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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清”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它持续了四年之久，直至“文化大革
命”的爆发。
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后期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
文化”。
这场运动既是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
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场运动历时近4年，前后有几百万各级干部
和教师、学生、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投入了“四清”运动、由于他们和广大干干部，群众的努力，
这场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好的作用虽然发生了严重偏
差但由于这场运动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中央对运动中的偏差也进行过一些纠正，因而这场
“四清”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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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部分领导人的回忆开展城乡“四清”运动薄一波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
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农村的运动，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
内容，简称“五反”。
为了指导运动的开展，中央于1963年5月和9月，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简称“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
称“后十条”）。
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央又于1964年年底至1965年年初，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
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决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律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
织、清思想，通称“四清”。
这场运动直到1966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而结束，历时近4年。
当时，工业交通企业的“四清”由我分管。
回顾这场城乡的“四清”运动，从中找出经验教训，对于解决好党内及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和防止
腐败现象，避免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会有教益的。
（一）“四清”运动的由来和“前十条”的制定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直是毛
主席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早在1957年7月，即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不久，他就表示“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
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8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央再一次提出要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从1960年起，先后在农村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
1961年11月13日，中央又一次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
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后，许多地方并没有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冬到1963年年初，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到了不少地方，只有湖南省委王延春同志、河北省委
刘子厚同志，分别在长沙、邯郸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讨论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
为了引起与会同志的重视，毛主席接连将湖南、河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风整社运动的两个报
告批印会议讨论。
2月25日在少奇同志讲话时，毛主席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一种是
不可能。
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
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2月28日，毛主席又在会上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
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对于毛主席的这些意见，当时大家都是拥护的。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这个指示规定，运动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
部门、文教部门中进行。
至于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县级以下的工商企业中如何开展运动，将另行安排。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立即在会后组织领导干部“洗手洗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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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与此同时，各地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开始进行试点。
会后，毛主席便着重研究农村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1963年4月，他首先发现了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和河南省委的报告，随后又发现了河北保定地委关于进行
“四清”和邢台地委关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报告。
4月25日，毛主席在上海对周总理说：这几个文件值得注意。
不久，他又让彭真同志去上海，起草中央转发这些文件的批语。
5月2日，彭真同志起草了对东北、河南两个报告的批语。
毛主席亲自将批语修改定稿，肯定了两个报告中所说的做法。
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各地要“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
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特别要注
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5月2日以后，毛主席把各中央局书记召集到杭外，举行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小型会议，研究关
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
文件在5月2目前已由彭真同志主持写出第一稿。
各大区书记到后，彭真同志和他们一起讨论、修改了两次。
毛主席看了以后，觉得不够尖锐，没有提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便于5月7日指出：“可以不要那么
长，短些，严肃些。
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问题”，“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
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
5月8日，毛主席连续批印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和原载《中南通讯》的河南、湖北、湖南的四个文件
，认为是“四个好文件”并在会上再次讲了认识问题。
5月9日，毛主席又批了浙江省七个关于于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并写了很长的批语，强调了阶级斗争的
严重性、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
陈伯达根据这些意见又将文件做了修改，并将毛主席对浙江省七个材料的批语放在文件的最后。
5月10日，毛主席将这个稿子作了反复修改，主要是在前边加上了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大
段话，并将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毛主席批示过的20件材料，作为文件的附件。
毛主席看到与会同志对社会主义教育的认识统一了，便在11日晚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不要性急，要搞
稳一点，不要伤人过多。
这样说了还不放心，一夜未睡，12日凌晨又把各大区书记找去，再次强调说：不要一哄而起，要准备
好了再发动，要有强的领导，不打无把握之仗，并说干部行不行，好不好，“这次是一次大考哩”!中
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十条，经5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5月20日正式发出，后来把它称为“前十条”。
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四次讲话，在这前后写的许多批语以及“前十条”，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
内容：（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深入调查研究；（2）强调阶级斗争，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
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
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3）防止出现修正主义。
5月9日毛主席对浙江省七个材料的批语，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
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4）充分发动群
众，依靠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和革命队伍；（5）进行“四清”，解决干群之间的矛盾
，但在运动中要团结大多数，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退赔要合情合理。
关于团结的比例，毛主席原来一般是讲90％以上，后经周总理提示，毛主席同意改为团结95％以上，
所以“前十条”中明确提出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95％以上的干部；（6）干部参加劳动，转变工作
作风；（7）不要性急，要训练干部，经过试点，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8）开展运
动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好的党、好的干部队伍和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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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缺席
；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把党、干部队伍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这些，是符合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的。
关于开展运动的方式方法，在原则规定上也大都是正确的。
但是，这场运动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的思想理论
指导下开展的，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发生反革命
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势必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扩大打击面，难于达到运动预期的目的。
（二）运动的初步展和“后十条”的制定杭州会议以后，各地立即在一批社队进行了农村社会主义教
育的试点。
与此同时，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
据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同志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到这年9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
基本结束，其他各级机关、学校、企业以及文化卫生单位正在进行或试点。
从这一段的运动和试点情况来看，多数单位是搞得比较好的，但有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早在1963年1月14日，《中央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就指出：“根据许多地区的
材料反映，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发生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
该通知所附的材料说，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
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在湖北麻城县，也一度发生捆人、吊人、罚跪、打人等现象，据不完全
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同年3月15日，帅孟奇同志在《关于湖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中，也说湖南
的运动虽然比历来的运动都较正常、健康，成绩也显著，但有些地方也发生了自杀、逃跑事件，以及
打、跪、罚站等违法乱纪的现象。
到2月底，全省已死了76人（王延春同志在报告中说97人）。
男外，经济退赔面偏宽和要求偏严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甚至采用了“鸡下蛋，蛋孵鸡”的计算方法
。
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8省视察
工作时，也发现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7月4日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社会
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
报告提出：要防止急躁情绪；对于上中农、工作人员中的地富和资本家子女、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
待，防止出偏差；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要在不损害严肃性的原则下尽可能从宽处理。
他特别强调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教育好的，除领导权被地富篡夺的、蜕化变质的或情况很
混乱、无力领导运动的社队应该派工作组外，“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应该领导、教育并且基本依靠
原来基层的组织和干部进行此次运动”，“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
”。
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做出明确的规定。
在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上述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由小平同志和谭震林同志主持、田家
英同志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
作会议纪要）。
这个纪要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小平同志认为“可以了”，于10月5日报送毛主席。
10月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贪污的一定要退赔，但运动要谨慎。
他说：可否这样设想，因为从“三反”运动起十年没搞了，问题很多，“如不警惕，打击面可能大了
。
还有这几年党内斗争也很复杂，还有三年灾荒困难，所以要趋向谨慎”。
“不管多少钱，都要退赔，但要区别浪费与贪污”，“农村还是以百分比那个杠杠为主”。
“这个运动要二三年，后年还可能有个尾巴，只要政治上宽点，退赔方面、揭露方面搞严一点（也要
实事求是），毛病就不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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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毛主席到中南、华东找中央局和各省委领导同志进行了讨论。
10月25日，毛主席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的通知》，要求将这个文件向农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
读，同时要向城市的一切人读，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10月31日由少奇同志主持，开会讨论通过了文件的第六稿。
11月1日，到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后，又由小平同志主持进行了讨论修改，并根据少奇同志10月31目的意
见，将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于11月4目
由田家英同志送交毛主席。
11月14日，由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了这个文件，随即由毛主席批准发出。
这个规定草案，后来称为“后十条”。
由于“后十条”要同“前十条”相衔接，又要对一些具体政策做出规定，所以与“前十条”相比，既
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
其相同处，主要是继续强调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不同处，主要是对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做了许多政策规定。
关于团结95％以上的干部。
文件认为：这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运动应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
干部”，“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
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方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
对基层干部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在具体做法上要划清政策界限，做好教育工作、经济退赔和组织处
理工作，对该处分的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处分的面要严格控制。
关于团结95％以上的群众。
文件强调：第一，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二，必
须团结中农，特别是正确对待上中农；第三，正确对待地、富、反、坏分子问题；第四，正确对待地
主、富农子女。
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文件中提出了许多政策界限，并明确规定除个别情况特殊的地区以外，都不重划
阶级，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查漏划地主、富农分子的工作。
除以上两点重要不同外，“后十条”还强调要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认
为“社教”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整党运动”。
关于整党问题，毛主席在制定“前十条”时曾说不写或在末尾写，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搞好了，整党也
就大部分完成了。
这些规定，对于在运动中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防止扩大打击面，保证运动的正常进行，都是很重要的
。
但是由于这场运动总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
然不可避免，自杀等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
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
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
当时，不仅在实际运动中发生了不少问题，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把农村存在的问题
看得很严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
1964年春节期间，少奇同志在同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的王光美同志的谈话中，就说
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
不行的，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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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四清”运动是建国后党史的重要一段，它前承三年困难时期，后接“文化大革命”。
应该说，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对弄清“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四清”运动的研究很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资料很少，也缺乏文
献整理。
基于此，我们编写了这本回忆录，所收文章均是国内公开出版物发表的当事入的回忆。
希望这本（（“四清”运动亲历记》能够对建国后中共党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参加本书资料搜集工作的还有：宋淑玉、李林、张艺、徐锋、李凯灿、李自更、白贵一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未能及时与有关作者或文章原发表书刊单位一一取得联系，我们
将尽快联系并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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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清"运动亲历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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