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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关于中间势力的观点
，

是其晚年在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富有创新

性的理论成果
。

科学地揭示了中间势力的内涵
，

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中间势力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动摇分化的特

点和历史作用
。

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

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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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间势力的内涵

胡绳关于中间势力的观点
，

发韧于 《党史研究

和思想政治工作》一文
，

成熟于他就如何写好《从五

四运动到人 民共和国成立 》一书的 �� 次谈话中
。

他在前文中提出
， “

讲中国革命
，

要多讲一点党外的

群众
，

也要多讲一点爱国的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

的关系以及给予我们的帮助
。

我们党在中国不是

孤军奋斗的
。 ”

川�� ’
要多讲一点 民主人士的历史

，

对

于更加科学全面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

深刻理

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非常有用的
。

胡绳认为
，

“

毛泽东早已提出革命的三大法宝
，

有一个就是革

命的统一战线
。

搞统一战线是有客观的社会基础

的
。

新民主主义时期
，

始终存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

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派系
。

不能简单地说

当时只有两个对立面
，

一方是共产党代表的革命群

众
，

另一方是反动势力
。

事实上还有一个中间势

力
。

这个中间势力是不稳定的
，

常常分化
，

其中大

部分在发展中逐渐靠拢到我们这方面来
。 ’，

川
‘刀 这

是胡绳第一次提出中间势力的概念并对此进行 了

理论分析
。

他认为
，

只有写好中间势力
，

才能解释

清楚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所发生的 一些逆转事

件的原因
。

胡绳在谈关于如何写好《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
和国成立》这本书时

，

提出要写 �个角色
， “

除 �
’

国

共两个角色外
，

还应有第三个角色
，

这就是中间势

力
。 ” “

这本书要着重讲一下中间势力
。 ” 汇’ 招胡绳在书

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关于中间势力的理论观点
。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
，

中间势力指

的是哪些人呢�胡绳认为
， “

包括知识分子
，

工商界
，

搞工业的
，

搞教育的
，

等等
。 ” �� 〕‘ 这些人在阶级上属

于民族资产阶级
。

从职业上讲
，

从事各行各业的都

有
。

胡绳认为
，

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中间势

力的主体
，

但中间势力还应包括工农
、

小资产阶级

中的一部分人
，

并对此做了理论分析
。 “

过 去说
，

资

产阶级是中间力量
，

工农
、

小资产阶级属于共产党
一

边的
，

是革命的依靠基础
。

实际上工农
、

小资产阶

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
。

就阶级说
，

他们是革命

的
，

就具体的人说
，

他们 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

于中间状态
，

不可能一开始就 自动跟共产党走 要

做很多 工作
，

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
。
�，� �

一“

胡绳的分析完全符合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

的实际情况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工人
、

农民

和小资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最深
，

他们生活在

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

因此
，

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

革命力量
，

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重要社会基

础
。

但是
，

就具体的人来说
，

他们最关心的是 自己的

基本生存问题
，

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谋生的道路 假

若一个政党能够真正解决他们最迫切的问题
，

他们
。�能就会跟着这个政党走

。

中国共产党要引导 上农

和小资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

激发蕴藏在他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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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革命能量
，

做艰苦细致的启发教育和组织工

作
，

为他们谋取到切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
。

这

样
，

工
、

农和小资产阶级才会跟着共产党走
。

中间势力既然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为主体
，

那么
，

中间势力的政治主张就是在中国走

资本主义的道路
，

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 “

中间

势力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 �����

。

在政治态度上
，

中

间势力还包括工农
、

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
， “

这一

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
，

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

路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

发展资本主义是进

步的事情
。

那时候
，

假如有一个阶级
、

政党真正能

实现资本主义
，

工农
、

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

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
，

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
。

应 当说
，

中间力量 自发顺 着 的是 走资本 主义 道

路
。 ， 〔 ’ ��在经济上

，

中间势力要求发展 民族经济
，

“

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
，

不满足于军阀
、

国民党那

样的办工业
，

甚至要求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
，

也在

某种程度上反对封建主义
，

但不赞成革命
。 ” ����’

中间势力在文化学术上的主张
，

就是宣扬资产

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
，

其突出表现就是他们所从事

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
。

中间势力的知识分子所搞

的社会学
、

政治学
，

就事论事
，

只讲中国社会中存在

的具体弊端
，

他们认为
，

只要认真解决这些具体问

题
，

中国社会就可以实现良性循环
，

改变中国社会
。

如何评价中间势力所坚持的学术主张� 胡绳认为
，

“

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
，

不反帝反封

建
，

这样怎能解决中国问题呢�
” ���‘ ’尽管中间势力

所主张的社会政治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

不通
。

但如果因此认为社会学
、

政治学就无用
，

是完

全错误的
。

这种情形在我国有过惨痛的教训
， “

解放

后
，

我们否定社会学
、

政治学是不对的
，

这看起来有

点荒唐
， 汇�〕‘ ’ 。

在我国的根本制度问题解决之后
， “

这

时候倒是需要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方法和经

验
，

社会学派上了用场
，

再否定它就不对了
。 ” �’ 〕”

可见
，

胡绳所说的中间势力
，

指的是以 民族资

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
，

包括地方实力派和一

部分工
、

农和小资产阶级分子
。

在政治立场上
，

他

们动摇于国
、

共两党之间
，

要求在中国建立资产阶

级民主政治
。

在经济上
，

要求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来发展民族经济
。

在思想上
，

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
。

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

实现中国的工

业化和面临的历史任务
。

他们要求反对帝国主义

对中国的侵略
，

但不赞成走革命的道路来解决近代

中国所遇到的历史问题
。

二
、

中间势力存在的依据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

在国
、

共两党之外
，

为

什么会存在着一个中间势力� 这与近代中国的国

情有关
。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束缚
，

中国积贫积弱
，

如何摆脱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历史

局面
、

如何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
，

是近

代 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

因此
，

中国的各个阶

级
、

阶层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

提出了种种救国方

案
。

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则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

径
。

近代中国有 �条工业化的道路
， “

一条是在不

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
，

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工业的道路
。

走

这条道路
，

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

现代化的
。

另一条是首先反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

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工业
，

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
、

现

代化
，

或者资本主义化……在这两条道路中间有一
大块空地

，

这就是中间势力出现的地方
。 ” ���‘”中间

势力在中国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
。

论阶级
，

共产党代表着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

国民党代表

帝国主义
、

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
。

国民党实际上走的是第一条工业化的道路
，

即

在不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提下使中国实现工业化
。

但在中国的实际发展过程中
，

国民党既不积极反对

帝国主义的侵略
，

又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

同时
，

在政治上又搞
“

党外无党
，

党内无派
” ，

不允许任何

党派的存在
，

实际上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
。

因

此
，

国民党的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

这也注定了

国民党必然会失败
。 “

国民党在大陆解决不 了反

帝
、

反封建两大问题
，

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
，

所以
，

农民
、

中间势力最终只能跟着共产党走
。 ” �’ ��共产

党主张中国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前提下
，

再在中国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
，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

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中间势力既不同

意像国民党那样办工业
，

也不同意共产党所坚持的

走革命的道路来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
。

�条工业化道路之外
，

就是中间势力所主张的

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工业化
。 “

中国社

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
，

无产阶级和地主大

资产阶级都只 占人 口 的少数
，

最广大的人 民是农

民
、

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
。 ” �’����

国

民党和共产党的人数都很少
，

属于中间势力的人数

最多
，

他们最关心的是 自己的谋生问题
。

所以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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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希望中国能多办生产事业
，

来解决 自己的生存问

题
，

要求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

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来

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
。

如何看待中间势力所 主张

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如何才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开辟道路� 这也是中间势力在近代中国形成

的历史因素
。

胡绳认为
，

在近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是进步的事情
。

但问题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
�

直走不通
。

如何才能在中国真正地为资本主义发

展开辟道路
，

胡绳提出就是要民族独立
、

反帝反封

建
。

要反帝反封建
，

这些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

而

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
。

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处理好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 “

怎样认识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
，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前途
，

这个问题总是闹

不清楚
。 ” 〔����胡绳指出

，

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理论
，

才提出中国革命分为上篇和下篇
，

只有做了

上篇
，

才能做好下篇
。

而且提出中国目前不是资本

主义多了
，

而是资本主义少了
。

中国共产党是要搞

社会主义的
，

但在近代中国首先却要搞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
，

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 “

所以
，

在旧

中国
，

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
，

不能认为 凡是

不同意马克思主义
，

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是

反动的
。 ” �’ ��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反帝

、

反封建这样

的大题 目
，

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

中间势

力才最终靠到中国共产党这一边来
。

既然在近代

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
，

那么
，

中间势力

的存在也就成为必然了
。

中间势力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
，

先后提出
“

工业救国
” 、 “

教育救国
”

等社会改 良主义
，

与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发生了矛盾
。

如何看待部分中间

势力主张中国不需要彻底反帝
、

反封建
，

不需要 革

命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呢� 胡绳提出
，

也要 一分为

二地看
。

中间势力搞工业和教育是进步的
，

应给予

肯定
。

但他们主张中国都走工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

路
，

搞改 良主义
，

反对革命
，

却是错误的
，

不能不给

以批评
。

革命搞不成功
，

解决不了反帝
、

反封建的问

题
，

中国的工业
、

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发展起来
。

胡绳所否定的是这种认识
，

而不是这些人
，

因为这

些人主观上还是爱国的
，

不是反动的
，

只是主张的

路子不对
。 “

现在人们已趋向认为不能因为工业救

国
、

教育救国论者不赞成革命就加以否定
，

但还需

要做深人一点的说明
，

也不能认为这些人同革命就

没有任何矛盾
。 ” 〔’ ���这个问题关系着如何科学评价

中间势力的问题
，

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

方针政策问题
，

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客观真实地记

录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的问题
。

三
、

中间势力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中间势力与国
、

共两党相 比较
，

自身具有鲜明

的特点
。 “

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
、

不断分化

分化的结果是大多数站在共产党的一边
，

站到国民

党那一边的也有
，

但很少
。 ”

川
�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过程中
，

中间势力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
，

这不仅

表现在代表中间势力利益的政党—民盟的统一

与分化
，

而且也表现在中间势力中的具体的个人经

历发展
。

中间势力中许多知识分子先是右倾再是

左倾
。

蔡元培
、

邹韬奋
、

胡愈之等
，

开始要求走资本

主义道路
，

不搞社会主义
，

但后来又参加 了共产党
。

胡适开始同情蒋介石
，

后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

争
，

尽管最终屈服了
，

但始终保持一定的地位
，

直到

晚年在台湾还因批评国民党而受到围攻

中间势力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会不断地分

化
，

决定他们分化
、

变动的主要原因有 �个
‘

一个
是民族主义

。 ’，
�� 〕‘，胡绳举例说

，

在 民主革命的过程

‘
�

一

，，

王明提出
“

保卫苏联
”

的 口号
，

是很失人心的
。

因

为有人认为共产党是跟着苏联走
。

在
“

左
”

倾时期
，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孤立的
。

到了抗 日战争时期
，

中

国共产党提出 了全民族抗战的 口 号并深人敌后抗

��
，

所以大得人心
。

而国民党这时却是消极抗 日
，

积

极反共
，

把主要精力放在 了如何对付共产党和人民
“

所以
，

中间势力发生了分化
，

大多数倒向共产党的
一

边
。 ·

川 ” 民族主义是决定中间势力分化的主要因

素
，

在近代中国
，

谁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
，

谁能解

决中华民族面临的问题
，

谁就能得到全体人民的支

持和认可
。 “

另 一个是发展经济
， ��〕‘�由于中间势力

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
，

他们渴望中国的民族经济能

快速地发展
。

但国民党自执政以来
，

却忙于内战
，

不

认真发展经济和解决人民的疾苦
，

又不敢积极地反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 “

所以使许多原来跟着它走或对

它抱有希望的人
，

终于离开 �它
。 ”
��刀�

中间势力 自身也想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

有所作为
。

但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
“

它形成不了独

众的政治力量
，

不是倒向这一边
，

就是倒向那一边
，

最后总的来说是站到共产党一边
。 ” 〔���中间势力在

中国 ��年的历史发展中
，

总是随着历史发展进程

而不断地分化
、

组合
， “

那些中间阶级
，

必定会很快

地分化
，

或者向左跑人革命派
，

没有他们
‘

独立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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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沦
“

中间势力
”

余地
’，
�’ 」�。

所 以
，

中间势力尽管有 自己的政党
、

团

体
，

却没有形成 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
。

尽管中间势力没有形成独 立的政治力量
，

但因

此而否认中间势力的历史作用则是完全错误的
。

胡绳认为
，

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能取得胜利
，

是因

为中国共产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
，

如果中间势力

都倒向国民党
，

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 “

没有

中间力量同封建主义
、

法西斯势力 斗争
，

单靠共产

党孤军作战
，

革命恐怕是不能成功的
。

所以新中国

成立时
，

要吸收他们参加政权
，

不是搞苏联的苏维

埃政府
。 ·
��，‘�胡绳把 中间势力作为重要的政治力

量
，

并把它看作是革命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 “
����

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 就是因为中间势力

大多数偏向国民党
。 ’， 〔’ 执

‘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胜利�

一个 当然是靠武装斗争
，

再一个是靠统一战线
。

大

批中间的力量参加过来
，

政治力量的对 比就变了
，

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
。

新中国成立时
，

毛主席
、

党中央很慎重
，

宁可推

迟 日期
，

也 一定要等民主党派人士来到北京再正式

宣告成立
。

不像王明时期建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那

样草率
。

中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
‘

左
’

的产物
，

是

速胜思想在作怪
，

也是没有策略思想的表现
。 ‘

左
’

倾时期根本不懂得才结
、

争取中间力量
。 ” 仁�脚

胡绳对于中间势力历 史作用的分析
，

与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相一致
。

大革命

失败的原因很多
，

但与中间势力倒向以蒋介石为首

的国民党右派密切相关
。 “

在国共合作破裂时
，

中间

派当中的 自由主义者
，

有出来讲话的
，

如
，

上海的胡

愈之等曾发表宣言
，

其他中间派的人并不反对
。

对

于
‘

清党
’ ，

何香凝开始也未反对
，

只有宋庆龄反对

的态度很明确
。

要搞资本主义的人实际上是认为
，

这样干也行
。 ” ��仍在 �� 世纪 �� 年代后期和 �� 年代

前期
，

中国共产党党内接连产生
“

左
”

的错误
。

产生

这些错误虽然可以从认识根源上找原因
，

但发生这

些错误与当时党的主要领 导人把中间势力看成是

主要敌人的判断是有关系的
。 “

王明时代
，

送上门的

‘

统战
’

都不要
。

��引 年本 己 出现了建立统一战线

的时机
，

但
‘

左
’

倾的领导人不加利用
，

丧失了时机
，

直到毛主席领导才加以利用
。 ，
����� 毛泽东在总结中

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时
，

统一战线是其中之一
。

中

国共产党依靠统一战线
，

把大批的中间势力争取过

来
，

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

无产阶级如

果不争取和联合这一广大的中间阶级
，

中国革命就

不能胜利
。 ” 〔�，���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

训中可以看出
，

中间势力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

程中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
。

��世纪 �� 一�� 年代
，

写 中间势力
、

中间人

物在学术界 曾经遭受到严厉的批判
。

特别是江青

等人提出的所谓
“

三突出
” ，

使得中共党史的研究领

域大大缩小和简单化
。 “

文革
”

之后
，

胡乔木提出
�

“

跟共产党合作的人应在党史里面有他们的历史地

位
。 ’，�’ ” 那些

“

跟共产党合作的人
” ，

只是中间势力

的一部分
。

那些不
“

跟共产党合作的人
” ，

要不要研

究
，

胡乔木没有说
。

胡绳提出
，

在写中国近代史和

中共党史时
，

不能只写国
、

共 �个角色
，

还要写第 �

个角色
，

即中间势力
。

胡绳关于中间势力组成
、

特点和历史作用的理

论分析
，

是实事求是的
、

正确的
，

同时也是对传统的

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框架的突破创新
。

�� 世

纪 �� 年代 以来
，

既有以 国民党为主的
“

中华民国
”

史
，

义有以共产党为主的党史著作
，

虽然对中间势力

也做 了研究
，

但还没有全面深入地探讨中间势力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也

应该与时俱进
，

把中间势力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

胡绳关于中间势力的理论
，

拓展了中国近代史

和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
。

这利于科学地总结中国

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历史
，

对于总结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也有很大的帮助
，

并且可

以对新中国成立前 �� 年发生的一些事件
、

历史关

头所发生的逆转
，

给予更加科学的解释
。

为中共党

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和许多有益的启示
，

是胡

绳留给史学界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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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红〕

简讯

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成功举办第五届 ��� 与中国国际学术年会

���� 年 �� 月 �� 日
，

由北京工业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共同主

办的第五届 ����与中国国际学术年会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隆重举行
。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

著名经济学家

成思危为大会发来贺信
，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

中国 上程院院士
、

北京上 业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京文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 长陈准民
，

副校长刘亚等出席开幕式

本届年会第 �次将规模扩展至两岸四地和更�
‘ 一

泛的国际范围
，

与会代表中既有来自教育部
、

商务部
、

国家统

计局等有关部委的领导和专家
，

也有来 自亚洲 开发银行
、

日本东京大学
、

澳大利亚弗林德大学
、

加拿大滑铁卢大

学
、

中国台湾政治大学
、

中国澳门大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复且大学
、

浙江大学
、

中央财经大学等国际研究机构和

高等院校的知名专家学者
，

是历届年会中规格最高
、

人数最多的一次
，

盛况空前
。

���� 年是中国加人世贸组织的第 �个年头
，

作为本届 大会的副主席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

中国主
�

程院

院士
、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京文教授应邀作 了题为《发挥 �了� 作用促进世界经济协调发展 、
的

主题演讲
。

李院长的演讲高屋建领
，

在肯定 � ��� 对全球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

深刻剖析了其自身运

转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

就如何发挥 ��� 最大效能以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进行 了积极的探讨
，

获得 犷

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与共鸣
。

此外
，

来自国家各部委的相关领导以及高校的专家学者 也进行 �精彩的讲演
。

发言嘉宾和代表分别就世贸

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现状 与未来
、

区域经济
一

体化趋势 与中国的角色
、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丁影响

、

多边贸

易体制下中国的贸易战略
、

人世 �年来中国行业 ��
�

放和履行承诺情况
、

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问题
、

中

国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
、

中国服务业开放机遇 与挑战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观点展开了深 人的交流和探讨
、

共同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

提高中国在国际竟争中的实力和地位出谋划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