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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组织上分配我到即将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经提出要求到新闻部门工作，当
一名新闻记者。
我希望采访上海工人的生活和斗争。
因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学读过书，工作过一段时间；四十年代后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
下，也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对上海多少有些了解，也对上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我希望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能写一部描写上海工人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反映上海的变化，而上海
是中国的缩影，既可以看到她的过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来。
我的要求没有批准，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我们一批南下干部乘了一列专车（当时北平和南京还没有正式通车，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
，好客的主人虽然挽留我们多在南京停留几天，但我们这批干部要随大军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
海解放后的繁忙工作。
这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都住在丹阳。
我们赶到丹阳的时候，第三野战军已经包围了上海，国民党反动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只等中央一声令
下，随时就可以解放上海。
华东局正在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要配备和训练接管干部。
我向华东局报到以后，组织上立即找我谈话，分配我到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上海完全解放前夕，我随华东局负责同志邓小平等一同进入上海，第一天住在圣约翰大学，以后
华东局负责同志便住在瑞金路国民党励志社旧址办公。
上海解放不久，华东局决定成立统战部，陈毅市长兼任部长。
有一天下午，陈毅同志约我到市长办公室谈话，准备派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正在考虑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时，陈毅同志又说下去，他知道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呆过，
认为我在统战部工作很合适；并且谈革命工作和文艺工作的关系，参加实际工作对文艺创作也有好处
等等。
他仿佛洞察我脑海里考虑的问题，不等我说出来，就主动给我解决思想上的问题。
我个人不过是革命机器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只要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放在革命
机器的哪一部分都可以。
　　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别说写文学作品了，就是看文学作品的时间也很少了，整天忙于统战部
工作，经常接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负责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一九五○年
二月六日遭受美制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力发生严重困难，加上原料来源减少，私营厂生产
发生困难，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私营厂度过了难关，我也参与其事；为了调解劳资关系，我同工
会、劳动局和工人和资本家有过接触；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亲自过问了几个严重的典型案件，倾听和
组织被迫害者家属血泪的控诉，依法宣布凶手的死刑；开展五反运动，作为“五反工作队”的一个成
员，我曾经参加一个私营纺织厂五反运动整个过程的工作；以后，又参加少数工厂和商店“五反”工
作。
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较大的私营厂商负责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一
共三百零三家厂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简称３０３户，我从头至尾参加这一工作；私营工厂进行民主
改革，我也到几个私营厂工作，并且调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我作为统战部干部，更是份内的工作。
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在上海解放以后，统战部和有关部门
在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就着手逐步进行的。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阶层人士打交道，了解情况，研究和解决问题。
接触次数多了，了解的深了，渐渐成了朋友，一些私营厂的工会干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
他们召开厂党委会或者是工会会议和生产会议，我去了，随时都可以列席参加。
他们节假日有什么活动，有时也邀请我参加，见了面，无话不谈，从厂里的生产到他们家庭的琐事。
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到厂里去，一见面，他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厂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张家长李家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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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一告诉我。
　　我在统战部所接触的人和事当中，当时只是想怎样处理问题办好事情。
在工作中，我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脉搏一道跳动，分担他们工作中遭遇挫折的忧虑，
也共享胜利的喜悦。
当时我参加这些工作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把事办好，一心只想完成任务，也就是说，我不是
一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任务能否完成，负有直接的责任。
　　这时，我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而没有想到文学创作。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曾经想写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
从解放初期我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到五反运动在上海展开，特别是直接参加３０３户的“五反”工作
，我的想法有了改变。
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
而所有制的改变，即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变化。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
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我要反映这个基本矛盾和所有制的变化，这是上海的根
本变化。
　　　　二　　一九五二年春，我开始构思反映这一基本矛盾的长篇小说，即《上海的早晨》。
统战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我把这些素材一一记了下来，写了比
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断修改。
曾经设想写六部，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只写四部：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二部写打
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革；第四部写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第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
灭私有制。
　　工人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就是说如何改变资产阶级私有
制，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除了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外，
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且认为能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
宜不过的事情。
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
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列宁曾企图用赎买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当时国内国外的条件，没有能
够实现，不得不采取没收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列宁曾想实行而没有能够实行的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
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成功地实行和平的赎买的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树立了典范，为今后工人阶级
在其他国家取得政权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其中百分之八
十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和他的主子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约占百分之二十。
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
上海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净值是十四亿多人民币。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
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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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
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
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
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明确指出：　　“人民是什
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
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
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　　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有两面性。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一面。
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
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
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　　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而不是分清敌我的问题。
《上海的早晨》　　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按人民内部矛盾来
处理的；所反映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全上海资本主
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不久结束全书。
　　一九五二年夏开始动笔，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写完第一部；因为我是业余从事创作，没有完
整的时间写作，只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直写到将要上班的时候才停笔；并且我没有倚马可待
的才能，也没有一气呵成的本领，我能做到的是当别人还在睡得香甜舒适的时候，便起床写作；当别
人在节日和假日休息娱乐的时候，就闭门写作。
写完一部不急于发表，我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搁上它一、二年时间，因为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写
完一部作品，自己在当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为大概不错的，隔一段时间再看看，人物的塑造有待
加工，情节的发展还要补充，漏洞和粗疏的地方不少，文字上需要推敲的更多，这时候比较冷静，就
可以看出需要修改的地方，请少数知己看看，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慢慢再修改。
修改一部作品所花的时间并不比写一部作品的时间少，往往超出写一部的时间。
　　第一部作品搁下的时候，我就写第二部，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大概也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到
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才写完。
　　第三部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写好二稿，于一九六五年交出版社，因为有些章节
要修改，从出版社取了回来，还没有等我改好（因为当时在山西介休东湖龙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改一
章搁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将第一部改稿写完，一九五八年在《收获》发表，同年下半年出版。
第二部部分章节于一九六一年前后，曾在文艺刊物发表和《北京晚报》连载，一九六一年冬出版单行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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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没有发表，更没有出版。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变化以后，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复刊后《收获》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载。
第四部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学季刊发表。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首当其冲，给我戴上“文艺黑
线人物”的帽子，那罪证便是我认识周扬等文艺界领导同志，他们被封为“文艺黑线的头子”，而《
上海的早晨》是毒草。
但正式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
这一天，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天津市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姚文元批判方纪同志召开所谓
“文艺黑会”，其中提到周而复包庇过方纪。
周而复何许人也？
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副部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一定性，“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立即紧紧跟上，在报上公开点
名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还恶毒制造许多谣言，强加在我头上。
反动文痞点名批判我不久，机关里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家，“四人帮”　　把我隔离审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学雷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
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新华社立即播发全国各省市报刊转载。
《人民日报》十分积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发表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文章，刊登的文章
都是“四人帮”在上海御用写作班子组织写的，可见“四人帮”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进行的。
唯一的例外，是“闻为革”写了一篇批判文章。
“闻为革”何许人也？
我当时在对外文委工作，“闻为”者，文委也；“革”者，自命革命派也；大概也是“四人帮”组织
的，批判的是尚未出版的第三部。
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常常把进步的革命的事物扼杀在摇篮里。
“四人帮”更有甚者，扼杀尚未出世的“胎儿”，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篇文章内容是和丁学雷一鼻孔出气的。
　　“四人帮”不仅在全国批判，还在中国出版的外文刊物上发表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因为
这部小说曾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俄文、阿尔巴尼亚文和越南文本等出版，他们要在国际上批倒这部
小说。
　　丁学雷何许人也？
是“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化名，他的头子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青年干部，叫
徐景贤，因为善于逢迎，精于拍马，巧于投机，以鸣鞭为业绩，成为“帽子工厂”的伙计和“钢铁工
厂”的打手，深得张春桥、姚文元的宠爱，一跃变成中共上海市委第三号人物，主管文教，控制舆论
，对张春桥、姚文元亦步亦趋，唯命是从。
姚文元定基调于北京，丁学雷吹喇叭于上海，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十分协调，于是乎批判《上海的
早晨》的黑文出焉。
　　丁学雷这篇所谓评《上海的早晨》的文章，首先给作品戴上顶大帽子：“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
鸣锣开道的大毒草”，真是一言九鼎，铁案如山。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他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他的革命历史也是不能抹黑的。
他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举世皆知的。
可是反革命分子徐景贤不学有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竟然大肆污蔑刘少
奇同志和《上海的早晨》这部小说。
丁学雷的黑文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值得一驳。
但他披着毛泽东思想的外衣进行反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罪恶活动，欺骗了不少人，散布的流毒和
影响在一部分人当中还没肃清。
这就需要揭开他的画皮，让人们看看他丑恶无耻的嘴脸，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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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钦赐《上海的早晨》三大罪状。
　　一曰：美化资产阶级。
　　现在让我们来看丁学雷之流的谬论。
转述有恐失真，不妨抄一段下来：　　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是周而复竭尽全力刻画的《早晨》的
主人公。
这个大资本家被描写成“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
在周而复的心目中，此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所谓“正统”的资产阶级。
《早晨》花了许多笔墨，极力渲染这个资本家，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
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
”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
　　丁学雷引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
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
”接着他说：“徐义德就是这样一个以各种方式穷凶极恶地反抗我们党的限制政策的大资本家。
这个大资本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是一个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家伙。
这样反动的资本家，竟然能够靠他自己的觉悟，在一夜之间完成‘伟大的历史性变化’，岂不奇哉怪
也！
”　　“四人帮”惯用的手法，是先把对方打成“敌人”，然后以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对方，这样
便顺理成章，得心应手，应用自如了。
实际上是把人民内部问题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这回，丁学雷更进一步，把小说中的人物徐义德，打成“反动家伙”，接着便可以在作者头上做文章
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在帽子工厂里早就准备好了。
毛泽东同志在丁学雷引的一段话后面，紧接着又说：“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
斗争的主要形式。
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
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
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说的很清楚，“限制和反限制”是“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于私人资本主义
采取限制政策，是必须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怎么能够说资产阶级
反限制和对限制政策要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就是“反动家伙”呢？
难道说民族资产阶级欢迎“限制”，决不“反抗”，才算是“正动家伙”吗？
这成了什么民族资产阶级？
真是“奇哉怪也”！
　　不错，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当然，这条分清敌我的界限适用于民族资产阶级。
　　是不是凡反限制和对限制政策有过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反抗的，都封为资产阶级右翼呢？
甚至划为敌人呢？
不能这样说，要看他经过反限制和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的反抗以后的态度，就徐义德来说，上海解放
以后，他继续生产；抗美援朝时，他捐献飞机；五反运动，经过复杂的斗争，他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
的五毒不法行为，保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从事生产；民主改革，他曾有怀疑，终于赞成；公私合营时
，经过曲折的思想斗争，最后申请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
这难道不是中国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走过的道路吗？
当然，他也算不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他在某些方面不如马慕韩，只不过是中间分子罢了。
徐义德不能划到“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里”去，整个民
族资产阶级也不能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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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因为在民族资产阶级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极少数，如朱延年之流。
叶剑英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二十八年来的表现做了这样的全面估计：“经过多次
运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两个阶级激烈、
深刻的反复搏斗中，尽管不少人有过动摇以至反复，但是总的看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在各民主党
派和爱国人士中，大多数人是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是极少数。
”显然徐义德不是“反动家伙”，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
丁学雷拿他当敌我矛盾来批，大前提就错了。
　　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不是美化了资产阶级呢？
解放后，徐义德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继续生产和发展生产，生产出来的棉纱和纱布，难道不是
“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
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
遵守政府法令，交纳税款，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
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也就是说既没有“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
改造的一面”，那末，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就失去了基础。
丁学雷表面批评小说描述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美化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
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科学论断。
民族资产阶级连“有利于国家的事”都不做，或者禁止在小说里描述，那它还有什么“革命性的一面
”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呢？
　　至于丁学雷指责小说里描写了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也是小说美化资产阶级的一
条罪证，是他闭着眼睛胡说。
五反运动中，在工人内部讨论过谁养活谁的问题，个别工人一度有过模糊不清的认识，当时经过讨论
，统一认识清楚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资本家剥削工人而自肥。
在小说第三部里还有专门章节描写徐义德剥削工人起家的发展史，白纸黑字，有目共睹。
说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不是小说和作者，而是丁学雷的发明和创造，强加在小说
和作者头上，不敢掠美，理应奉璧。
　　美化资产阶级另一条罪证是：徐义德“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
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转变成新
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
这也是丁学雷闭着眼睛胡说。
第二部小说几乎是写整个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
从杨健率领“五反”工作队进厂对徐义德交待党和政府“五反”政策起，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
方面的力量反攻，徐义德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才不得不坦白交待，怎么能说是“依靠其个人的觉悟
”呢？
我十分佩服丁学雷之流编造“事实”的才能，不仅可以“无中生有”，而且可以“有中变无”，把小
说中描写的错综复杂的各方面的斗争过程，抹杀得干干净净，独出心裁地谥之为“个人的觉悟”，而
且是“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　
　⋯⋯“一夜之间”是丁学雷之流的“创造发明”。
小说里写了“五反”工作队领导工人阶级和徐义德斗争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取得沪江纱厂五反运动
的胜利。
而“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的解释，是丁学雷之流变的张冠李戴的戏法。
小说所描写的，是指一向骑在工人头上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现在工人阶级掌握了领导权，资本家在工
人面前低头认罪，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这个历史性变化，而不是指资本家徐义德本人。
这能算美化资产阶级吗？
难道要工人阶级不领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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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民族资产阶级不低头认罪不痛改前非吗？
要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改造吗？
五反运动结果的事实表明小说的描写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丁学雷之流不敢公开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千方百计地暗中反对。
请听丁学雷说：“毛主席指出：一、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有革命性；
二、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
一面。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一面；三、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者属于人民的范围，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
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人民的敌人。
毛主席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分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这段引文里，除了第二点“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段是
用黑体字以外，其余都是老宋体，在当时凡用黑体字的表明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文，第一和第三点分析
引文虽然不是黑体字，但从行文来看，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马列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要把人和事以及观点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分析，
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应该以他比较近的观点来分析当时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否则得不
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结论。
丁学雷之流在这里大耍花招，把毛泽东同志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做为在另一个
时期另一种条件下的论据，这本身就是违背马列主义的，也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三点，是从毛泽东同志一九二六年三月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
文最后部分摘来的，原文是这样：“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
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在野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处于什么地位？
它和其他的阶级关系怎样呢？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
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
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
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
，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
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
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
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
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
合于其旗帜之下。
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
的余地。
”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条件和各阶级所处的地位而得出上述的分析，即中产阶级，其右翼可
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到了一九四○年一月，抗日战争正在进行，国际国内的条件起了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
义论》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
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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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
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
”丁学雷引述的第一点分析，是从这段文章中摘去的，引述的很不完整，特别是这段文章中最后一句
，他根本不提。
这段文章中最后一句是：“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
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因为国际国内条件变了，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不提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和右翼问题，而是
要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并且是做
为“无产阶级的任务”提出来，谆谆教导不要“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
　　历史发展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露出
地平线了，绘制新中国蓝图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召开，国际国内条件起了重大的变化，特别
是国内条件和阶级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蒋家王朝即将覆灭，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马上要诞生了，
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于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更不提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和右
翼的问题，而是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包含在人民之中。
如果按照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三点的意思，他是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把“敌人”也包含在人民之中了？
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当中，也有人破坏社会主义改造转化为敌人的，如朱延年，最后依法处理。
这只是极少数人，并不是一“翼”。
正如其他阶级也有转化为敌人的一样，如工人阶级中就出了王洪文这样凶恶的敌人，不能因此也把工
人阶级划出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右翼”来。
丁学雷之流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
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二点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所做的分析。
丁学雷把三个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国内条件和不同的阶级关系所做的分析，硬糅合在一起，简直是不
伦不类，做为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根据，当然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更恶劣的是离开了历史条
件，把这些分析综合起来强加在毛泽东同志身上，用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的文章里，妄图一棍子
打死这部小说和作者，恶劣两个字已不足以形容，可谓卑劣之至。
　　丁学雷不单是理论上荒谬，他所举的例子也可笑到惊人的程度。
举的例子是马慕韩。
丁学雷是这样写的：　　周而复替马慕韩之流挂上一块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招牌，是想把
资产阶级打扮成刘少奇所说的“红色资本家”。
在周而复的笔下，这种“红色资本家”，“革命”得很，不仅没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且比工人阶
级还要高明。
　　按照丁学雷的说法，作者真的“美化资产阶级”，罪该万死，难逃法网了。
且不论小说里明明描写马慕韩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好，学习《共同纲
领》也好，都是为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共产党和政府进行合法斗争，至于组织星二聚餐会
，他经营的工厂五毒俱全，违法所得数百亿等等，更是他具有两面性的具体表现。
让我们来看丁学雷是怎么分析的：　　马慕韩野心勃勃，一心想跨上政治舞台，担任一名角色的，是
这个“红色小开”；表面上冠冕堂皇，暗地里大搞五毒的，也是这个“红色小开”，组织裴多菲俱乐
部式的星二聚餐会，狂叫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的，还是这个“红色小开”。
马慕韩自己就明明白白地招供过：　　“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厂，就是学共产党的那一套，要跟
时代走，向前看，我们的前途就更大。
”　　前一个丁学雷批评周而复不写马慕韩这个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后一个丁学雷举的例子，却
说明马慕韩的的确确有两面性，后一个丁学雷打前一个丁学雷的耳光，清脆响亮，十分有趣。
　　如果小说只写民族资产阶级“妥协性的一面”和“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不写它的两
面性，既违背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也失去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基础，
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倒真的应该受到批评的。
这次修改再版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时候，写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
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的地方，如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等等，仍然保留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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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曰：污蔑工人阶级。
　　在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钦赐这条罪状里，同样用的“无中生有”法和“有中变无”法。
他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中，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
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
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
　　你说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
周而复却把工人写成是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
　　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
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
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丁学雷主要举了汤阿英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论断。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是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
导作用的方面。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说，“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
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
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　　沪江纱厂内部阶级斗争证明毛泽东同志论断正确。
在上海解放初期，以余静为首的党支部，党员很少，力量不大，斗争经验不丰富，对付老奸巨猾的徐
义德的反限制，在生产上偷工减料方面，在偷税漏税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等，虽有斗争，但不是那
么有力，对徐义德的阴谋诡计也不是及时察觉，这不只是个别厂的情况，其他厂商也有类似情况，否
则民族资产阶级怎么能猖狂进攻？
也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五反运动了。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察觉了这一情况，号召开展五反运动，这才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正如上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样。
毛泽东同志还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
”丁学雷之流就是带主观性研究问题，“随心所欲地”看问题。
　　丁学雷大肆笔伐小说中描写工人汤阿英阶级觉悟的过程，也就是她成长的过程，编制了几顶帽子
给她和工人戴上，什么“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
”他随心所欲地把小说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汤阿英是贫农的女儿，上海解放前逃到上海当工人，从贫农转为工人，对工厂的斗争她有一个认
识的过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汤阿英不是什么“中间人物”，如果她从贫农一到工厂，便成为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
彻底性的先进工人，那才奇怪哩！
即使在工厂工作较久的工人，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社会的影响。
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他们身上不是没有缺点，因此他们也不是不需要改造。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
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
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不能停止。
”　　这里分明指出工人阶级在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一要“改造自己”，二要“不断学习”，三要“克
服自己的缺点”，而且要“永远不能停止”！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指出：“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
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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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
大踏步地前进。
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　　小说里描写工人改造过程，也就是成长的过程，主要写了汤阿英的成长过程，为什么不可以，
犯了“四人帮”的什么王法！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这是主观唯心主义。
丁学雷之流不但带主观性研究问题，而且带片面性研究问题，不知道全面的看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人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工人阶级有缺点，还有
许多人保留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丁学雷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取其所需”，不需者，勿取；更有甚者，是曲解和阉割毛泽东思想，不是
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丁学雷之流狂吠这样的文艺是“污蔑工
人阶级”！
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
　　这条罪状好大！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一是“五反”检查队长杨健“死保徐义德，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
”。
丁学雷之流举例子是杨健用“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死保徐义德”，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呢
？
“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徐义德用停薪、停伙、停工来破坏五反运动，少数工人提出来，徐义德不
开伙，动员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去吃大锅饭。
徐义德用三停来破坏五反运动，当然是错误的，是对抗“五反”，应该和他斗争。
怎么可以动员全厂工人去他家吃大锅饭呢？
第一，全厂工人怎么可以随便闯进他家？
第二，他要是不同意，这个大锅饭怎么开法？
第三，退一步说，即使开了一天大锅饭，厂里仍然停伙，是不是全厂工人一直在徐义德家里吃下去？
第四，当时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吃三顿饭，一来一往，工厂
必须停工，这对谁有利？
这算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
”杨健当时对工人群众说：“这么一来，我们就理亏了，⋯⋯我们不能用违法对待违法。
”徐义德三停是违法，全厂工人闯到徐义德家里吃大锅饭，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政
府所颁布的法律条文有这样规定吗？
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杨健劝阻有什么不对？
怎么谈到“扼杀”？
更谈不到“死保徐义德”！
倒是丁学雷之流“死保”他所谓的“革命行动”，“扼杀”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二是“身为‘五反’检查队队长的杨健进厂以后，马上就定
下一个调子：‘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
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
’总之，资本家决定一切，徐义德的‘彻底坦白’，既决定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决定沪江纱厂五反运
动的成败。
于是，一不放手发动群众，二不组织阶级队伍，三不要开展阶级斗争，需要的只是用苦口婆心的劝说
来‘启发’资本家个人觉悟。
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这算什么革命！
”　　任何看过小说的读者，都清清楚楚知道杨健进厂向徐义德交待了“五反”政策以后，取走了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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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纱厂的账册，就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成立新的党支部，他任书记，并成立各个工作组，放手发动
群众，各个车间也成立“五反”机构，领导运动，积极投入对徐义德斗争。
而丁学雷之流却说不放手发动群众，不组织阶级队伍，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不是闭着眼睛胡说是什
么？
他无视小说中上述三个方面的描写，硬说杨健在五反运动中只有“三依靠”：一依靠马慕韩的“自觉
革命”为徐义德“坦白交待”树立了“榜样”；二依靠资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话；三依靠徐义德
的心腹工程师韩云程、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冲垮了他的“防
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五反运动曾有如下的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
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
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做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
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
”杨健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已经坦白交待自己五毒
不法行为的资产阶级（如马慕韩等），资本家的家属（如林宛芝等）和工程技术财会人员（如韩云程
、勇复基和郭鹏等），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孤立徐义德，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有什么不对的
地方？
难道说只依靠工人阶级、不团结那些人，不孤立徐义德，不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才算是革命吗
？
“这算什么革命”？
这样的“革命”，五反运动能取得胜利吗？
　　杨健是说过：“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
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
”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根据党的政策方针，要徐义德彻底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这样，沪江纱
厂的五反运动不是完全胜利，难道是完全“失败”了吗？
怎么是“资本家决定一切”？
小说所写的沪江纱厂整个五反运动明明是以杨健为首的党支部和工人决定一切，而不是徐义德决定一
切。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三是：“五反工作总结大会刚结束，杨健马上向这个吸血鬼
献媚讨好，迫不及待地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　　在五反运动中，党
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五反运动以后，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
”，有什么错误呢？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
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
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五反运动，只是清除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
并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既然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沪江纱厂仍然属于徐义德所有，不要团结徐义德
搞好生产才算革命吗？
“这算什么革命”？
毛泽东同志指示很明确，不仅要搞好生产，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到了丁
学雷的眼里，就变成“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
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
这三条罪证连一个也站不住脚。
丁学雷最“左”的言辞掩盖不了右的实质。
丁学雷之流捏造的罪证，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
什么“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和“鼓吹修正主义路线”这三顶大帽子只好奉还给“帽子
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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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学雷这位“帽子工厂”的小伙计，对于罗织罪名，锻炼成案是颇有研究的，不愧为“四人帮”
的忠实奴才。
他信口雌黄，作者没有写的可以“推求其意”，小说已经描写的，也能曲解定罪，一经“四人帮”“
圣裁”、“钦定”，作者当时虽满身是口，也不得辩解。
如果读者为小说讲两句真话，“四人帮”便“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
”（乾隆：《王肇基是疯人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桑伟川同志，他写了一篇为《上海的早晨》辩
护的文章，下狱七年，精神受刺激失常，最近才恢复健康，上班工作。
他和“四人帮”的斗争，受到人们的钦佩，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东生同志，为此事写了一篇《为党的政策而斗争》的报告文学，叙述其英勇的事
迹。
我把它作为附录，印在后面。
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真正要复辟资本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丁学雷之流和他的主子“四人帮”。
　　“醉翁之意不在酒”。
丁学雷之流必欲置小说和作者于死地，其目的是想以《上海的早晨》为突破口，攻击的锋芒是对着陈
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和毛泽东主席，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之一。
我在《“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一文中有所论述，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文艺的
春天。
小说和作者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上海的早晨》　　又和读者见面了。
　　这部小说从构思执笔，到写完改好第四部最后一行，经历了二十七个春秋。
当然，这二十七年当中，因为客观原因，将近十年没有执笔。
花的时间不能说少，现在总算完成了，我感到经过漫长征途到达终点的愉快。
　　现在，新的长征又开始了。
　　“四人帮”及其奴才们给亿万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远未肃清，特别是在
文艺界，需要我们继续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戏为六绝句》）我们要用更加辛勤的劳动和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迎接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
天，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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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而复 （1914～）现、当代作家。
原名周祖式，笔名吴疑、荀寰等。
原籍安徽旌德，生于南京。
1933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后创作诗和小说，合编《文学丛报》和《小说家》月刊。
1938年大学毕业后在延安、重庆等地作文艺和编辑工作。
1946年任新华社特派员赴华北、东北等地采访。
同年去香港，主编《北方文丛》、编辑《小说》月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他的创作成就是在小说方面，反映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现实生活。
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以充沛的激情刻画了白求恩大夫崇高的形象，生动感人。
代表作《上海的早晨》（4 部）以改造民族工商业者为题材，塑造了各具个性的资本家形象，规模宏
大，构思严谨，在国内外部有较大影响。
他还著有小说集《春荒》、《高原短曲》、《山谷里的春天》，中篇小说《西流水的孩子们》，长篇
小说《燕宿崖》，以抗日为题村的6部系列长篇《长城万里图》，散文报告集《诺尔曼·白求恩断片
》、《晋察冀行》，诗集《夜行集》，散文集《歼灭》、《北望楼杂文》、《怀念集》，评论集《新
的起点》、《文学的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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