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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一生中写下大量文稿，作过许多讲话和谈话。
这是一笔极为丰富和珍贵的精神财富。
已经编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主要著作。
此外，他还有大量的文稿和讲话谈话记录稿，包括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其中有相当部分内容重要或比
较重要，对于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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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
命的高潮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
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
，主要是土地改革[2]。
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
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
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
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
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
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
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
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
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
现在也可以办了。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3]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
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
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
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
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1]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2]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
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
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秋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
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
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3]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
称。
这个计划的编制，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进行，历时四年，五易其稿，于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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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
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4]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布。
一九五七年十月公布修正草案。
后又经修改，于一九六○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作为正式文件颁发。
纲要全文共四十条，提出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
、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好了就要成立，你们还怕吗
？
对土地改革赞成不赞成？
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南的办法。
云南有土司，他们也是贵族，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
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
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
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
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
信耶稣教的有八十万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一千多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
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一千多万人。
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
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
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
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
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
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下决心，要由
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
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
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
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
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
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
我们同资本家、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帮助，有了错误加以批评，共同进步。
同时，也采用自我批评的办法，各民主党派也进行自我批评。
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
的办法。
你们西藏可以商量商量，破除老办法，采取新办法，用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
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
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
你们前藏、后藏、昌都过去也互相不信任，今天也要用互相信任来代替。
前藏、后藏自己内部也有互相不信任的现象，这同汉族过去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内部互相不信任或
信任不够是一样的。
过去资本家很怕我们，各民主党派也有一些怕我们。
经过了六年的时间，现在他们和我们的相互信任大为增强。
过去他们不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不那么信任他们。
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见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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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和协商，增强你们内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也增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互相
信任互相帮助。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
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参观团的参观很有益处，大家应当相互交流经验。
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
我同达赖说过，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
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再一条就是落后问题。
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比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落后，比捷克斯洛
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落后，比日本也落后，不要以为只是你们落后。
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
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
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
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
你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
你们的普通老百姓文化就落后，和汉族农民一样。
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你们相信不相信？
全国人民都从小学毕业要七八年才做得到；全国人民都从初中毕业要三十年到四十年，你们可能看得
到，我们有些人就不在了；要做到全国人民都从大学毕业要一百年。
西藏人都愿意大学毕业吗？
这也是可以做到的。
西藏的小学现在还赶不上内地的小学，将来是可以赶上的。
西藏也要设立大学。
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进步，就可以达到目的。
解放军进入西藏后，西藏的物价上涨了，西藏人民是受了些损失，以后老是这样可不行。
解放军到西藏，要给人民办好事，不然要解放军干什么？
修了两条公路是好事，但这还只是为做好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们可以帮助。
你们也可以搞五年计划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个计划，标准是提高人民的生活。
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
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
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
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
汉人也是一样。
在反动派统治下，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但我们一搞起来就相当快。
例如全国解放时，我们的地质科学家只有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搞了六年，已经发展到几千人了。
现在柴达木盆地正在开采石油，离青藏公路不远，你们可以去看看。
培养人才要慢慢来，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
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
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
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那是
达赖为好。
你们已经搞清楚没有？
你们是否讲我们偏心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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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方面又怕我们偏心班禅，我们没有这些。
主席让达赖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西藏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要承认这个进步，然后逐步发展，就有希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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