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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看毛泽东》讲述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行为和决策直接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为领袖，毛泽东在其生前身后一直受到人民的敬
仰。
作者依据多年来对毛泽东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几年党史界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前沿成果，
分专题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党史上的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阐
释。
《回看毛泽东》稿预计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出版，估计会有可观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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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平汉，男，1963年8月生，湖南安化县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毛泽东思想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获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
文革”前夜的中国》、《“大跃进”的发动》、《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一至三集、《中国共产党农村
调查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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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延安整风／172 毛泽东怎样发动延安整风／192 毛泽东对夺取全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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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思想研究述评／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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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小地主对革命的态度因人而异 根据毛泽东的调查，寻乌农村的剥削形式，分为地租剥
削、高利剥削和税捐剥削三类。
在地租剥削中，比较普遍的是见面分割的收租方式。
即在禾熟时，地主和农民同往禾田，农民将打下的谷子与地主对半分，然后由农民将给地主的那部分
送到地主家。
放高利贷者，多为中小地主特别是新发户子，大地主及公堂仅占5％。
大地主之所以较少放高利贷，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在图享乐而不在增殖资本”；而那些商业化的大地
主，“拿了钱去做生意，因此，也就无钱借与别人。
”。
 寻乌的高利贷剥削有多种方式，如钱利、谷利、油利等。
其中谷利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六个月乃至三个月就要付50％的
利息。
贫农还不起债，或生活不下去了，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卖奶子（即卖亲生子）。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
，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
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
”所以毛泽东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 革命为什么发生？
最根本的是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一部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没有生活出路，这是
造成革命最根本的社会根源。
中共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组织动员固然重要，但没有这种社会矛盾，革命不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群众
运动。
如果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安逸，他们对于现状没有强烈的不满，革命就不可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年，许多人参加革命之初，未必有多高的政治觉悟，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度日艰难
，生活无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反抗，革命也就由此发生与发展。
 毛泽东在寻乌还详细地调查了小地主的情形。
他了解到，在寻乌，大地主只占地主全数的1％，中地主占19％，小地主占80％。
小地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做小生意的多。
“他们开小杂货店，收买廉价农产物候价贵时卖出去”，这类人大约占小地主的10％。
二是他们有派遣子弟进学堂一事。
小地主子弟进初等小学是全部，进高等小学也几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进中学的亦十家有三家
。
①。
寻乌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部分人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
”，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
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32％。
依据他们的经济地位，其政治态度又有三种区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0.96％，他
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
的。
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22.4％。
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
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8.64％，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调查。
就整个阶级而言，地主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土地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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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这个阶级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其中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不能一概而论，有相当一部分
小地主其实也是愿意革命的，有的甚至有较高的革命热情。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小地主“在全般政治生活中是受中地主阶级统治的，即是说他们是没
有权的”，“他们这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
，破产得非常厉害的原故”②。
由于其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参加革命并不使其经济利益受损。
不但如此，这种小地主由于派遣子弟进学堂，“接受新文化的形势是比哪一个阶级要快要普及”③，
这对于他们参加革命亦不无关系。
红四军到来之前，在寻乌领导当地革命斗争中，有的人就是出身于这类小地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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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看毛泽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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