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六．四运动三十周年 

  

佚名 

  

鲁迅先生说：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去。 

  

六月四日，是个敏感的日子。三十年了，每到这一天，修正主义统治

集团都如临大敌，动用一切手段维稳，生怕再一次发生那样的运动，

恨不得将这一天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然而，流血的记忆是抹不掉的，

法西斯的罪行也是抹不掉的。人们不会忘记，――那天，武装直升机、

坦克、装甲车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轰鸣，无数冲锋枪和机关枪则对准

无辜的学生疯狂地扫射，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骇人听闻的六．四惨案。

有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依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说法，说学生是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充当了“自由资产阶级”的炮灰。将这笔帐

算到学生头上，学生造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反，――何罪之有？――

有罪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他们罪恶滔天。

为了纪念这个流血的日子，有必要纪念那些为反抗修正主义统治集团

而流血牺牲的学生，有必要为英勇的学生们洗去身上的污水，还历史

的本来面目。 

  

一、关于六．四运动的性质 

  



1979 年到 1989 年，是“改革开放”的十年。十年间：通过了《关于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

然而，“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为了继续欺骗广大人民群众，以达到

“打左灯、向右转”的目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依然打着毛主席的旗

号行事。事实上，毛主席早已经被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打得粉碎了。农

村经过“改革开放”，解散了人民公社，小生产得到“解放”，“大批

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城市经过“改革开放”，实行厂长（经

理）负责制，党员实行“属地化管理”，广大党员的作用被边缘化了。

鼓励干部“下海”，社会上“官倒”横行，官商勾结，“皮包公司”如

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尤其是昔日达官贵人的子弟（所谓“太子党”），

利用老子的权力，倒买倒卖，大肆敛财。当年的《人民日报》在《元

旦献词》中也不得不承认：“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

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这样

的“改革开放”，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正是在这样的

国内背景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六.四运动。 

 

 

 

有的同志认为六.四运动的性质“是自由资产阶级反对官僚资产阶级

的斗争”。 

 



 

 

“自由资产阶级”，根据建国前毛主席的手稿，“自由资产阶级”是指

民族资产阶级。建国后，由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自由资产阶

级”已经不复存在。改革开放截止到 1989 年，始终是官僚资产阶级

占据统治地位，社会上即使出现了一些“企业家”，也并未形成一个

所谓的“自由资产阶级”。 一些“企业家”恰恰是借助于“改革开放”

的政策才“富”起来的。也可以说，这些“企业家”是修正主义统治

集团一手扶植的。当时，这些“企业家”对党和国家感激还来不及，

何来矛盾一说？将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内部的个别人物说成是“自由资

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不符合实际的。例如：将赵紫阳说成是“自

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赵是忠实执行邓

的改革路线的，始终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始终是修正主义统

治集团的干将。赵在六.四运动期间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不过是一句大实话而已。赵之所以这样说，并表示同情学生，

无非是怕日后遭到人民的清算，为了洗刷自己的历史罪责，所以在关

键时刻把邓推到“风口浪尖”。正因如此，当年《关于赵紫阳同志在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说：“赵紫阳在党和国家

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 

 

 

 

说“主导成分是当时代表自由资产阶级自由派“民运”分子，而不是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虽然不是六.四运动的“主导”，所谓“民运”分子也并不是

六.四运动的“主导”。六.四运动的“主导”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

人民群众。 

 

 

 

六.四运动波及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甚至波及到边远地区的小城

市，运动的主体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一些教师和市民也参与了那场运

动，但毕竟不是主体。所谓“民运”分子不过是极少数宣扬所谓“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陆续跑到国外去了，在他们

看来国外毕竟比国内“民主”。将这些人说成是运动的“主导成分”，

实际上夸大了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六.四运动波及全国几十个大、中

城市及边远小城，不可能每个城市都有所谓“民运”分子坐镇指挥，

所谓“民运”分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六.四期间，笔者所在

城市的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包括部分教师也到大街游行，打出“反对

腐败”、“惩治官倒”、“反对物价上涨”、“我们拥护真正的共产党的领

导”、“我们拥护真正的社会主义”。沿途，许许多多的市民都为他们

鼓掌并与他们共同高呼口号。由此可见，六.四运动代表了民众的呼

声并得到民众的拥护。六.四运动被“平息”之后，修正主义统治当



局便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从此，人民群众便

彻底失去了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力。 

 

 

 

 

 

 

二、关于六.四运动的革命性 

 

 

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相互联接，构成社会

的总体。 

 

 

 

说“资产阶级在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

已经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仅仅看到了矛盾的

普遍性，而没有看到矛盾的特殊性。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消灭地

主阶级之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人民群众依然面临着反对新殖

民主义、帝国主义尤其是霸权主义的斗争。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反对

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尤其是霸权主义，就是应当解决的主要矛盾。

前苏联修正主义上台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与修

正主义统治集团的矛盾。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用

毛主席的话来说，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

勒式的专政。”对于前苏联来说，推翻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就是

应当解决的主要矛盾。研究任何事物，都应抓住主要矛盾，这样才能

把解决矛盾由一个中心环节转移到另外一个中心环节，由一个过程推

向另一个过程。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

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从每个国家的具

体历史条件出发，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原则，即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六.四运动斗争的主要矛头始终指向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

上动摇了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虽然最终被“平息”，却使广大人民

群众进一步看清了修正主义集团凶狠、残暴的真实面目，无疑是一次

深刻的“政治体验”，对于今后反对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斗争是不可

或缺的。 



  

三、关于六．四运动的意义及教训 

  

六．四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人民群众自发地与修正主义统治集

团进行斗争的群众运动。 

  

六．四运动的矛头指向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使他们不得不撕去“革命”

的伪装，动用专政工具，对青年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平息”六.四，

标志修正主义的执政党彻底堕落为法西斯政党。不承认基本事实，将

六.四运动说成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是站在貌似“公允”的

立场，否定那场斗争的革命性，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为修正主义统治

集团镇压人民洗刷罪名，扮演着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辩护士的角色。 

  

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走“改革开放”的道

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然而，从 1979

年到 1989 年，十年“改革开放”，从反面教育了群众，使群众开始意

识到“改革开放”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使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最先觉

悟的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代表人民的意愿，自发地组织起来

与修正主义统治进行斗争。斗争开始是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静

坐、绝食的形式进行。而在斗争后期，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民众则



设置路障、对镇压进行反抗，最后喊出打倒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代表人

物的口号。 

  

至于几个跑到国外的参加六．四运动的学生代表，不过是北京一些高

校学生游行示威、静坐、绝食活动的串联者、组织者。从全国来看，

这些人并不是运动的领导者，也称不上“学运领袖”。六．四运动的

主力军是广大青年学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自发地组织起来，并

投入到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从全国来看，全国各个高校的青年

学生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没有学生们公认的“领袖人物”，更

没有统一的“纲领”。所以，说“自发”运动是符合实际的。 

  

六．四运动标志是在修正主义法西斯统治下，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人

民群众在政治上的觉醒。 

  

这一点可以在当时的横幅和口号中体现出来。许多地方的学生，纷纷

打出“我们拥护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拥护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

“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坚持社会主义”。同时，还有游行的民

众手持毛主席画像，高呼“毛主席万岁”。从中完全可以看出，当年

的广大学生（包括部分民众）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并没有认识到这

个党在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之后，性质便发生根本改变），也并不

是要搞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希望“社会主义的回归”。从某

种意义上说，学生与部分民众只是要求对社会进行“改良”。这种“改



良”的愿望与诉求，显然要触动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所以

遇到殊死反抗。之所以“平息”六.四，就是“大官们”要保护既得

利益，是出于阶级本性的必然选择。事实证明：对修正主义统治集团

寄予任何“改良”的愿望，都只能是幻想。 

  

毛主席指出：“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

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

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

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六．四

运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六．四运动标志着民众的觉醒，并开始走上反抗修正主义反动统治的

道路。 

  

尽管六．四运动被“平息”，然终究动摇了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多

行不义必自毙”，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倒行逆施，罪恶滔天，必然在

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速灭亡。 

  

六．四运动告诉我们：在中国，“街头革命”的道路走不通。六．四

运动中，学生们手无寸铁，斗争形式也只是请愿、静坐、游行示威，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次不成功的 “街头革命”。然而，即使是那样

的“街头革命”也为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所不容。在飞机、坦克、装甲



车和机关枪面前，这样的“革命”不堪一击。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

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

命的一般规律。在反对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斗争中，也只能遵循这一

规律。推翻修正主义法西斯专制的斗争，必然是天下大乱伴随着流血

的斗争。重建社会主义，也必然是天下大乱并伴随着流血的斗争。阶

级的大搏斗必然是极其惨烈的。 

  

在工人阶级没有成为自为阶级的情况下，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六．四

运动之前，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法西斯面目并没有全部暴露，还没有出

现诸如：城市工人下岗，农村土地流转，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出现

两亿倍受剥削与压迫的农民工等等。同时，由于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

欺骗，广大民众包括工人阶级暂时看不清修正主义上台的本质，还没

有觉悟起来。六．四运动由于是青年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可谓先天

不足），广大民众并没有积极地投身其中，并不是运动的主力军，且

没有工人阶级的引导，尤其是没有革命党的正确领导，所以失败在所

难免。 

  

六．四运动虽然被修正主义统治集团镇压下去了，但是广大人民群众

不会忘记那些热血青年。六．四精神是不会死的。今天我们纪念六.

四,就是要发扬当年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安危和民族未来，以天下兴亡



为己任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勇于斗争、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与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 

 

 

如今，历史的进程正在加快，无产阶级的觉悟正在逐步提高，并逐步

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发展，广大民众也逐步看清了“特色社会主义”

的真实面目，自身的“政治体验”更加深刻。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还是用毛主席的话作为文章的结尾：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