式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论之前，

与各国共产党广泛交换意见，向赫鲁晓夫了解苏美

实力的对比情况。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在高科技领

域的某些方面领先些，但就整个经济方面看，还是美

国领先。但毛泽东认为，历史从来就是“首先由人

心向 背 来 作 决 定 的”，“从 来 就 是 弱 者 战 胜 强

者”［4］200，社会主义是得到世界人民广泛支持的，是

得人心的。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可喜

成绩的前提下，社会主义阵营要加强团结，打击帝国

主义，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并推动世界和

平事业的顺利发展。
二是基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科技的

发展。
毛泽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特

别是科技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极其重要

的贡献。苏联科技的发展对打击美国的侵略气焰、
对增强保卫和平的力量具有重大意义。波匈事件

后，社会主义国家人心不稳定，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

共产党退党，议员落选。在毛泽东赴莫斯科前夕，苏

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毛

泽东鼓舞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士气提供了契机。他

说:“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

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

压倒的优势; 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

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3］325毛

泽东分析指出，苏联试验洲际导弹成功，苏联成功发

射卫星，这都使得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

来越小。他说:“美国怕苏联三分，因为苏联有原子

弹。美国也怕我们一分，因为我们有影响，当然我们

也有点怕美国。”［1］4 毛泽东通过反复比较社会主义

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方面的力量，全面分析世界

形势，充满了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自信，提出振

奋人心的“东风压倒西风”论。
三、“东风压倒西风”体现了毛泽东的斗争精神

和战略思想

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论，鼓舞了社会主

义阵营的士气，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毛泽

东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是体现了毛泽东敢于反击资本主义国家攻

击、敢于斗争的精神。
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一度出现不同的

声音，世界出现“反共”潮流。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

阵营由分歧走向分裂。他在 1956 年 3 月 24 日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

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

呢? 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2］10 要顶住

“反共”潮流，首要的一条是在国内外树立社会主义

阵营的团结形象，树立社会主义力量比资本主义力

量强大的信心。如果苏联加强了，如果“社会主义

国家都靠在一块儿”，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得到加强

和巩固。在社会主义阵营强大的形势下，帝国主义

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

不能不考虑利弊得失［8］92。他认为，当前社会主义

有困难，帝国主义也有，而且帝国主义的困难比社会

主义更多。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爱好

和平的世界广大人民的支持，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超

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毛泽东访苏时，为了给兄弟

党打气，说:“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

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

反对新的世界大战。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一贯地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3］316

毛泽东会见伏罗希波夫时说，面对西方资产阶

级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肆攻击，兄弟国家一定

要团结一致，好好总结一下如何搞好社会主义。10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表示要把莫斯

科兄弟党国际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开成向帝

国主义示威的大会［2］63。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阵

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甚嚣尘上，扰乱视听，蛊惑

人心。他分析说: “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

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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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

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

河事件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
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
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

的。”［3］322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阵营还利用舆论攻势

蛊惑人心: “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

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

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

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3］3221958 年 9 月 5 日，毛泽

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中指出:

“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

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3］407在“东风压倒西

风”的形势下，帝国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社会主

义阵营利用帝国主义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

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

是可能的。
毛泽东相信，只要有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只要社

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

史的车轮前进，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

制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3］315。
二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和战术思想。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8］177，是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

风”论是他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与著名的“纸老

虎”论相辅相成。
在战略上，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内部存在危

机，是虚弱的，所以说是“纸老虎”; 正因为帝国主义

是“纸老虎”，所以社会主义力量是有优势的，是压

倒帝国主义力量的，是“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

在 1956 年 7 月 14 日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

格局，他指出，虽然美国强了起来，但是西方国家的

阵营总的来说是削弱了，而社会主义阵营力量不断

增强。因此，他宣布: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

真的强”，“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3］73。这个关于

美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判断，成为他提出“东

风压倒西风”的理论依据。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

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

在阐述“东风压倒西风”论的同时，还联系 1946 年

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讲了个纸老虎问

题。1958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到国际

形势时说: “西方帝国主义是力量有限，困难甚多。

它们 表 面 上 装 腔 作 势，三 板 斧，打 了 以 后 就 没 劲

了。”［1］3981959 年后，毛泽东在各种场合进一步阐述

了他的“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论。他指出，美

国帝国主义的兵力分散得很薄，从军事、政治、经济

各方面看，都扩张得太大，是纸老虎。现在是资本主

义世界怕 社 会 主 义 世 界 多 一 些，是“东 风 压 倒 西

风”。因此，在战略上，我们可以藐视帝国主义。
在战术上，毛泽东辩证地分析帝国主义的危险

性。早在 1955 年 3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指出，虽然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对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利的，“但是我们应该了解: 帝

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

可能的突然事变。”［9］392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阵营和资

本主义阵营力量对比必将发生变化的判断越来越自

信，但他反复强调不能对帝国主义掉以轻心，要有时

刻警备。“基本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敢打。两方面

都怕，只说帝国主义怕我们不合事实，我们也怕他

们”［1］260—261。1958 年 12 月 23 日，毛泽东听取谭政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

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提醒说，我们对世界局势的危险

性要有准备，而预防危险性并不是说“东风压倒西

风”“纸老虎”等论点就不符合形势了，其实还是符

合国际形势的; 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

者崩溃”［1］564。因此，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

帝国主义，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但在战术

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因此，“东

风压倒西风”论，既体现了毛泽东的宏大视野和高

度自信，又体现了他的战略战术思想。
三是与毛泽东谋划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

相呼应。
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论时，比较客观地

从阵营力量、人心向背等方面分析社会主义阵营对

资本主义阵营的优势。但他同时也是冷静的，他认

识到，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加快建设，实现“超英赶

美”的战略，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东风压倒西

风”的格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速度和成功，决

定了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国内工作决定我们

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工作搞

好”［2］202。为此，毛泽东在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论

前后，发出了加快发展速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步伐的号召，并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
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激发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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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全国上下掀起了建设社会主

义的高潮。1955 年 10 月 29 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说，“我们的目

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

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
“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他

激励全国各界人士，“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

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

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9］500他提出要加

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必须为人民树立足够的信

心。而毛泽东气势非凡的“东风压倒西风”论，让人

民相信在 10 到 15 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是可能的。
1958 年 11 月 10 日下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首都举

办了一个大规模的报告会。在报告会上，周恩来指

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说

明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论在国内国

外，都陷于空前孤立的地位，整个世界的局势更是

“东风压倒西风”，“将来的世界必然是东风的世

界”，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考虎”和“东风压

倒西风”论给人以无限的信心和力量［10］，极大地坚

定了人民保卫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当然，随着国内外的发展情况，毛泽东对超英赶

美的时间估计是有变化的。但总的说，比较乐观，当

时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全国上下建

设社会主义的热情。1958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
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多次讲话的精神，发表

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

本主义制度”“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胜过

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胜过战争的力量”的

形势下，强调“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并提出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同日，《人民日报》
发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在成都会

议上，毛泽东又多次谈到，我们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后，就自由了、主动了。4 月 27 日，在广州中共中央

领导人及部分部委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组织讨论

“我们有无可能赶上美国”“‘赶美’的提法是否能调

动人民的积极性”。5 月 19 日，他引用苏联专家对

“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证明“超英赶美”战略

是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加 速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动

因［1］354。在“东风压倒西风”论的鼓舞下，人们鼓足

干劲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许多知识分子也认

为，在经济力量对比中，经常起作用、并具有决定性

的因素是生产发展速度而不是暂时的产量。1958
年 5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指出:“在伟大

的中国和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面前，

什么美国英国，什么帝国主义阵营，真正不过是一些

侏儒罢了。”［11］正是这种冲天的革命豪气和建设热

情，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引

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社会主义建

设中出现违背客观规律和事实的现象，并导致严重

后果，毛泽东又先后提出了“五十到一百年”和“一

百多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设想。
随着现代化建设战略的调整，毛泽东对外不再

公开提“东风压倒西风”。1960 年后，毛泽东会见外

国友人谈到国际形势时，没有提“东风压倒西风”这

一概念，而是分析说，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些。但

1973 年 11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周恩来、
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沈若芸、唐闻生等会谈，提

到中、苏、美的复杂关系时，他仍然指出，“不是东风

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这也是路线斗争［12］506。毛泽东始终坚信，中国社会

主义道路和人民总是要胜利的。
总之，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鼓舞

了毛泽东，他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基于对社会主

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力量的对比分析，提出了

“东风压倒西风”论。这一论断体现了毛泽东对社

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体现了他维护

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也体现了

他的战略战术思想。“东风压倒西风”论在西方资

本主义大肆攻击社会主义的形势下，在很大程度上

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激发了社会主义国家

的信心，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

话语权。今天，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梳理和理解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论提出的背景

及其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增强“四个自信”，有助

于我们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有助于我们增强斗争意识、反对和抵制各种

错误观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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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ason Why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The East Wind Prevails
Over the West Wind”and His Ｒelevant Strategic Thinking

LI Bin

(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angsha，Hunan 410003，China) )

Abstract: Mao Zedong’s theory of " The East Wind prevails over the West Wind" was based on his judgment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power balance between the socialist camp and the capitalist camp in the late 1950s． This theory embodied Mao
Zedong’s 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road and system，and his desire to maintain world peace as well as his far － sighted strategic
thought and fighting spirit． And also，this theory maintained the unity of the socialist camp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encouraged the en-
thusiasm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building socialism country during the period when socialist countries were challenged． Today，the sit-
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Ｒeviewing Mao Zedong’s theory that " The East Wind prevails
over the West Wi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strengthen the " four self － confidences" and to enhance the discourse power of so-
cialist ideology．

Keywords: Mao Zedong;“The East Wind Prevails over the West Wind”; connotation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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