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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 “文革”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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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87 年，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大规

模的整党。 统一思想是这次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不彻

底否定 “文革” 就谈不上彻底清除党内存在的 “左” 的思

想， 就不能真正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 政

策在全党达成共识。 因此， 彻底否定 “文革” 教育便成为

这次整党中思想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否定“文革”教育的提出与布置

虽然否定 “文革” 在这次整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 但 《整党决定》 并未专门提出这一问题， 其主要原因

在于： 《历史决议》 通过后， 中央和地方在全党范围内进

行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 因此， 中央认为在整党

中就没有必要再提及这一问题。 但思想认识问题的彻底转

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需要时间去澄清， 实践来检验。 加

之， 许多单位在学习 《历史决议》 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也影响着人们对 “文革” 的认识。 如军队系统把学习的重

点放在了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上， 对 《历史决议》 中关于 “文革” 的结论宣传得不够。
整党中彻底否定 “文革” 是军队提出的， 进而得到中

央的认可和推广。 起初， 军队整党突出地面临着如何对待

“文革” 遗留的问题。 在学习整党文件、 联系实际分析问

题的时候， 许多单位暴露出 “左” 的影响， 特别是派性的

干扰妨碍着整党工作的开展。 持不同观点的同志， 有的在

整党中争高低， 摆出 “备战” 的架势， 甚至提出要分 “延

安” 和 “西安”； 有的互相告状， 要抓对方的 “三种人”，

还有人在干部中间分派， 等等。 参加 “三支两军” 的人

员， 对地方提出的一些意见持有抵触情绪， 感到十分委

屈。 军委认识到以上现象的存在有碍于整党的顺利进行，
提出对 “文革” 的重大是非要分清， 以利于统一思想， 清

除 “三种人”。 为此， 各单位按照军委的要求编排了 “文

革” 大事记。 军委分析了各单位的 “文革” 大事记后， 明

确提出了要进行彻底否定 “文革” 的教育， 并要求各单位

集中一段时间深入普遍地进行彻底否定 “文革” 的教育。
通过彻底否定 “文革” 教育， 部队各单位出现了新的气

象： “文革” 从理论到实践得到了否定， 派性得到了消

除， 对 “三支两军” 后果的认识得到加深， “左” 的影响

得到清除， 核查 “三种人” 工作得以推进。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以 《转发<全军整党

单位进行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 教育的情况报告>》 为

题， 在 《整党通报》 上作为参阅文件下发至各整党单位。
中指委在编者按中指出， 彻底否定 “文革” 是军队首先提

出来的，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 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并积

累了不少好的经验。 整党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 抓好这一

教育， 确实是把整党引向深入的一个关键问题。 只有联系

实际， 彻底否定 “文革”，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派性， 增强

党性， 为加强党的团结和党的纪律， 顺利进行核查 “三种

人” 和建设第三梯队工作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才能使广

大党员和党员干部进一步克服 “左” 的影响， 大大增强贯

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的自觉

性和坚定性。 这对于搞好党的建设和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建

设， 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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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队的整党进展和良好效果， 中央高度重视， 对

此进行了宣传报道， 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要求各单位在整

党中要彻底否定 “文革”。 在中央对否定 “文革” 教育工

作的重视与指导下， 这些文件和报道推动了全党彻底否定

“文革” 工作的开展。

否定“文革”教育的做法

为了使否定 “文革” 教育达到预期目的， 各地采取了

多种多样的做法，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些做法主要包

括： 正面教育、 典型开路、 领导带头、 谈心交流等。
（一） 正面教育， 积极引导

坚持对党员的正面教育是否定 “文革” 教育的基本做

法。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引导党员认识到否定 “文

革” 的必要性。 搞好否定 “文革” 的关键是要提高广大党

员干部对否定 “文革” 必要性的认识。 1984 年， 辽宁省

广播电视厅共有党员 375 名， “文 革” 期 间入 党 的占

40%左右。 否定 “文革” 开始后， 很多人思想有顾虑， 担

心否定 “文革” 就否定了自己。 针对这一情况， 厅党组决

定组织他们重读自己的 《入党志愿书》， 要求他们 “看一

看、 想一想、 查一查”， 并提醒他们着重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自己所写的 《入党志愿书》， 有哪些是错误的， 现在

应当怎么看？ 二是有哪些内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 自己做

到没有？ 没有做到的原因是什么？ 许多党员看到 《入党

志愿书》 后触动很大。 原来感到自己没有问题的党员认为

有必要在整党中进行彻底否定 “文革” 教育， 肃清 “左”
的影响， 把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上

来。 ［2］

2.学习中央文件。 学习文件是搞好否定 “文革” 教育

的前提。 各单位在进行否定 “文革” 教育前都进行了相关

文件的学习。 为了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 《历史决议》 的精

神上来， 中共石家庄地直机关在整党中组织党员学习了

《历史决议》、 《整党决定》， 邓小平、 陈云在十二届二中

全会上的讲话和 《解放军报》 关于 “文革” 的问答、 材

料， 从根本上加强了党员对 “文革” 的性质和危害的认

识。 为了加强对 “文革” 以来新入党党员的教育， 中共石

家庄地委还集中一个半月时间分三期举办了青年党员轮训

班， 参加轮训的党员共 719 名。 ［3］

3. 运用对比的方法。 北京军区党委在彻底否定 “文革”
教育中采取了三个对比的方法， 一是把 “继续革命” 的理

论同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做对比， 来说明 “不断

革命” 的理论是违背马列主义相关理论的； 二是把 “继续

革命” 理论同新时期的路线、 方针、 政策相对比， 来说明

“继续革命” 的理论背离了国情和时代的要求， 违背了人民

群众的愿望； 三是把 “文革” 造成的灾难同新时期取得的

成就相对比， 从而使党员干部坚定了新时期的路线。 ［4］

（二） 领导带头， 率先垂范

领导带头能起到示范作用， 是落实各项政策、 有效开

展工作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 各单位领导结合自己在 “文

革” 中的表现， 率先垂范， 积极否定 “文革”， 起到了良

好的示范效应。 河北省无极县领导在彻底否定 “文革” 教

育中带头回顾 “文革” 的危害。 县委书记栗战书对 “文

革” 的错误理论进行了剖析， 回忆了自已在 “文革” 中所

犯的错误。 在他的带动下， 其他 8 名常委都联系实际做了

检查。 人大、 政府、 政协、 纪委几个班子的党员领导及各

局党组书记， 也都对自己进行了认真的剖析。 这样， 一级

带一级， 在全县各整党单位形成了否定 “文革”、 总结经

验教训的局面。 ［5］ 在领导的带动下， 绝大多数党员都主

动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
（三） 树立典型， 让典型开路

典型是一面镜子、 一个导向， 能够引导人们从中学习

经验， 汲取教训。 这次教育工作特别注重发挥典型的作

用。 山东临沂地委在否定 “文革” 教育中抓住了影响全局

的典型人物， 达到了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目的。 原地区行

署专员、 地委副秘书长张学山是 “文革” 中的重要造反派

头头， 犯有很大错误， 彻底否定 “文革” 教育一开始， 地

委就对其进行了点名批评， 让其停职检查， 这一处理在全

地区引起了很大震动， 从反面教育了党员群众。 ［6］

（四）谈心交流，自我检讨

1. 谈心交流。 谈心是交流思想、 沟通心理， 进而达成

一致共识的重要工作方式。 谈心、 交流是否定 “文革” 教

育的普遍方式。 这一做法既达到了否定 “文革” 的目的，
又避免了 “左” 的做法。 上海市吴淞区级机关参加整党

的党员有 122 人， 其中有的党员在 “文革” 中犯有程度不

同的错误， 有的怀有戒备心理， 甚至有的怀有抵触情绪。
针对这种情况， 区委领导引导他们开展谈心活动， 互相交

流各人在 “文革” 中的主要问题和经验教训， 共同清理

“左” 的思想影响。 据统计， 区一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共谈

心 65 人次， 区属部门的领导和党员共谈心 167 人次。 谈

心活动肃清了 “左” 的影响， 增强了广大党员对党的路

线、 方针、 政策的认识。 ［7］

2. 自我检讨。 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做检讨， 是争取受

害人原谅、 缓和社会关系、 否定 “文革” 的一个重要方

面。 在这次否定 “文革” 教育中， 北京大学原来的红卫

兵、 “文革” 期间入学的， 以及造过反打过人的教职工都

纷纷作了自我批评， 向受害者道了歉。 东语系一位党员教

师向 4 位曾被他伤害过的党外教师作了自我批评， 赔礼道

歉， 得到了这几位老师的谅解。 一位教师说， “整党抓住

彻底否定 ‘文革’ 这个问题非常正确。 他在 ‘文革’ 中犯

了错误， 贻害于人， 自己也是受害者， 他的态度是诚恳

的， 我也诚恳地给他提了意见， 帮助他总结经验教训。”
另一位教师说， “这次整党并没有大轰大嗡， 可是确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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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效。 从他的实际行动， 我看到整党没有走过场， 对整

党更增强了信心。” ［8］

否定“文革”教育的影响

彻底否定 “文革” 教育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

继续和深入发展。 它澄清了一些党员干部对 “文革” 的模

糊认识和错误观念； 进一步清除了 “左” 的影响； 消除了

派性， 增强了党性， 加强了团结； 同时， 还推动了核查

“三种人” 工作的深入开展。
第一， 澄清了对 “文革” 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 通

过彻底否定 “文革” 教育， 广大党员、 干部对 “文革” 错

误的认识更加清晰了。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原来有些同志认

为， 既然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 “文革” 当然也可以

一分为二。 通过学习， 他们认识到， 一分为二是一个普遍

规律， 但不能理解为对一切事物都能分为成绩和错误， 具

体到 “文革” 就不能这样分。 “文革” 作为一场内乱， 使

党和人民从中吸取了教训， 这也是一分为二。 有些党员之

所以坚持不能彻底否定 “文革” 的观点， 主要原因是认为

十年内乱期间经济建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经过学文件、
摆问题、 议是非， 大家认识到 “文革” 期间国家发展的成

就主要在老一辈革命家、 广大党员、 群众同林彪、 “四人

帮” 集团的斗争中取得的。 ［9］

第二， 进一步清除了 “左” 的影响。 否定 “文革” 的

过程是清除党员、 干部中存在的 “左” 的思想的过程， 也

是党员、 干部对新时期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深入理解和

贯彻的过程。 北京市有一位青年说， “文革” 开始时， 自

己是个不懂事的娃娃， 也逃不脱 “左” 的思想的影响。
“文革” 期间天天听到 “阶级斗争， 一抓就灵”、 “割资本

主义尾巴”、 “高跟鞋， 咔咔响， 里面装着资产阶级臭思

想” 等口号。 在这些 “左” 的思想的影响下， 对三中全会

以来党中央提倡的承包制、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思想十分

怀疑。 ［10］ 经过否定 “文革” 教育， 自己对新时期党的路

线、 方针、 政策有了正确的理解。
第三， 消除了派性， 增强了党性， 加强了团结， 全党

出现了一心干四化的大好局面。 煤炭部的两位司局级干部

在 “文革” 中各参加了一派， 对立情绪较为严重。 彻底否

定 “文革” 教育开始后， 两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和自我批

评。 一个说， “过去在派头中都是为了一派的利益， 脱离

了党性原则。 我的派性比较严重， 你还斯文一点， 比我要

稳。” 另一个说， “哪里！ 我在 ‘文革’ 中也做过几件错

事， ‘文革’ 初期参加过机关红卫兵， 还抄过别人的家。”
许多同志说， “文革” 中两派都错了， 应该共同总结教

训， 不能再论你是我非， 再争高低输赢了。 ［11］

第四， 为清理 “三种人” 提供了思想前提， 推动了核

查 “三种人” 工作的深入开展。 如煤炭部清理 “三种人”

的工作在整党开始时遇到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个是派

性干扰， 一些知情的同志知而不说， 说而不写， 写而不

实； 另一个是被核查对象思想抵触情绪较大。 经过否定

“文革” 教育， 知情者纷纷主动揭发 “三种人” 的问题，
有的重点核查对象也开始转变态度。 在彻底否定 “文革”
教育期间， 全军核查 “三种人” 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自

整党以来， 全军第一期整党单位调查的对象共 5417 人，
截止到 1984 年 11 月底， 已基本查清 4727 人的问题， 占

调查对象总人数的 89%。 在基本查清的人员中， 有 “三

种人” 嫌疑的 41 人， 占参加整党人数的 0.1%； 犯严重错

误的 162 人， 占参加整党人数的 0.4%； 有一般性错误的

1229 人， 占参加整党人数的 3.3%。 ［12］

总之， 否定 “文革” 的教育对于彻底清除党内存在的

“左” 的思想， 在全党、 全国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 方针、 政策起到了重要的正面作用， 它是党在指导

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继续和深入发展。 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

时期的今天， 继续反思 “文革”， 并避免第二次 “文革”
的发生， 仍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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