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温《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徐 春

无论我们走得再远，也要记住来时路上的初心。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于 1949 年 8

月 1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会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关于重大问题认识的启迪，为

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历史借鉴和方法指南。

1

20 世纪 20 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确立，从国民党上台执政到它被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所推翻，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局和中外关系处处充满变数。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毛泽东认为，

无论国际形势怎样演变，外部力量也不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影响。同时，中国革命追求国家独立、民

族解放和维护人民利益的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同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至于这种矛盾和冲

突的表现形式、尖锐程度和持续时间则取决于双方的政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进程。在辽沈、淮海、平津

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眼看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

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

1948年 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10月，

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

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

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要对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

责任”，没有同意这样做。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胸有成竹地说，美国政府应劝

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

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随即，

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此后，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

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

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

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

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

分天下的局面，或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划地自保。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

到“划江而治的目的”的“和谈”阴谋，1948年 12月 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新年献词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

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针对少

数人在革命态度上的模糊和动摇，1949 年 1月 14 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

声明》。声明强调，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

战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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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非外部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外部势力直接出兵干涉，

也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1949年 4月 23日午夜，第三野战军第 35军由下关经挹江门进入南京，将

红旗插上“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此时，仍留在南京观望的司徒雷登，“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

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

个人主义者们也一起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

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到了 1949年五六月间，司徒雷登与他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曾多次同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

长黄华秘密接触，试探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黄华告诉他，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

的关系，停止援助蒋介石。6 月 8 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前到北平见周恩来。

并称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现在很难作出正式表示，此需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司徒雷登需要知道中央更

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第二天，中共南京市委将此情况电告中央。6月 14日，周恩来以

中央名义电告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

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终因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司徒雷登北平之

行未能成行。

在此情形下，1949年 7月 5日，中共南京市委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要求，立即通知司

徒雷登，美使馆飞机试飞与离境返回美国路线的三条规定：一是试飞地点为南京市西南郊旷野上空，试飞

区域长宽十英里，高度 50呎上下，试飞时间为一小时半。二是离境路线由南京起飞后直线向东，保证起飞

后一小时零十分之内完全飞出中国国境。三是试飞时，为免使市民惊扰，拟在报上登一消息。

正当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1949年 8月 5日，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的途中，

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 7月 30日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作为该

书的序言一起发表。白皮书的正文分为八章，叙述了从 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

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

期至 1949年的 5年中间，美国实施的对华政策，共 1054页、100多万字。其主要意图：一是对内平息国

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二是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

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

三是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使者的形象。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

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8月 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编辑部就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

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社评。8月 14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章。毛

泽东高瞻远瞩地指明：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那就是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

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

时代……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

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

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

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内一部分具有

“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他意味深长地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

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

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帝国主义凶恶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

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因此，毛泽东提醒人民必须“：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

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与此同时，毛泽东告诫人们说：“‘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

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

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

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

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

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

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

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接着，毛泽东又一针见血地说道：“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

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

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

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

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

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

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为了进一步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教育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对美国存有幻想和糊

涂思想的人，使他们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从 1949年 8月 18日至 9月 16日，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

接连为新华社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

破产》4篇载入史册的檄文，其镜鉴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通过对白皮书的透彻分析，使人们能够全面的、清

醒的认识中美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

民的关系，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采取的正确态度。特别是

对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如何正确认识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上给予了指点迷津。从这个意义上

讲，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正如毛泽东所说：“司徒雷登走了，

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其次，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

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和“有错误思想的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

向国民党提供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以争取更多的中间

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

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

的人进行说服工作”，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同时，还正告那些干涉中国内

政者，要“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

关系的政策”，才是人间正道。

再次，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旨在檄告天下：白皮书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

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也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

一方面，白皮书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

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另一方面，白皮书为在重大历史关头，进一步认

清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教育人民认清真相、分清敌友，提供了历史教科书。同时，也告诫全国

人民在全国平定以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仍将在中国“破坏和捣乱”，我



们务必要时刻提高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