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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插曲”吗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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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学者认为，１９６０年在继续“大跃进”背景下兴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插曲”。
此论甚为不妥。城市人民公社是人民公社题中应有之义，城市中的公社化理应“不可避免”；暂缓普及城市人民公社仍

属“先农村，后城市”的范畴，并非另辟蹊径；城市人民公社试办成功，为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充分依据。

所以，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出现并非“插曲”，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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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民公社化（即在城市中普及人民公社）运动是１９６０年初在“继续大跃进”的背景下发生的。
对此，学术界有一种“插曲”论。如：有的学者在论及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时说：“１９６０年的大跃进还有
一个新的插曲，即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建立人民公社”［１］２８５；另有学者在谈到城市人民公社的兴起与消亡

时认为，城市人民公社是“对整个公社化运动的一个插曲”。这两种说法，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主旨基

本一致，即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插曲”。

什么叫插曲？它是指“穿插在电影、话剧中较有独立性的乐曲。比喻事情发展中插入的特殊片

断”［２］１３４，“也比喻事情发展过程中临时发生的小事件”。根据这些解释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感知，“插

曲”在影视剧中可有可无（电影《南征北战》就没有插曲）、可少可多（印度影片里的插曲就很多），至于

插入到事情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片断，主要看编导的想象力与技艺。因而笔者认为，以“插曲”比喻１９６０
年初兴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值得商榷。

１　“城市人民公社”是“人民公社”题中之义，城市中的公社化理应“不可避免”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是“大跃进”年代喊得较响亮的口号，它反映了人们对共产主

义的向往与憧憬，更能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即：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

义的桥梁和纽带。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下
称《决议》）中有关论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

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我

国人民公社的初步经验，现在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实

现下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

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现在也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

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３］５２２－５２３其实，《决议》通过前不久的１１月上旬，毛泽
东在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时，就写过类似的批语：“我国人
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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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农业工业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全的社

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全民所有制，建成社会主义；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共产主

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

基础。”［４］５０４

比较以上两段关于人民公社的表述，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人民公社是什么，做什么，期待什么，

党中央毛泽东都阐述得一清二楚了。这些不必再说。不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以上论断中关于“人民

公社”适应范围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措词。先说“我国”，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域上

由农村和城市组成；再说“社会主义社会”，众所周知，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
本制度，我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只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没有完成城市里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能宣布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

无论是“我国”，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它们的适用范围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与农村哪一个都不

能缺。从这个意义上推断，“人民公社”是一个集合概念，由“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组成，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由“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组成。

既然人民公社化运动包含了城乡人民公社化运动，那么，在农村已经人民公社化的情况下，城市的

人民公社化应该说毫无疑问会发生。退一步讲，如果只有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

“共产主义”生活，而让城市居民在一边“看热闹”，或者说置城市居民于“共产主义天堂”之外，这不仅

在感情上讲不过去，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中也会是一窍不通。所以，不管怎么说，在城市普遍建立人民

公社是大概率事件，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断：“是不可避免的。”［５］５４

２　暂缓普及城市人民公社仍属“先农村，后城市”的范畴，并非“另辟蹊径”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此时城市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只是在少数地方

进行，而它很可能被人们误解成什么都没发生，以至于对后来出现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觉得可有可

无，难于接受。即使接受了，也说它是来“凑兴的”，并把它比作影视剧里的“插曲”，只是为了突出“大跃

进”主题而已。其实，这是一种误判。

民主革命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

道路，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新中国诞生。社会主义革命时，先有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因此

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后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功改

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随后，我国便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两先两后革命的成功范例，给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极大的信心，凡革命与建设都应采取先农村后城市的作法，并视为致胜法宝。

在中国城乡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也应遵循这样的逻辑。

事实上，毛泽东正是按照上述逻辑构思与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１９５８年４月下旬，农村的有些地方搞起了小社并大社（河南省遂平县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由２７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工作。而此时，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听完汇报后，毛泽

东与刘少奇谈到了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他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若

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

过。”［６］７３２－７３３这是毛泽东关于先农村公社，后城市公社，从而使整个中国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大公社的

最初构想。至于公社具有何种内涵，毛泽东还没有设计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小社并大社的越来越多，特别是岈山“卫星集体农庄”被岈山“卫星人民

公社”所取代。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因此构思了人民公社的完整模式。这个模式，是陈伯达首先披露

出来的。１９５８年“七一”前夕，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
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

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陈伯达继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

所得的结论。”［５］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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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赞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消息，此后“人民公社
好”口号风靡全国，而农村则按照毛泽东“人民公社”的构想，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于是，毛泽

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搞人民公社，农村又走在城市的前头，城市还未

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

家组成大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５］７４４９月１８日，国务院副总理
谭震林在江苏座谈人民公社问题时具体阐释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他说：“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中国革

命的经验，民主革命也是如此，建立农村根据地，而后夺取城市；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先农业合作化，

而后才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共产主义革命看来也是如此。”又说，成立人民公社，这是一个伟

大的转变，是质的变化，“反正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共产主义化了，你城市不得不化。”［７］８８－８９毛泽东、谭震

林的这些讲话，给人们提供了两条重要的信息：一是普及城乡人民公社还是走“先农村后城市”这一条

成功的革命路线；二是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化迟早会实现的。

到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底止，全国农村已完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同时，在许多的城市也试建了一批城市
人民公社。其中的郑州市“红旗人民公社”、北京市“二龙路人民公社”、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天

津市“鸿顺里人民公社”、重庆市“七星岗人民公社”等还颇有名气。有人或许会问，在农村人民公社已

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城市中的公社化运动为何没有接踵而至？诚然，按照前两次革命成功经验与共产党

人“不断革命论”的逻辑思维，紧接着就是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了。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城市中的人

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有马上开展，似乎还有“熄火”迹象。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正面（其实另有隐

情）回答是：“目前城市中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中许多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浓厚，他们对于成立公

社还有顾虑，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应当有所等待。因此，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

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

来。”［５］５７０显然，毛泽东指明了城市人民公社的前途是进，而不是退。其实，还可以换位思考。假如在农

村人民公社化完成后，紧接着就搞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并实现之，那么，人们会怎样认为？肯定不

会有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插曲”的说法。相反，会认为是“势所必然”。所以，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无论是农村人民公社化后接着就搞，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搞，都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继续，属于人民公社

化运动的范畴，因而不能把它喻为“插曲”。

３　城市人民公社试办成功，为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充分依据
做一件未曾做过又没有把握的事情，可先试办。这是人们办事的一般行为规则，也是党中央、毛泽

东一贯提倡的工作作风。既是试办，其前途就有两种可能性，或成功，或失败。那么，城市人民公社试办

的结果怎样？几个省的城市人民公社试办情况肯定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０年２月，先后有中共河北省委、河南省委、黑龙江省委向党中央并毛泽东主席
递交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试办

城市人民公社的报告》。报告集中反映了城市人民公社试办一年多来各方面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其中

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说：１）高速度地发展了城市生产力；２）改善、提高了城市人民生活；３）解放了妇女；
４）加强了工农商学兵各部门之间的共产主义大协作，更加密切了公社与国营企业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５）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发挥了更大的力量；６）更好的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中共河南省委、黑龙江省
委报告的内容基本与此雷同。看起来，这是几份非常“出色”的答卷。

以上省份城市人民公社的运行情况表明，试办成功了，达到了预期目的。对此，党中央很满意，尤其

是毛泽东。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的报告上批示：“河北省关于这个问题（城市人民公
社）所作的分析及其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方法和步骤，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供各地检查和总结城市人民

公社工作的参考。”批示最后强调：“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一律不在报上发表，城市人民公社和它

的企业、事业暂时不要挂公社招牌，以免引起误解。”［８］１１５－１１７毛泽东更是喜出望外。１９６０年３月８日，毛
泽东批示河南等地方关于试办城市人民公社的经验材料“可登党刊”。同时指出，除北京等５个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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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它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５］５５毛泽东还要求：“各城市应派一位书记

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等处去参观那里的人民公社。”［９］５３

由于城市人民公社试办成功，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先前怕出“毛病”、怕刮“共产风”（前面所说的隐

情———作者注）、怕“腹背受困”的种种顾虑，而且成为毛泽东从有分寸的支持到全力支持、在城市大搞

人民公社的依据。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４日，毛泽东在“天津会议”
①

①上特别强调：“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不

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

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河南全都搞了，黑龙江全都搞了，没有出问题。

河北提出挂牌，登报问题，现在我变成左派了，我倾向于登报，倾向于挂牌。”［１０］３５９－３６０

毛泽东上述讲话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兴办城市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据统计，截止

至１９６０年７月底，“在全国一百九十个大中城市里，已经建立了一千零六十四个人民公社。其中，以国
营厂矿企业为中心的四百三十五个，以机关、学校为中心的一百零四个，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的五百二十

五个。公社人口已达五千五百多万人，占上述城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城市中已有八百五十多

万闲散劳动力组织了起来（其中妇女劳动力达五百八十多万人），约占上述城市闲散劳动力总数的百分

之八十七。”［１１］至此，全国（大陆，除西藏）的大中城市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从而绘就了毛泽东“更大

的共产主义公社”的宏伟蓝图。

综上所述，尽管城市人民公社化比农村人民公社化迟到了一年多，但它总归是人民公社化题中之

义，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继续，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而“插曲”一说是缺乏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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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

①

①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４日，毛泽东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华北五省市自治区、东
北三省、中南的湖北湖南两省和西北甘肃省的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十七个问题，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是

其中的第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