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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满有:典范生产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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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以典范的生产流程为考察线索,从社会结构和历史情境时吴满有现象的成因进行剖

析 "笔者认为吴满有所以能够成为典范,是因为他既符合四十年代初期宣传新民主主义人物的需要 ,

还符合陕甘宁边区形象建构的需要 , 又因为符合领袖的偏好而被边区认可为典范"此类典范人物的

生产流程反映的是看重当前需要的工具理性 , 而非着眼于道德的价值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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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满有是近年来逐渐被历史学界和新闻学界关

注的研究对象 "此前论者或以他是否变节为中心 ,考

据梳理其经历 " .或从政治策略的角度 ,考察 /吴满有

运动 0在陕甘宁边区群众动员过程中的作用 "2或以相

关言论作为切人点 ,推测吴满有被奉为典范 ,跟当时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观念倾向的内在关联 " .或是着

眼于业务研究 ,剖析吴满有的形象建构如何体现了当

时的政治需要 ,又对后来的典型报道模式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 "4对于这样既因为历史情境的纷繁而呈现出

多重面 目,又对后来的历史进程 , 尤其是典范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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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产生了复杂影响的历史现象 , 自当有多维度的观

照 "这些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的侧面 ,揭示了 /吴满有

现象 0的状态和成因,也是后续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石 "

笔者认为在传播研究 , 尤其是典范生产的取向

下 , 尚需从历史情境和社会结构的层面 , 对吴满有现

象得以生成的外部环境 !内在动因, 以及两者之间的

互动做出研判 "作为农民,而且是富农的吴满有为何

会被选中成为典范人物?在他被发现到倾全边区乃至

全党之力宣传的过程中,又透射出当时宣传机制和权

力结构的哪些特征? 在认定为典范后 ,吴满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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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被怎样持续得从重构?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三个

问题 ,也是试图籍此管窥典范生产内在机理的观察路

径 "

吴满有何以能成为典范

以 1935 年为界 , 吴满有的经济状况前后截然不

同 "他是在陕北 /闹红军 0!搞土改的直接受益者 ,又身

兼军属和工人.同时 ,在发家致富之后雇佣长工的他

又是新生富农 "若以 19 48 年以后的农村政策为标尺 ,

以这样的阶级成分 , 虽可保障在政治运动中不受到直

接的冲击 , 但也绝无成为典范人物的可能 ,但是却正

切合当时和当地的现实需要 "

(一)当时的需要:新民主主义农民的典范

所谓当时 ,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 "较之抗

战初期 , 国内的政治格局正呈现出多重的变数 "皖南

事变后 ,在仍以日本为共同对手的前提下 , 国共两党

在政治 !经济 !军事上的合作已在事实上终结 "随着

苏 !美参战 ,盟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已是时间问题的大

背景下 , 国 !共两党 !/第三势力 .等各派政治力量 ,都

逐渐开始为应对战后的国内事务提上议事日程而谋

划 !活动 "但相对于国民党而言 , 又仍处在明显的弱

势 ,此时还必须化解根据地正在面临的严重困难 "在

仍然坚持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

扩展社会基础 , 团结 !整合其他社会力量既是中共的

长远之计 ,也是当前要务 "在各种可能的联合对象中 ,

占到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农民当然是首选对象"

中共诚然在搞农民运动 , 争取农民方面早就具有

了始发优势 , 但是直到解放区土改以前 , 农民在党的

社会理论中的法理地位跟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并无本质区别, 农民被看且只被看作是联合的对象 "

此前论者多将毛泽东在 5新民主主义论 6所说 /农民问

题 ,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农民的力量 ,是中国

革命的主要力量 " 05视作中共开始高度重视农民的

标志性论述 "但必须将其放置在具体的语境下 ,才可

能理解这样说的真实用意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 ,新民

主主义就是以联俄 !联共 !扶助农工为根本的 /革命的

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 ,真三民主义 0,在反帝反封建

的基本任务尚未完成之前 ,应该是所谓 /一切有良心

的人们 0应该共同遵奉的共同纲领 ,也应该是建构整

个社会体系的根本原则 "换言之 ,在这个不可逾越的

新民主主义阶段 ,只要任何人信守这三大政策 ,那么

他的道路选择就值得认可 ,有资格成为被中共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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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颂扬的对象 "至于他在经典的马列主义阶级划分

标准中处在怎样的经济地位 ,属于哪个阶级 ,是否正

在获取剩余价值 , 那并不重要 "此时毛泽东将农民设

定为革命的主力 , 并不是对他们无条件的认可和推

崇 ,而是基于对基本国情和当下形势的认识 , 所拟定

的阶段性策略 " /

落实到宣传工作上来 , 就必然将体现为既要将农

民的份量摆放在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但是低于无产阶

级及其领袖的位置 , 同时又要用符合新民民主主义标

准的农民形象来感染和教育他们 "此时对新民主主义

农民的宣传和颂扬 ,与对开明绅士 !对国统区的民主

人士 !对作为反法西斯盟国的苏联 !美国的颂扬 ,都是

出于在新民主主义的整体框架下的阶段性需要 "将延

安时期对新民主主义农民的颂扬与诸如巴枯宁 !克鲁

泡特金 !拉甫罗夫等俄国民粹主义者对村社农民,章

太炎 !梁漱溟等中国文化本位者对乡村农人 , 以及中

共自己对产业工人那种无条件的认可和推崇等量齐

观 ,应该说都是只见现象 ,而未明理路 "7啼i民主主义

论6面世于 1940 年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已是全党事实

上的领袖 , 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获得完全的优

势 "直到整风期间 ,新民主主义这种与经典马列主义

颇有不同的思想观念才被全党在事实上接受 "吕倾全

党之力 , 对各种新民主主义典范人物的发现 !宣传也

就要到了 1942 年 ,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

(二)当地的需要 :陕甘宁农民的典范

所谓当地 ,是指 194 2年前后的陕甘宁边区 "后人

在述及 1936 年 ) 19 47 年的陕北时 , 常以 /延安时

期 0一语蔽之 "但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来 ,这一词语遮蔽

了太多值得关注的具体事实 "在这段时间里 ,不仅驻

延的中央机关在组织结构和指导思想都有明显的擅

变 , 而且延安社会也并非陕甘宁边区的全部 ,驻延的

/机关人 0也并非就是延安社会的全部 "辖有 5 分区 ,

20 余县 !约 150 万人 ,面积近 13 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

边区在社会状况的复杂程度上, 当居国内各政区前
列 "在这块区域内,虽有如延安 /机关人 0那样 ,大致 3

万人堪称荟萃半国英才的精英群体 ,还有装备训练只

能说是差强人意的数万部队 ,但是占据人口绝大多数

的却是文化程度和经济状况甚至低于全国农村平均

水淮的农民 "正如毛泽东所说 /在 150 万人 口的陕甘

宁边区 ,有 100 多万文盲 ,2以刃名术士 ,广大的群众还

在受迷信影响 0".在地理区位上 ,陕甘宁边区处在被

中央军 !晋军 !甘马 !宁马 !伪北平政府的包围中 "身处

四战之地 ,农业生产条件欠佳 ,机关人员又食指 日繁 ,

这就是为何 19 41 年 ) 1943 年的边区在经济上格外

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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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原因所在 "为了应付眼前的困难 ,边区政府又

不得不从 19 41 年开始 ,对辖下的农业人口课以重税 ,

导致此后一段时期内,农民与政府的关系颇为紧张 "./

其他各派政治势力对边区社会 ,尤其是如绥德 !关中

等接壤地带的渗透能力都不容小觑 " 0如果不能迅速

而有效地在农民中巩固和增进威信 ,边区政府实在前

途堪虞 "

再者 , 陕甘宁边区在党内具有双重身份 , 它在法

理上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处在平等位置 "到了四十年代

初期 ,陕甘宁边区的人口数量 !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在

各根据地中只能排在中下水准 " 0但它同时又是中共

中央的驻地 ,在日常事务上直接受中央领导 "在战争

状态下 ,各根据地既遵奉中央号令,又在相当程度上

必须各自为政 ,党权 !政权还必须以军权为依托 "如果

远离战争的边区在克服当前困难 , 改善社情民生方面

不能取得更加立竿见影的成绩 ,那就不仅无法对其他

根据地起到示范作用 , 而且还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中

央在全党范围内的权威 "无论就自身现状还是从在

全党 !全国的特殊地位而言 ,凭借各种手段 , 让边区

各界和全党 !乃至全国确信 ,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

的陕甘宁边区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取得 ,

而且已经取得了不仅超越国统区 , 而且还高出其他

根据地的显著业绩 , 都是边区政府乃至于中共中央

的当务之急 "在此情形下 ,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改版后

的 5解放日报6 会在以根据地为报道主要对象的同

时 ,又明显倾斜于陕甘宁边区了 "为什么虽然陕甘宁

边区的人口仅占所有根据地的不到 2% , 但是如吴

满有 !赵占魁 !王保林 !张思德 !李鼎铭 !艾青 !丁玲

这些分别代表着新民主主义农民 ! 工人 ! 军人 !乡

绅 !知识分子的典范人物都在这里及其附近被发现 ,

又被倾全党之力宣传 "

综上所述 , 如吴满有这样 ,既是土生土长的边区

农民 , 又是中共农村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直接受益

者 ,是被建构成新民主主义农民典范的绝好素材 "而

他在主动缴纳沉重税负的同时 , 还能做到发家致富 ,

又可以作为说明边区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政通

人和 !欣欣向荣的佐证 "这类人物的被发现 !被宣传,

在当时当地也就是近乎必然的了 "

吴满有如何成为典范

在 1942 年的陕甘宁边区, 到底有多少像吴满有

这样的人物? -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资料 , 已经难以估

18

算 "但是从吴满有成名以后 , 立即就出现了如杨朝臣

这样的挑战者看来 , 至少他在边区 ,甚至是延属专区

也并不见得就是绝无仅有 "如果当时 5解放日报 6的

记者莫艾没有参加延安县的春耕会议 , 那么他也就

不会开始关注吴满有;如果没有莫艾的极力推荐 ,也

就不会有 5解放日报6的连续报道 , 更不会因此引起

毛泽东的关注和青目"如果就事论事来看 ,这一系列

的升级都颇带几分偶然 "但从社会结构的层面着眼,

却可以看到吴满有的成名何其典型地揭示了在典范

人物的生产过程中, 既有的传播状况和权力机制起

到了怎样重要的作用 "

(一)毛泽东眼中的吴满有

传煤要进行连续而频繁的关注 !报道 , 必须以能

够便捷的接触被采访对象为前提 "吴满有家住在柳

林区的吴家枣园 , 距离县城 60 里路程 " -3在当时整

个延安汽车寥寥无几的交通条件下 , 正好是一日之

内 ,可以徒步往来的最远距离 "可以说 ,对于此时需

要顺应形势需要 , 积极而频繁的报道新民主主义农

民典范的 5解放日报 6而言 , 吴满有不仅是可行的 ,

而且还是唯一的选择 "同样堪为农民典范的刘玉厚 ,

由于家住在距离延安 300 多公里的绥德 , 获得 5解放

日报 6光顾的机会就要小很多 "吴满有理所当然就从

柳林区 !延安县的典范人物成为 5解放日报6的典范

人物 " 5解放日报6又不仅只是延安的报纸 , 同时它

还是中共中央机关报 , 而且在 1941 年 ) 194 7 年

间 ,它还是延安地区唯一的一份日报 "在级别 !发行

范围 , 还是读者的地位上 , 都远非边区其他传媒可

比 "即使在毛泽东那里 ,也是了解边区状况的重要信

息渠道 "对于此时的毛泽东而言 ,吴满有也是唯一既

吻合他籍以号召群众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 !冲破周边

经济封锁的需要 , 又能被他通过报刊媒介 , 虽然间

接 ,但是频繁认识到的人物 "在此等传播状态下 ,毛

泽东专门召见莫艾 , 就吴满有的问题长谈 4 个小时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

为何在毛泽东做出积极评价以后 , 吴满有就迅

速成为了全区 ! 全党共同认可的典范人物? 乍看上

去 ,这似乎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 ,但是这 /根本不成

其为问题 0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 全党 !全国都习

惯了把 /毛主席 0放置在 /党中央 0之前的思维定势

使然 "按理说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在党内已经身兼政

治领导和精神领袖 ,但在法理上 ,个人的观念要上升

为全党的决议和共识 ,还必须履行必要的组织程序 ,

单凭跟党报 (即便是中央机关报)记者的一席谈话更

属不足为训 "况且如果要细究起来 ,毛泽东从未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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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内担任任何职务 "但在毛泽东做出评价 ,到陕

甘宁边区在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吴满有为全边区劳

动英雄的过程中 , 再到该年 5 月 , 5解放日报6 刊出

社论 5开展吴满有运动6的整个过程中 ,却看不到党

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程序的影子 "

其实党内也并非没有不同意见 ,就在 5开展吴满

有运动))刊出后 , 5解放日报 6社在 194 3 年 2 月 2 日

就收到赵长远的来信 , 赵长远在信中质疑如果不论

其经济性质 , 能否把富农方向当作边区全体农民的

方向? 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性质和革命方向的根本

问题 ".4在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中, 他的质疑确有根

据 "中央党务研究室专门以 5本报编辑部 6的名义于

3 月 15 日做出来长篇回应 "信中认为将吴满有虽然

是富农 ,但是他是新民主主义体制下的新式富农 ,又

是共产党员 ,跟旧式富农有根本差别 "在新民主主义

体制下 , 当前就是需要发展富农经济 , /要产生更多

的吴满有 0"-5不仅不应该禁止他们的资本主义经济

活动 , /而且还要反对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种

安于贫穷 , 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的残余 0" .6比

起后来的 /扣帽子 0!/打棍子 0来 , 以这样的方式对

待党内的不同意见自然有可取之处 "但到 1945 年七

大以前, 新民主主义思想还并未被正式确立为党的

指导思想 , 党的研究机构和党报以此为判别观点对

错的依据 ,与其说是在为吴满有申辩 ,还不如说更多

的是在维护领袖的个人权威 "为了要维护领袖的个

人权威 , 也必须要将被他认可的吴满有进一步确立

为典范 "

(二)文化界笔下的吴满有

在与莫艾谈话以后 , 毛泽东在 19 42 年年底的边

区高干会上再次正面提及吴满有 "他说吴满有已经

是一个富裕农民了, /他 已把 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 !

八路军 !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一切空话都

是无用的 ,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0" .7其

实从这两次谈话的措辞中 , 都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

对吴满有的态度并非是全无保 留,更不是倾心敬仰 "

恰恰相反 ,他对吴满有始终只是肯定他是劳动模范 ,

始终在强调宣传他是当前的战略需要 , 并没有将对

吴满有的褒扬上升到道德的层面 "比起他本人后来

对张思德 !雷锋等人的评价高度来 ,存在着明显的差

距 "

但是也许连毛泽东本人都没有预料到 , 在他两

次对吴满有表明态度后 , 整个延安和边区都望风响

应 "文化机构更是全员动员 , 除了 5解放 日报 6等中

央级煤体进一步加大 了宜传力度以外 , 作家 !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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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家也纷纷用自己的作品加入了歌颂吴满有的行

列 "在毛泽东所划定的 /他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

党 !八路军 !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0的范围

内 , 文化界对吴满有的歌颂调门越来越高 "例如

1943 年 3 月 9 日, 5解放日报6用整版发表了艾青的

长诗 5吴满有6 , 5新华日报6也在 6 月 29 日选载 , 同

年新华书店还出版了单行本 " 0

为什么领袖的态度有所保留, 文宣机构却不吝

加以冕衰? 透过长诗 5吴满有6中的几行 , 也许就能

依裕的看到原因" /问你吴满有:-谁带给你好日子 .
你说:-毛主席! .你说没有他 ,你就活不成;你说他到

那里 ,你就到那里 0"诗人的意图表露再直白不过 "0

诗人的意图表露得相当直白 "艾青也因为创作了 5吴

满有6 , 在 1945 年 1 月的边区群英大会上被评为边

区甲等模范文化工作者 "大会对他的评语是 /整风以

来 , 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 于去年赴吴家枣园调

查 ,写了 5吴满有 6的诗篇 ,并给吴满有朗诵,,这首

诗在 5新华日报6发表后 , 影响许多大后方的青年向

往延安 , 宣传了我党在边区的经济建设 0刀

(三)从吴满有看典范的生产模式

透过上述分析 , 可以看到在吴满有成为典范人

物的过程中 ,相对于吴满有自己是谁 , 又做了什么而

言 ,领袖的权力和权威起到的作用更加重要 "先不谈

毛泽东对当前局势 , 以及宜传吴满有在当时能够起

到怎样的作用的认识存在多大的合理性 , 单就做出

决定的方式看来 , 吴满有的确仅是因为适合了毛泽

东此时的个人意志而成为了官定的典范人物 "具体

而言 ,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领袖人物或是出于自

己的个人偏好 ,或是出于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凭借个

人权威为当前要选取何等人物作为大力宣传的典

范 ,划定大致的标尺 "2.宣传部门的具体执行者根据

这一标尺 ,在可能接触到的范围内寻找 !选定符合标

尺的人物 "3.在未必经过组织论证和认可的情况下 ,

领袖人物透过自己对传媒机构的影响 , 全权决定以

什么样的基调 ! 什么样的途径来建构和宜传被选定

的典范人物 "4.在领袖拟定的宜传口径内 ,宜传部门

的具体执行者通常会将声势越造越大 , 调门越来越

高 "而且通常会通过或明示 ,或暗喻的方式 ,将典范

人物何以会成为楷模归因于受到领袖的直接影响 "

在宣传典范人物的背后 , 领袖既是全程的掌控

者 ,也是最终的受益者 "从吴满有开始 , 同样的生产

流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断的因时应需产出各种类

型的典范人物 "从吴满有到陈永贵 ,从赵 占魁到王庆

喜 ,从张思德到雷锋 !孙玉国 , 从李敷仁到李庆霖 ,

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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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从刘少奇到华国锋 , 在这些各行各业的典范人

物的不断被发现 , 不断被宣传乃至于不断被替换的

生产流程背后 , 另一个身影被持续得建构 !不断的伟

大 ,乃至于最终走上了神坛 "这种典范人物的生产流

程又并非是这位最大的大人物的专利"不管出于任何

具体的原因,只要社会的话语权分布出现了明显的失

衡 ,以典型报道为代表的典范建构就必然会随时随地

得层出不穷 ,而且颇为得势 "在这种生产流程背后 ,起

到关键作用看似是控制者这种那种 !此时彼时的观念

倾向,但是往更深的层次说 ,却是举凡存在之物 ,价值

有无多少, 都由当下的功利目的为评价标准的工具理

性使然"与其说典型报道是源于民粹主义 !社群主义 !
道德至上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 ,还不如说是源

于在面对事实时的实用主义 "

被重构的吴满有

典范人物在被选定和认可以后,后续的命运又将

如何? 吴满有在 19 43 年以后的三个人生阶段也恰足

以体现三种可能的走向 "在吴满有那里 , 19 43 年 1月

到 1948 年 4 月的他体现的是第一种走向: 在既定的

框架内被继续建构 ,而且被不断地根据现实需要承载

新的具体使命"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在 /已把自己的命

运与共产党 !八路军 !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0

的框架下被不断强化着既有的公共形象 "其实说 /被 0

也未必全对 , 吴满有不仅对临老方至的幸运很是受

用 ,而且还主动参与到对自己的典范建构中, 尤其是

很善于使用 5解放日报6这个在边区独一无二的传播

平台 "19 43 年春节刚过 ,他就透过 5解放日报6发表了

写给毛泽东的公开信 /亲爱的毛主席 ,我计划为你代

耕两石细粮 "你的工作很忙 ,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

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 "我能为你代耕 ,是我今生最高

兴 !最痛快的事情 0"2, 吴满有不识字 ,此信肯定是出

于代笔 ,但是代耕细粮的主意还真是非农民难以想出

来的 "再如在 1943 年 2 月,也是发表在 5解放日报6上

的应战书 ,就明显比杨朝臣的挑战书高出一筹 , 他不

仅爽快地应战 ,而且还提出要开展村与村之间的劳动

竟赛 ,进而引起全区军民劳动的大竞赛 , 引发全边区

丰衣足食 "刀与此同时 , 吴满有还随着局势和时事的

变化 ,在公共视线内被分派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 "在

个人关系上 ,他 日益受到领袖的青睐 ,被毛泽东亲自

指定为毛岸英的农艺老师 "在边区,他被任命为南枣

园乡乡长 ,被选为边区参议员,甚至还开始以农民当

20

然代表的身份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甚至将

最早公开将边区政府称为 /人民政府 0, 也是他的杰

作 "刀同时 , 5解放日报6为了彰显他作为农民的业绩 ,

不惜浮夸甚至造假"解

不管确有其事 ,还是出于误会 , 吴满有在 1948 年

4 月以后却成了第二种走向: 在既定的框架之外 , 被

另一种框架建构成另一种典范的典型 "19 50 年 3 月 ,

延安县委组织部召集柳林村党员大会 , 当众宣布开除

吴满有党籍 ,并把他定性为边区最大的叛徒"其实纵

使不发生广播的事情 ,吴满有未必见得会声光依然 "

自从三十年代末的 /审干 0以来 , 被俘人员被猜疑 !被

闲置 ,就是事实上的组织纪律 "而且 ,随着中共中央的

东迁 ,继而在解放区开展土改 ,继而将工作重心转移

到城市, 身为边远地区富农的吴满有纵不是再无宣传

价值 , 只怕也是要如秋扇见捐了 "也就在吴满有黯然

退场的几乎同时 ,赵占魁 !刘玉厚等人 在煤体宣传中

的位置也逐渐被来自东北 !华北的王崇伦 !王国藩所

取代 "

作为自然人的吴满有于 19 59 年郁郁而终 , 作为

党员的吴满有在 19 80 年 ,在当年 5开展吴满有运动6

的作者 ,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力主下得以平

反 "但是作为典范人物的吴满有却在被尘封多年之

后 ,成为了第三种走向) 被学术研究的眼光来进行

着解构 (或者说是进行着另一种建构)的典型对象 "

结 语

无论就其人其事 ,还是就可以从中折射出的典范

生产机制的完整和深度 ,还是从被继续重构的方式来

看 ,吴满有都堪称是典型报道中的典型案例 ,典范生

产中的典范产物 "因此不管是在任何时候 ,他的多重

面目,尤其是作为社会人的吴满有和被媒介建构的吴

满有之间的区隔和关联 , 以及产生这种区隔的原因 ,

都是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应该时时警醒的存在 "

注释 :

1/ 13 /l 5/ 16 11 7 李锐: 5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报 变投 故 了吗? 6 ,

5炎黄春料 , 1994 年 , 第4 期 " [Li, Ru i, /Did hab or Hero

W u M 即you Reall y Sell out?0, b 旧 Hu a, lg 以un Qi ",

1994 , 4.(in Chinese)8

2 高娜 : 5陕甘宁边 区的吴满有运动及其意 义6 , 5延安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6 ,加ro 年 , 第 1 期 ;张瑞教 :5从 /吴满

有方向0看党的群众基础的扩大6 , 5武汉科技学院学报6 ,

2"24 年 , 第 8 期 " =G ao , N a, / W u M an you M ovem ent a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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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51, i6ean ee in th e Sh ens i 一K ansu 一N i卿 ia Bord er

Re gi on 0, Jo o al oI Y泣n加 Uni ~ ity (S oC 万目 玩笼eoce

E山i拓川, 2010 , l;Zhan g, Ru i而n , /Exam ine th e Expan sion

Of C PC .5 P opal ar Bas is fr om -Wu M an you .5 D irec tion . 0,

Jo IJm al o, 环ruhan Un i~ ty 证 凡矛即ce sn d En 乡neenng ,

2以只, 8.(in Chi nese )]

阳海洪:(论民悴主义与典型报道的起源6 , 5国际街闻

界6 ,20 10 年 , 第 4 期 " = Yang, Hai hong , / Ori 加 of

Po pulism an d T即 leal R e即rt i飞 : An An al ysis Of th e R eport

on W u M an you 0, Jo 旧 叔 了 肠tem 硒朋目 C阴 口u硫 a石011,

2010 , 4.(in Chi ne se )8

李嘉树: 5典型报道的滥筋) 延安<解放 日报>对吴满有

的报道 6 , 中华传媒 网 , httP :// ac ad e而c.m ed iac hi na .ne t/

涌 ele.户p?id二5982 ,2加8一12一28 "[U , Jiash u, /Th o so ~

of A TJ 甲允目 Rel刃找: 功e Rel 刀找 A加ut Wu M 如夕ou on

工龙石的tJon 伽 ly in Ye nan 0, http:ll ac ad e面c. m 戒ac hi na .ne t/

翻 ele#php?id二5982 , 2(X) 8一12一28. (in Chi nes e)1

毛泽东:5毛泽东选集6第2版第2 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 91 年 , 第 69 2 页 " =M ao , Tse-tu幻g, Seleeted 样乞法, oI

几肠" Tse 一t/ng (2n d ed ., Vol . 2) , Beij in g, Peo ple .s

Publishi飞 House , 199 1, p.692.(in C肠nese )1

毛泽东并没有把农民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阶级 , 而是

把他们按照经济状况分别划分到小资产阶级! 半无产阶

级!无产阶级 !流民无产阶级之列 " (参见5中国社会各阶

级的分析6 , (毛泽东选集6 第2 版第 1 卷 , 人 民出版社 ,

199 1 年 , 第3一9 页" [See M ao , TSe 一tun g, /Anal 015 of the

C lass es in Chinese Soc iety 0, 刹 ec ted 耳勺d 比 01 Ma o Ts e -

tung (2n d ed #, Vol . 2) , Be iji ng , P印ple .5 Pu blishi ng Ho use,

1991, pp 3一9.(in Chine se )]" )1945 年在七大的口头政 治

报告中 , 毛泽东还专门强调 /但是作为党来说 ,作为领导

思想来说 , 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 , 不要和 农民混同起

来 "#,, 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 ,是说要把农民提 高一 步,

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将来几十年以后 ,要把一切党外

农民 ,提 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如不相信这一条, 就不是

马克思主 义者" 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 , 要搞集体化 , 那就

是提高他们" 0(毛泽东:5毛泽东文集6第3 卷 ,人 民出版

社 , 199 1 年 , 第320 页"=M ao , TSe -加ng, 倒 ec ted 爪滋s 瑟

Ma o TSe 一相咭 (VOJ #3) , BC衫切g, People .5 Publish ing H ouse,

199 一, p.3加 . (in C hinese )])

毛泽东是否具有民粹主义色彩 , 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甚

为热烈的话题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 , 当攀始于胡绳

在 1999 年发表的 (毛泽东的街民主主义论再评价6 (胡

绳 :5毛泽东的断 民主主 义论再评价6 , 5中共 党史研 究6 ,

19 99 年 , 第3 期 " [H u , Sh en , /R eev al uat ion on M 即 Ts e -

加ng .5 N ew D e m oc ra cy 0, P川 y 场 st卿 R e se 砚 h , 19 99 , 3 .

(in Ch i~ )J) "笔者认为 , 时这个问题要做出恰当的论断 ,

雷要先厘清民粹主 义是什么 ,在 当前学界 , /民粹主 义0

对应 的英文词 汇是 /Po p山sm 0, 时应 的俄文词汇是 /

n "刀yn03M 0" 由 于时 近现 代 中 国产 生 影响 的主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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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砚门H3M 0这一类型 "所以此处就仅拿它来跟延安时期

中共和毛泽东的思想做比较"知拉甫洛夫 !多尔古申!巴

枯宁! 克香泡特金等民粹主义者在经济上反对任何形式

的资本主义 "在文化观念上他们认为, 文化的进步是以人

民的血汗为代价的 , 因此获得文化的 /少数人 0必须抱有

负罪感 , 以时人民的服务来偿还自己的债务;他们既反对

任何的学科挽制 , 又将道德主义视为评价精神文化的唯

一标准, 并且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参见刘建

国! 马龙闪:5论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观6 , 5哲学研究) ,

2(X) 5 年 , 第 12 期 "[See Li u , JiangU o & M a, 肠ngsh即, /On

th e C ul tural V iew Of R us sia . 5 Po puli sm 0, 几 过"卯p坛c心

st "山/ , 2加5 , 12 .(in Chi lle se )]; 保 岁#塔格特著 , 衰明旭

译: 5民悴主义6 , 吉林 , 吉林人 民出版社 ,2(X) 5 年 "

[T 邢男art , P. A ., POP uJ 室" , Jilin , Jilin Peo Pl e .5 poblishi ng

House , 2(X) 5. (in Chi nese )];A币eh , P., /An峨 hi sm 阴-1

A nti 一Int ell ec tu 山 sm in Ru ss ia" , Jo 帅 目 oI 阮 战 t呷 oI

人九出, 1966 , 3. 194 0 年至 194 5 年期间的毛泽东对资本主

义和民粹主义的态度 ,在 5新民主主义麟 私 5七大口头政

治报告6 中表述得很明白: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

主 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 , 是整个 国民

经济的领导力童 , 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

的私有对产 , 并不禁止 /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0的资本主义

生产的发展 ,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球故"0(毛

泽东:5毛泽东选集6第2 版第 2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 91 年 , 第 67 8 页 " 7M ao , Tse 一tu ng , 5亡leeted 环h 法s J

腼 "Tse 一t/ng 尸 ed ., Vol .2) , Beij 吨 , Peo ple ."R止lishing

H ou se , 199 1, P. 67 8. (in Ch ine se )])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

地发展资本主义 , 是只有好处 , 没有坏处的 "对于这个问

题 , 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 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趁 ,存在一

种民悴派的思想"这种思想, 在农民出舟的党员占多数的

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 "所谓民粹主义 ,就是要直接由封建

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 中I.q 不经过发辰 资本主 义的

阶段 "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 "当时列宁 !斯 大林的党是

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 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 他们

/左0得要命 ,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 不发展资本主义. 结

果呢 ,他们变成了反革命 "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 "他们

肯定俄 国要发展资本主 义, 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 "

列宁在 5两个策略6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与其说对

资产阶级有利 , 不扣说时无产阶级更有利 " 0我们不要怕

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 还有一个时期

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 , 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

分 , 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 #,,人 家社会

主义革命胜利了, 还要经过街经济政策时期 , 又经过第一

个五年计划 , 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 , 集体农庄发展 了, 根

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 才提 出消灭富农 ,我们的同志在

这方 面是太息 了" 0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6第3 卷 , 北

京, 人民出版社 , 199 1年 , 第犯2一323 页"=M ao , Tse一加飞,

划 ec ted 耳!政5 oI Ma o Ts e一to og (Vol .3) , Be iji ng , 几叩le .s

Pu bl ishi ng H ouse , 199 1, pp 322一323.(in chine se )]) 即便是

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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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先生本人也只是认为毛泽东是在建 国以后 , 才逐渐

偏离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 滑向以民粹主义来对待资本主

义"将他和中共在延安时期对如吴满有子农民典范人物

的宣传归结为民悴主义观念使然 , 与事实并不相符"

街民主主义思想提出的初期 , 首遭到质提 "当时仍然具有

相当影响力的王明在 194 1 年 10 月 7 日就对毛泽东直

言 , 在当前处于孤立的情况下 , /新民主主义论太左0(中

共中央文肤研究室编: 5任弼时传6 , 北京 , 中央文蔽出版

社 , 199 4 年 , 第47 2 页) "=CCCPC P斌y U teratur e Researc h

临 ce , 肠昭, p为y 汀 Ren 肠 一就f, Be iji ng , Ce ntral Part y

Literat ure vre ss, 1994 , p.47 2. (in Chinese)])直到延安整风

期间, 它才被党内高层普遇接受 , 例如彰德怀在 5民主政

权和三三制政权6中写道 /毛泽东同志在杭战的几年 中 ,

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 , 有持久战理论和新 民主主义理

论 , 5新民主主义种 是辉煌的杰作 " (代序 5论毛泽东思

想6 , 选 自毛泽东:5毛泽东选集6第 1 卷 , 江苏 , 苏中出版

社 , 194 5 年 , 第 14一15 页" =M ao , Ts e一tun g , /on M ao Tse-

tu ng ,s Th ou gh ts 0, 刻 , ted 环勺rk s 汀Ma o Tse 一tung fVol #1),
Jian gsu , Su zhong Pu blisher, 194 5, pp.14一15.(in Chinese))

陈毅则称赞它是 /一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及社会实践问

题上街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 这是一本 马列主义的创

新著作 , 也是一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 这是中国共产党

以及 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 " (陈毅:5伟大的二

十一年6 ,选 自5毛泽东选集6第 1 卷, 江苏 , 苏中出版社 ,

1945 年 , 第 8一12 页" =Chen, Yi, /Th e Gre at 21 Years 0,

刻 ec ted 耳与rk s of 物 " 几"一tu铭 (Vo1 # 1), Jian gsu, Su

zhong Pu blisher, 194 5, pp.8一12.(in Chinese)])

毛泽东: 5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6 ,选自5毛泽东选集6第

2 版 , 第3 卷 , 北京 , 人 民出版社 , 199 1 年 , 第 100 1 页 "

=M . , T!e一tu ng, /United Fmn t in Cultural W ork 0, sel ec ted

耳勺沃, of Ma o Ts e一r"职 尸 ed ., Vol .3), 刀e示"g, peo ple .s

Pu blishing Hou se, 1991, p.100 1.(in Chine se)1

据 5解放 日报6194 1 年 11 月 20 日, 边区政府该年度征收

定额为2034城X) 担榷食和 259482 00 斤词并 "绝对数1 和占

边区稚食总产贡的份额都约为上年度的两倍 "

据国民政府调查局 :5陇东之阴谋6第80 页一 第81 页称 ,

在 1937 年一194 0 年 间 , 在陇东就因国共双方厚擦 造成

1573 8起伤亡事件, 其中46 39 起造成人命"近半数伤亡者

为政府官员"直到 1940 年 , 中共才完全掌控 了绥德和陇

东" (转引自=美8马克 #塞尔登 著 , 魏晓明 !冯崇义译:样

命中的中国: 延安道路6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敲出版社 ,

2佣2 年 , 第 17 1 页 " [C ited frD m Selden , M ., 助in : in

ReVol ution : 仆e y七Ilan 环ray ReVis 了t耐, Beijing, Soc ial

Seienee Aead e而e Pre ss, 2(X) 2, p.171.(in Chinese)8)

194 1 年陕甘宁边区的总人 口约 巧0 万 , 军人和其他脱产

人口约73 万人 " 由此估算作战人员当在4 万左右 " (李

维汉:5回忆与研 究6 , 北京 , 中共党史资料 出版社 , 198 6

年 , 第 500 页 " =u , w ei han , 掬几功ori es an d R o e毗右es ,

Beiiing, CPC H ist衅 1川ronna tion Pu blish ing HO use, 1986 , p.

5加.(in Ch ine se )]) "同时其他几个大区的人口数人数大致

是晋察冀 1500 万人 , 晋冀香像 25 加 万人 , 山东区人 口

25 的 万人, 作战部队16 万人 , 华中区人口巧00 万人 ,作

战部队10 万多人"

赵长远(1906一1944 ), 亦名赵作霖!赵梅生"山西省平顺县

人"192 6 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 12 月至 1930年4 月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1930 年6

月至9 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组织部长,

北京大学中1932 年任中共山西汾阳特委书记. 1938 至式

汉 ,在黄必式领导下做统战工作 , 与叶楠子人成立中国青

年救亡协会 ,任组织部长"1940 年赴延安 ,在陕北公学学

习, 毕业后分配到庆阳陇东中学任副校长" 194 3 年在 0抢

救运动0中蒙冤受屈 , 1944 年病逝 "(5赵作霖6 , 昆明党史 ,

http ://km d s.km #即v #en/dsbl/dsrw /材z/

2622353 57964 2JK K B896E E E B4 I4 刀K K B 896 EE E B4 I4 .

sh耐 ") rszlg/20221 会艺:5吴满有其人其事6 , 5山西档

案6 ,2仪巧年 , 第4 期 "=Lu , Yi , /Wu M an you :th e M an and

His Deed "0, Sh anxJ A 爬为fves , 25X巧, 4. (in Chi nese )]

5解放 日报61943 年 2 月 8 日, 北京 , 人 民出版社影印本 ,

1954 年 "

5解放 日拗 1944 年 2 月29 日头版头条是捉 安各界人士

举行宪政问题座谈钓 "报道称吴满有在发言中说人民的

政府力童大 , ,自们八路军 !政府 !老百性联在一起 , 男男女

女都是一顾心 , 就啥都不怕"他还说 /一个要求 , 不要封锁

边区, 让我们的报纸发出去 , 叫全国大家看看 , 咱边 区怎

样实行民主的 ,我们的办法对不对"""一个建议给蒋委 员

长 ,请他按照陕甘宁边 区一样 , 建立 民主政府 ,把老 百性

都组织起来 ,开荒!种地 !纷线 , 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 ,把

日本打出去 0" (5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6,

牌 放 日锄 ,1944 年 2 月29 日"

194 2 年 10 月29 日的铃 年丰收 吴满有特别好6报道 /吴

满有村子上一般每晌约打五斗至六斗 , 但是他却打到八

斗0" 194 3 年 l 月8 日的头版头条) 5(引) 劳动英雄吴

满有 (主) 计划今年扩大生产 (副)种地八十五墒努力发展

副业 勤姗草多施肥增产根十余石6) 报道吴满有 /去

年 (194 2 年 ) 笔者注) 已耕地六十墒 0" 但是 1944 年 1

月1 日的 5吴满有和吴家枣园6却报道吴满有 /这年 (1942

年 ) 笔者注) 种 了七十七晌地 , 打 了四十二石粮食 0"

/两组数据打起 了/内战00" (转引 自李嘉树 :5典型报道

的滥筋) 延安<解放 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选6 , 中华传媒

网 ,httP://ac ad em ie.m ediac hina刀e叮毗 iele.php?id二59 82 , 20() 8-

12 一28 " ICited fro m U , Jias hu, /仆e o南 n 叮 T即j司

ReP ortlzlg:th e RePO 找曲"ut 肠 M d刀少"u 6enlL了石e扭腼 刀日厅

in Ye nan 0, http://ac ad emie.m ediac hi nanet/叭iele.phP ?id 二

5982 , 2(X) 8一12一28 (in Chinese)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