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論文

何為「文化革命」？
——文化大革命發生學再探（下）

●吳一慶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四節已於2023年12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五至九節。

五　兩種「文化革命」：對立的〈二月提綱〉與〈二月紀要〉

在幾乎所有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權威敍述中，《海瑞罷官》事件都被視為是

發動文革的「導火索」，為毛澤東在幕後一手操控、江青秘密策劃執行。至於

為甚麼《海瑞罷官》成為批判對象，這被認為是一石二鳥或暗渡陳倉的謀略：

明面上的矛頭指向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實則針對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而

背後的實際目的是打擊劉少奇和鄧小平。這一說法廣為學界接受，但至關重

要的問題是，應該如何理解這一「導火索」的意義？《海瑞罷官》事件「引爆」的

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引爆」的過程和機制究竟為何？要回答

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考察1966年2月形成的兩份重要文件：〈五人小組向中

央的匯報提綱〉（又稱〈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或〈二月提綱〉，以下簡

稱〈提綱〉）和〈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又稱

〈二月紀要〉，以下簡稱〈紀要〉）。

簡言之，彭真主持形成的〈提綱〉是《海瑞罷官》事件發酵的直接結果。姚

文元發表批判《海瑞罷官》文章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等高官皆

不明就裏，學界起初的反應也相當冷淡，北京各報刊及全國各大報逾半月不

予轉載，引起毛澤東強烈不滿。在毛澤東的干預下，從1965年12月到1966年

1月，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粗暴批判吳晗及其他學術界知名人士的文章，批判

範圍迅速擴大，火力愈來愈猛烈。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組開會討論學術

批判問題，並整理形成〈提綱〉；5日，經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

8日，彭真率五人小組成員赴武漢向毛澤東匯報請示，毛澤東對此文件未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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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學術論文 異議，對於《海瑞罷官》事件也表示了溫和的態度，指示對批評者與被批評者

兩邊都要「寬」1。12日，〈提綱〉作為學術與意識形態批判的指導性文件下達

全國2。

〈提綱〉和〈紀要〉同為意識形態鬥爭的綱領性文獻，不過二者對「文化革

命」的表述與規定有極大差別。〈提綱〉首先在原則上肯定從批判《海瑞罷官》

開始的學術批判：「蓋子揭開了，成績很大」，「這場大辯論的性質，是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大鬥爭」3。

但〈提綱〉主張通過和緩而非急風暴雨、粗暴的方式，有領導、有組織，謹慎

地搞好學術批判，「要估計到這場鬥爭不是經過幾個月，有幾篇結論性文章，

或者給某些被批評者做出政治結論，就可能完成這個任務」。〈提綱〉指示：要

採取「放」的方針，讓各種不同意見都充分表達出來；要擺事實、講道理，堅

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報

刊上公開點名做重點批判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的批准；要形成一支

「革命的、戰鬥的、又紅又專」的左派隊伍，進行學術研究，掌握大量資料，

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水平上真正超過對方；左派

也要整風，要警惕左派走上「學閥」的道路。〈提綱〉強調文化鬥爭的漸進性和

學術性、要以與人為善的態度對待批評對象，以及「左派」不應「武斷」和「自以

為是」，這實際上是在警誡姚文元之類的激進文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

個相對理性、溫和的「文化革命」版本。

可是，幾乎同時產生的〈紀要〉卻勾畫出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景。1966年 

2月，江青主持召開關於部隊文藝工作的小型座談會，主要內容是看電影、看

戲、閱讀文件與材料。據帶領幾位軍隊文宣部門主要官員參會的總政治部副

主任劉志堅回憶，會議期間總共看了三十多部電影和三場戲，另有十幾次個

別交談和集體座談，主要是聽江青表述她的文藝觀點以及對作品的看法。江

青在會議一開始就說：「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

死人統治舞台」，「有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

我們的政」，「現在該是我們專他們的政的時候了」，「現在的論戰，還只是前

哨戰，決戰時機尚未到來」。江青還談了她怎樣給毛澤東當「文藝哨兵」，如何

親自買票下劇場，發現京劇存在很多問題，毛澤東的批示沒有得到貫徹，所

以她要推動「京劇革命」。她還講到推行京劇改革遇到的困難，北京市委不支

持4。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結束後形成的紀要，陳伯達、張春橋等人參與修

改、整理。毛澤東也高度重視，多次審閱、修改，並將標題定為〈林彪同志委

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5。

〈紀要〉全文共一萬餘字，其中提到「文化革命」或「社會主義文化革命」、

「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十四次，「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意識形態

領域裏的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形態的革命」各一次；文中亦十數次提到文化

戰線中的「兩個階級的鬥爭」、「兩條路線鬥爭」、「興無滅資的鬥爭」等，這些

提法的內涵基本大同小異。〈紀要〉全面和系統地闡述了文化領域階級鬥爭的

尖銳性、必要性和緊迫性，這是一個激進版本「文化革命」的綱領性文獻。〈紀

要〉指出，「近三年來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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