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评一点，不及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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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的宪法草案公布了，说是为的供全民讨论。我现在“只评一点，不及其余”。 
 
宪草开明宗义第一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关于公民的权利，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我们不必重复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天止，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否有权享有这个自由；

从条文上说，这次宪草比之四人帮时代的一九七五年宪法，明显地删除了工人的罢工权。 
 
中国工人（无产阶级）虽然名义上早已是“专政”的阶级，但从未行使过罢工权。一九

五六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个别地方发生少数工人
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实际情形如何，我们迄今无从探悉，毛泽东称这种罢工罢课为“少
数人闹事”，闹事是违反公安法的，拘捕、劳改是了。这种闹事虽然引起毛泽东非常关注，
却并未在宪法上取消工人的罢工权。 

 
宪法是当权派系政治面貌的正确反映，打倒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有反映华国锋政治

面貌的宪法，现在的宪法则充分表现了邓小平的政治面貌，在镇压民主运动之后，在关于
民主权利的条文中，独独删除了“罢工”权，这却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失败后的结果，中国
官僚统治者预先封闭了工人政治斗争的道路。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对官僚主义的统治，越来越不能忍受了，波兰工人的罢

工斗争，有长远的历史经验，这次团结工会的斗争，已从经济斗争演变为政治斗争，在军
管之下并未彻底失败。团结工会是工人独立的组织，完全不同于官方组织的工会（中国的
工会也是官方的，不能代表工人的），罢工是团结工会斗争的手段，工人最主要的武器，它
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作出榜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中共表面同情团结工会，因为
这有利于反苏，实际则深怕团结工会给予中国工人的示范作用，因为几年前的“洋跃进”，
和十年前波兰盖莱克的引进外资毫无二致，现在以波兰为鉴，赶快在经济上下马的下马，
紧缩的紧缩，及时加以补救，但在安抚工人方面（奖金、调整工资）是否有效，还是个未
知数。 

 
民主权利的空洞条文，可以用软硬手段加以控制，工人认真运用起罢工权利，则表示

社会矛盾已接近爆炸点了。 
 
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获得再生的条件，中国无产阶级便在



以后几十年中，从未重整队伍，以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
军队进入城市，无产阶级成为被解放者，政治上并无发言权，只是理论上的“无产阶级专
政”的虚君本位，替共产党一党专政作外衣。现在无产阶级已溶化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中
了，即斯大林的一九三六年宪法中的“全民政权”了，斯大林当时表示：“既然没有资本家就
没有无产阶级，国家便从无产阶级的变成全体人民的了。”现在，宪法草案序言也宣布“剥
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那么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的工人“罢工”，不是“敌视和破坏”社
会主义制度和违反人民利益吗？干脆从宪法上取消罢工权好了，这样一来，工人罢工就是
“反革命”行为，就得用“专政”手段名正言顺地加以镇压了。这确是当前中国的现实，打上了
邓小平政治面貌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