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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理想 
或是奪權鬥爭？

陳正宜

壹、教學解析

一、檢視教學課程安排

在現行 100課綱中，中國史由一冊增加為一冊半，其中，中共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的相關歷史，安排於第三冊的前半段進行，即高二

上，中國史單元 6。

目前課綱安排如下：

主　題 ╱ 重　點 說　　　　明

（一） 中共黨國體制的建
立和發展

1.中央集權黨國體制的
建立

1-1 說明中共據有中國大陸，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階
級鬥爭，改造知識分子思想；建立高度中央集權、黨領導

一切的國家體制，紮根邊疆和深入社會基層。

2.從混合經濟到 
計劃經濟

2-1 說明中共建立政權以後，以群眾運動方式進行土地改
革、鎮壓反革命，並推動三反、五反運動，擴大公有經

濟部門。

2-2 敘述中共全面推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並經由戶口和配
給制度形成城鄉隔離的二元社會結構。

2-3 介紹中共所推行的三面紅旗運動及其所造成的大饑饉。

3.文化大革命
3-1 敘述毛澤東推行文化大革命及其所帶來的體制癱瘓、政治
迫害、教育倒退和經濟發展的相對落後。

4.人口成長的壓力
4-1 說明在中共政權統治下農民生活的改善、公共衛生的推廣
及農業發展策略，帶來人口快速成長，也造成許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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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8歷史新課綱 ， 中國史與文革相關單元 :

主　題 項　目 條　　目

I現代化的歷程 b.戰爭與和平

歷 Ib-Ⅴ -1 東亞地區人民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經驗。
歷 Ib-Ⅴ -2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及其對東亞局

勢的影響。

歷 Ib-Ⅴ -3 區域合作與經貿統合的追求。

如上表所列，｢文化大革命 ｣的相關主題，在目前高中歷史的教學

中，只佔一節份量，如就時間而言，多數高中老師要在一節課的時間教

完，實在不可能詳述文革的起因、經過與影響，其次就觀點而言，不論

是早期的國編版或現在的 100課綱，各版本多是從與中共對抗的國民黨角

度來看中共的相關歷史，特別是對文革的相關論述，少有參照黨國史觀

之外或海外的較多元史觀之討論與呈現。雖然文革造成的傷害與破壞是

無庸置疑，但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真的是如課本所述，單純的政治鬥

爭就可以解釋的嗎？在課本簡單的敘述之下，同學們如何能透過對中共

歷史脈絡化的理解，去更深入的認識毛澤東與中共的意識型態或堅持為

何 1？如何能從非國民黨甚至中共及國外的角度去思考文革的起因經過與

影響為何？要探究上述問題，或許透過老師的課程設計，找尋不同的資

料、文本，來提供同學們閱讀並思考，可以稍微弭補現行課綱與課本對

中共相關歷史在時數與視野安排上的不足，待 108歷史新課綱於 108學

年度實施後，此種主題探究式的教案設計，也將有更多空間在強調主題

式的中國史必修課堂中施行。

1 中研院士陳永發就認為：中國的共產革命約可分成 3個階段：1.「革命奪權」（從 1921年創黨到
1949年內戰勝利為止），2.「不斷革命」（1949年中共建國後到 1978年），3.「告別革命」階段，
雖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正統與共產黨專政，但理論上已悖離毛澤東「不斷革命」的思想（1978年鄧
小平上台後至今日）。就毛澤東個人領導共產黨的長期脈絡來看，他就是擅長不斷的革命與強調

階級鬥爭的意識型態，毛會發動文革，也是其不斷革命思想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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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什麼要教 ｢文革的起因及影響 ｣？

臺灣高中的歷史教學，長期以來因內容過多，時數有限，往往需

要額外靠老師們的課程設計，運用資料與觀點的鋪陳，才較能引領同學

們思考，並對歷史事件或解釋有更深入的理解，而透過文本資料的閱讀

思考來學習中國現代史，特別是中共的相關歷史，對於現今的高中生而

言，更有特別的意義。首先，文化大革命是對中國大陸乃至全世界都造

成鉅大影響的歷史事件 2，到底文革的起因為何？也就引起許多學者的好

奇，透過與課本不同的 ｢文革起因 ｣論述，希望能幫助同學們 ｢打開教

科書 ｣，進一步思考課本為何這樣寫？而不同的觀點為何？引起同學進一

步去探究真相的興趣。其次，文革之浩劫與紅衛兵的破壞尚殷鑑不遠，

展讀這段歷史，除了感嘆毛澤東與共產黨的專制極權、大陸民眾瘋狂民

粹的荒謬與暴力破壞的可怕之外，也能重新思考鄧小平為何要推動改革

開放政策，而此一政策又與現在的中國現況有何關聯？

最後，108新課綱強調素養導向的教育理念，希望同學們所學能活用

於真實的生活之中，如何教導學生們透過學習這段歷史，省思文革浩劫

的兩大錯誤：1.個人崇拜到罔顧事實，不去問事實到底是什麼？只能隨著

毛澤東不知是為公或為私的指令起舞。2.只有階級鬥爭的邏輯而沒有其

他邏輯，將一切意見不同者都當作階級敵人，不惜製造冤假錯案，殘酷

打擊鬥爭。真的希望同學們能以史為鏡，更能看清政治口號的理想與現

實，培養思考判斷的能力與習慣，進而善用此一素養，避免臺灣也發生

專制獨裁或民眾被不當的煽動和動員的亂象。如能從個人做起，深化民

主而不流於民粹，珍視臺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則此一主題的探討，

將另具促進素養教學的價值。

2 參考材料 3，文革在世界各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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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各點之外，近年來在教學現場，常感到同學們對於學習中

國史興趣缺缺，不論對於中共與中國大陸的觀感如何，臺灣要持續的和

平發展與繁榮，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就是兩岸關係，｢知己知彼 ｣的重要

性，對年輕人來說應該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相關研究回顧

國際間對於文革的研究，集中於毛澤東為何要發動文革，文革給中

國帶來什麼後果以及中共為何要徹底否定文革這些問題，關於文革的起

因，國際間的學者們，主要有如下不同的看法：3

起　　因 說　　　　明

政治報復說
如大部分臺灣教科書中所說，因大躍進失敗，毛退居第二線之後，

他要打倒劉少奇，奪回領導權。

理想主義說
大陸、蘇聯學者認為，文革是為了避免共產黨腐化及右傾，是為了

維繫社會主義理想及永續發展的改革。

2015年，剛好是距文革發動 60周年，結束 50周年，香港、臺灣、

大陸的許多報刊雜誌都有對文革回顧或省思的相關專輯，對於毛澤東為

何要發動文革的真正原因，雖然沒有定論，4但討論與外國學者相同，且

更集中於上表兩個原因。第一：文革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真正烏托邦的

理想。社會主義理想說認為，毛想要超越史達林極權體制，建立一個真

3 除了政治報復說與理想主義說之外，還有思維方式僵化說（美、日部分學者認為，文革會爆發，
關鍵原因是毛澤東注重不斷革命的思維方式 ｢潛意識化 ｣、｢絕對化 ｣的後果），以及建設方式分

歧說（大躍進後，中共領導人對國家路線與建設方式意見分歧，毛主張繼續革命與社會主義烏托

邦路線，劉少奇、鄧小平等主張復興經濟及恢復城鄉的社會安定）。參考成龍著，〈國外毛澤東

與文化大革命研究評析〉，《攀登雙月刊》，第六期（2006年）。
4 文革歷史研究專家卜偉華在《砸爛舊世界》中認為，毛發動文革（的原因），只有毛澤東自己才
清楚。別人都是根據現象推測分析。所以對於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只能根據已發生的事情和

現象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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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長久烏托邦理想社會。有學者認為毛不滿

於史達林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史達林體制往往被視為官僚極權主義體

制，而毛澤東直接不滿於官僚極權主義體制。「毛看到了中共體制與史達

林體制一樣，已經完全走向了群眾反面，成為了他們的敵人，早晚有一

天會被推翻，」另一方面，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雪夫做了秘密報

告，發表《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徹底否定史達林，改變史達林路線，赫

魯雪夫這項舉動在毛澤東看來，解讀成蘇聯變色了，改變後的蘇聯，不

再是過去那個有強人領導的極權體系。5沒有了堅持社會主義共產理想的

史達林，取而代之的是強調「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的赫魯雪夫所領導

下的蘇聯。旁觀蘇聯朝向物質化的後極權「墮落」，毛澤東深感焦慮，他

除了批判赫魯雪夫的作法為「修正主義」之外，也擔心中國共產黨也產

同樣的墮落，毛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

份子，已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6。他觀察

蘇聯的歷史後發現，蘇聯共黨會走向修正主義的路線，正是因為史達林

死後的接班人問題。此時在中國，毛本人也面臨同樣危機：他信心十足

發動的「大躍進」，已被證明為大失敗。1959至 1961年大饑荒導致了至

少 3000萬中國人死亡。在 1962年中共 7000人大會上，毛澤東遭遇黨內

各級官員的許多質疑，國家主席劉少奇脱離官方報告，認為大饑荒是「三

分天災，七分人禍」，公開否定毛澤東的判斷，毛澤東不得不自我檢討。

這次本來是「總結大躍進經驗」的大會，成了大躍進失敗原因的追究大

會，此後毛澤東的政治經濟主張，都被邊緣化。稍後，第一線中央領導

人認為應該發展一些私人經濟，並減少對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及非洲的

援助，在全國範圍內調整政策，提出「三自一包」，允許農民經營自留

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以及包產到戶，在國際範圍內則提出「三和一

5  如下面材料 11中，康生於 1966年的回憶。
6 參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轉引自《文革五十年祭》（臺北：聯經，2016
年 12月），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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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即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革命」都和平相處，儘量減少援助

「世界革命」。這諸多政策與毛澤東引為社會主義正統的「三面紅旗」（社

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直接對抗，他認為這是在發展資本主

義。「物質化墮落」似乎正在變得不可避免。總之，烏托邦社會理想說認

為，為了避免中國走向蘇聯之路，毛澤東決心超越史達林的結局，以避

免在他死後，共產黨走向物質化的右傾之路。這也是他要在其生命的最

後十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他要掃除一切可能讓共產黨右傾、

物質化墮落的人、思想或制度，他試圖建立一套全新制度，完成社會主

義的「長治久安」。

第二是權力鬥爭說。與烏托邦社會理想說不同，權力鬥爭說始終將

權力爭奪、而非烏托邦理想置於最核心位置，特別是大陸地區以外的學

者，如胡平在〈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中所說 :「毛在 1958年搞

大躍進．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犯下滔天大罪，從此作

賊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竄黨奪權，唯恐死後像史達林一樣被清

算，所以毛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以維護自己生前的權力與死後的地位」。7

江青在文革初期明言：「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我們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

革命才出了這口氣」。1964年「四清運動」期間，劉少奇與毛澤東對運動

方式多有分歧。在劉少奇對江青說「不能教條理解毛澤東思想」之後，江

青向毛哭訴。她特意提及赫魯雪夫這個讓毛澤東敏感觸痛的名字，「赫魯

雪夫等史達林死了作報告。如今你還活著，他就作報告了」。在此以前，

毛澤東對江青從政有所約束，而從此以後，江青開始高調走上政治舞

台。事實上，從 1962年開始，毛澤東已經開始準備反攻，此後數年，毛

澤東及其團隊做了諸多準備，而其中最大的準備，便是「造神」。中共中

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分析，「在此期間，毛澤東有很多意識型態鬥爭、批判

鬥爭的輿論準備，通過林彪、劉少奇等鼓吹個人崇拜。到 1965年時，全

7 參見〈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臺北：允晨，2016年 6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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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上下的個人崇拜已經非常厲害。而個人崇拜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讓毛

澤東大展身手。」到了 1966年，反攻時機終於成熟。持權力鬥爭說的研

究者認為，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理想「虛無飄渺」，而權力鬥爭則「腳踏

實地」。在這場黨內最高權力的角逐中，毛澤東宣稱的「抓黨內的赫魯雪

夫」，「防止修正主義」等口號，看上去都難以成立。卜偉華認為「所謂

抓黨內的赫魯曉夫，一個反修，一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都是空洞的，

實際上是針對中央一線。毛給他們加的罪名，完全是主觀的。劉少奇在

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到哪一步呢？中國實行過多少資本主義？這些『帽

子』很荒唐。鬥倒劉少奇才是他的目的」

自政府遷臺以來很長一段時期，國內著作及教科書中關於文革起因

的論述都是採用 ｢鬥爭說 ｣，而最新的蘇聯學者研究則傾向於烏托邦主義

理想說，8同樣的，楊照在為麥克法夸爾的文革專書寫的序言當中表示，

文革的原因絕對不是為了鬥倒劉少奇，因為劉少奇不論在文革前後都

沒有足以跟毛相抗衡的實力。黨機器始終掌握在毛的手中，國家行政機

器，從基層一路上來，都比黨矮一截，劉少奇哪有多大本錢可以對抗毛

澤東？況且如果發動文革是為了鬥倒劉少奇，為何劉少奇垮臺後，文革

還持續多時？文革要破壞的對象其實是共產黨的官僚。9因此，他也認為

理想主義說或其他的原因而非鬥爭說才是文革的起因。隨著當前越來越

多學者專家對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打倒劉少奇的說法提出質疑，提供

不同視角的文革起因資料給同學們閱讀，刺激他們思考，引導同學們辨

識不同觀點資料之語彙與細節，並解根據所閱讀的資料提出自己對此問

題的看法，也顯得格外的即時且有意義。

8 如《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的作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即主張理想主義說。
9 參考麥克法夸爾等著，《毛澤東的最後革命》（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0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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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如何運用這些材料

方案一（1個課時）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及全世界都造成深遠影響。請同學先運用工具 1，

閱讀材料 1、3，看看材料中的描述有哪些句子令人感到好奇或驚訝，對

於文革的影響有何相同或不同觀點，再運用焦點討論法（ORID）分組討

論之後，帶領一次全班討論，讓同學引起動機。為何以前學過的文革歷

史及影響都是負面的，資料竟然也有偏正面的看法？這與發動文革的初

衷有關嗎？再引導同學思考究竟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為何？從教科書

的描述出發，運用工具 2，請同學分析兩段資料對於文革起因的論述為

何？哪一段資料的觀點與課本相近？另一段不同的原因為何？可能是哪

地的教科書？在分組討論之後，也帶領一次全班討論，為何對於文革起

因會有不同觀點？我們能否確定真相究竟是什麼？此方案如時間允許可

再挑選工具 3理想說一段材料，及工具 4鬥爭說一段材料，讓同學們討

論，到目前為止比較認同哪一種看法？為什麼？

方案一　希望培養的技能

1.以證據為基礎的思考與論證
2.質疑教科書與史料

3.仔細閱讀、認真聆聽、分組討論溝通、
表達的能力

方案二（2至 3個課時）

完成方案一之後，接著請同學運用工具 3，閱讀並分析材料 6~11的

觀點，推論這些資料所顯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為何？從哪些字句你得

到這個判斷？這個原因與在臺灣教科書中所學是否相同？有沒有說服力？

如果與教科書觀點不同，我們如何進一步釐清真相？在分組討論之後，同

樣帶領一次全班討論，讓各組都根據資料發表看法。接著請同學運用工具

4，分析材料 12~14，寫下資料所呈現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為何？這觀點

是否與教科書相近？它是歷史事實嗎？或者只是歷史解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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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　希望培養的技能

1.以證據為基礎的思考與論證

2.質疑教科書與史料

3.了解脈絡化及其必要

4.分析並解讀多重文本

5.仔細閱讀、認真聆聽、分組討論溝通、
表達的能力

方案三（5至 6個課時）

完成方案二的工具 1到 4之後，繼續運用工具進行方案三。

請同學運用工具 5，分析毛澤東於 1966年 5月文革前寫給江青的信，

從毛澤東的觀點思考，他為何要發動文革？他一直以來的階級鬥爭觀點

（毛曾提出不斷革命論、革命進化論、中共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先鋒隊，中

共階級隊伍必須清洗，必須純化。以及文革祖緒五四運動，破舊立新，

思想激進化，是打擊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左的最高峰等等）是歷史的必

然或是他的意識型態？為這樣的理由，發動文革，與課本的論述有何不

同？值不值得相信？在分組討論之後，同樣帶領一次全班討論，讓各組

都有代表發表看法，如時間允許，老師也可補充關於此信真偽的討論資

料，帶領同學討論此信真或偽的價值與限制。最後，依據所閱讀材料 1到

15，完成工具 6，短文寫作，寫下毛澤東會發動文革的原因為何？每個原

因中至少根據資料寫下兩個特定細節或引文支持的理由。完成後以小組

為單位，展示各組學習單，並仿世界咖啡館模式，輪流至各組觀摩，票

選自己認為最佳的前三名。

老師在各組發表討論交流完畢後，對此一課題提出個人看法與總結。

方案三　希望培養的技能

1.以證據為基礎的思考與論證

2.質疑教科書與史料

3.了解脈絡化及其必要

4.分析並解讀多重文本

5.仔細閱讀、認真聆聽、分組討論溝通、
表達與寫作能力

6.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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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材料與工具

材料 1：對文革的描述

「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文革結束時，我還是機關幹部，有的時候

都不能吃飽。更何況多少農民，都餓著肚子，沒錢花，沒衣服穿，相當

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吃不飽肚子，好多婦女接受買賣婚姻。人權

狀況很惡劣」，「本來這個國家不需要鬧到這步田地，因為這麼一場文

革，毛澤東一個人搞了他的實驗，弄得幾億人，温飽都得不到保證，就

別說發展了。」

將中國置於戰後國際中，整個 1960年代，二戰後的世界經過 1950

年代的調整，一個大發展時期開始了。「亞洲四小龍」在 50年代調整之

後，抓住全球化的機會，在經濟上迅速發展，並在現代化進程中完成了

轉型。美國在 1975年的 GDP總額是 1957年的 3.2倍。西德在 1951年到

1971年間，GDP增加 5倍。日本則更是在 1955到 1970年間，GDP增長

了 7.2倍。而中國則在「繼續革命」，並因此永遠失去不復到來的機遇。

文革時期的中國，無論是生活水平，還是綜合國力，都大大降低。

來源：端傳媒，《文革對中國造成怎樣的破壞》，https://theinitium.com/project/20160516-
mainland-cultural-revolution-web/#q7。（2015年 5月 16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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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2：對文革破壞的描述

不斷的政治運動，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最大的負面影響，應當還是

在民族的精神層面上。學者指出：「政治運動超越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後

果是，這個社會當中充滿階級對立而極少人情，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中生

存，身心都極其脆弱。」在政治運動的陰影籠罩下，人與人之間的正常

關係受到極大的破壞，人民的群體心理產生歧變。這表現在：第一，不

斷的政治運動，隨時可能降臨被批鬥的厄運，使得很多人長期生活在恐

懼中。持久的恐懼心理逐漸形成群體性的「信任缺失」，而沒有基本信任

的社會，是很難建立現代化社會基礎的。第二，在政治運動中人與人之

間彼此的攻擊和揭發，嚴重破壞了人際關係，進而在很長的時間內會影

響到社會共識的形成，和社會利益妥協的可能性。第三，連續不斷的政

治運動，使得中國人習慣於把自己的道德判斷依附於集體或某種認同，

而無法形成獨立人格，無法進行獨立的思想判斷。這些負面影響，也是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大障礙。

來源：王丹，《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 1月），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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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3：對文革浪的浪漫想法

我的詫異的眼光，看到文革的火炬在全世界引發了激動的回應。在

東京大學，學生佔據系辦公室，批判權威教授，要求教育革命；在法國，

｢巴黎五月 ｣使戴高樂下台，開展了新的思想運動；在美國，民歌復興運

動，言論自由運動、反越戰運動、反種族歧視運動⋯⋯風起雲湧。我讀

著題為〈公社國家之成立〉的日語論文，論證著中國的文革如何體現了

巴黎公社運動中工人起而建造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傳統，宣說 ｢一個新的

人類新的文明新的國家政權正在中國的地平線上升起⋯⋯｣而心懷激動。

來源：劉曉，《意識型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0年 8月），頁
164。

材料 4： 教科書甲對文革起因的描述

經過幾次五年經濟計劃的調整，中國的國民經濟局勢開始好轉，但

是毛澤東對於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越來越嚴重，對中國可能出修正

主義的問題越來越憂慮，於是在 1966年 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

國際上隨著中蘇兩黨的論戰和中蘇關係的惡化，毛澤東認為蘇聯共

產黨已演變為修正主義的黨，資本主義已經在蘇聯復辟，為避免重蹈蘇聯

的覆轍，毛澤東在展開國際反修的同時也不斷強調國內的防修活動。

來源：《上海市高中歷史第六分冊》（出版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98。



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理想或是奪權鬥爭？

201

材料 5： 教科書乙對文革起因的描述

毛澤東因三面紅旗運動失敗，被迫讓出國家主席並退居二線，由劉

少奇與鄧小平（1904~1997）出面，結束毛的左傾路線，並調整經濟政

策，採取部分開放私有資產措施。但毛仍保有「中央主席」（即黨主席）

的身分，與其妻江青（1914~1991）以上海為基地，企圖再憑藉群眾運動

的力量，打倒劉少奇與鄧小平，奪回對黨政的主控權，因而掀起一場政

治鬥爭運動。

來源：邱炫煜等主編，《歷史三》（臺北：全華出版社，2017），頁 83。

材料 6： 推測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

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毛澤東區別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

一個重要標誌。他畢生致力於創造一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當家作主、人

人平等、沒有貧富差別的理想國。包產到戶─這簡直就是一個要徹底打

碎毛澤東理想的餿主意。它竟然得到黨和國家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認

可。這同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批評毛澤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一樣，深深地刺傷了毛澤東。

毛澤東確信，包產到戶制如同允許資本主義復辟，會造成「兩極

分化，貪汙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

烈、工、幹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

來源：顧保孜，《毛澤東非常時期非常事》（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3年 9月），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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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7： 推測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

毛澤東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動情地說：「我多次提出主要問

題，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

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

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

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

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來源：顧保孜，《毛澤東非常時期非常事》（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3年 9月），頁 87。

材料 8： 推測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

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

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

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正確道

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在

中國重演的問題。總之，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即期

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來源：《九評蘇聯共產黨》之九，中國共產黨新聞，中共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9冊，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75/44937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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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9： 推測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

毛澤東真心相信，即使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人還是有惰性、自私自

利，都潛藏貪婪自我，夢想重回資本主義，共產黨也可能跟著墮落。毛

澤東想要改變人類這種天性，改變人們的意識與知覺，所以說是文化大

革命。他透過中共中央對全國宣布：資本主義雖被推翻，但是企圖用剝

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

力求達到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型態領域

裡的一切挑戰，要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一切

資產與剝削階級的意識型態。

來源：揚芬瑩，〈終結資本主義餘毒同志仍須努力──毛澤東的文革烏托邦〉，風傳媒 http://
www.storm.mg/article/59497。（2015年 9月 9日檢索）

材料 10： 推測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

毛澤東認為，人民不需要那些文化，應該要丟掉孔子、孟子等一切

傳統，才能建立理想的共產世界。高等學府裡教的東西，都是有害的，

不該讓學生聽太多廢話；而來自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

舊習慣，從方方面面持續腐蝕人心，必須徹底根除，才能鞏固和發展社

會主義制度。潘佐夫說：大家無私奉獻，不管自己的家庭、父母，毛澤

東是唯一信仰，毛主席就是每個人的父母親，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奮鬥，

這種天性改變很不容易，所以，毛澤東認定，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只

是最開始之後還要有第二次、第三次，所以他的遺言才說，這筆「遺產」

得交給下一代。

來源：揚芬瑩著，〈終結資本主義餘毒同志仍須努力──毛澤東的文革烏托邦〉，風傳媒 http://
www.storm.mg/article/59497。（2015年 9月 9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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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1： 推測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

「文化大革命起源自社會主義陣營裡仍然存在的階級鬥爭意念。這

個意念既是理論又是實踐。經驗已證明，就是在列寧的故鄉─蘇維聯邦

共和國布爾什維克黨已經成為修正主義者。我們二十多年來在建設無產

階級專政制度的經驗，特別是最近發生在東歐的事件，資產階級的自由

主義和資本主義已在那裏復辟了，由此使我們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

會主義條件下進行一場革命的方式是什麼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毛主席發動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康生

來源：潘佐夫、梁思文，《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頁 528。

材料 12： 推測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

一次，劉少奇在大熱天將許多高級幹部集中到人民大會堂講話，講

了一些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便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

說到這，劉少奇看了一眼身邊的周恩來，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

去，就把他趕下去」隨後，他又講了一些更重的『犯忌』的話：「不蹲

點不能做中央委員」、「開調查會過時了」、「基層幹部不會在會上講真

話」。開調查會是毛澤東在革命時代常用的一種工作方法，黨內幹部都知

道。如今，劉少奇卻直言這一套過時。王力回憶：當劉少奇在 1964年 8

月初北京幹部大會上說了那些犯忌的話之後，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訴告狀：

「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才做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

告了。」無疑，江青的這番話對毛澤東是有很大觸動的！劉少奇如此號

令天下，也讓很多高層幹部非常不滿。軍隊方面意見最大，認為劉少奇

在樹立自己和夫人的威望，而不是毛澤東的威望。

來源：顧保孜，《毛澤東非常時期非常事》（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3年 9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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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3： 推測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

隨著大躍進災難的展開，毛澤東對批評自己的人殘酷打擊，以維

護自己作為中共領袖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飢荒結束後，形成了一

些對毛不滿的新派系，為了牢牢把握政權，毛澤東不得不發動文化大革

命，將整個國家搞得天翻地覆。我們永遠不可得知到底是什麼時候毛澤

東決定搞掉劉少奇的，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革所有大躍進期間反

對過他的人的命。最有可能的就是，他意識到他所有聲譽包括他在歷史

上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於是立刻開始計劃消滅這個日見威脅他的政敵。

來源：馮客，《毛澤東的大飢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臺北：INK印刻文學出版，
2012年 2月），頁 16。

材料 14： 推測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

有了對他的狂熱個人崇拜，1965年 11月，毛澤東終於開始了策畫
多年的大報復、大清洗：｢整我們這個黨。｣他仇恨 ｢七千人大會 ｣上迫

使他改變政策的劉少奇、與會者，以及他們代表的中共幹部。毛要大換

班。這一過程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 ｣，簡稱文革。⋯⋯偌大的中國共

產黨中，誰是 ｢走資派 ｣，毛澤東當然不可能心中有數。他知道他要打倒

整個北京市委，這時也已做到了。他也知道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和黨

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但毛並不清楚在龐大的共產黨機構中誰忠於他，

誰追隨劉、鄧和他們的 ｢資本主義道路 ｣他估計自己緊控制了黨內三分

之一的人，未防有漏網之魚，故決心推翻整個共產黨。他相信那些支持他

的人將在大風大浪中湧現出來，倖存下去。套句他的話就是：｢破字當頭，

立在其中。｣

來源：張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 9月），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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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5：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信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了。你還是照魏（文伯）、陳（丕顯）的意

見，在那里（即上海）住一會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

告訴你，自六月十五離開武林（即杭州）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里住了

十幾天（即在滴水洞）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即

武漢），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

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

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段落一）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

是講政變的問題。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

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

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

他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問題是，違心地同意別人，

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段落二）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

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于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

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

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

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

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

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

有些猴氣是為次。（段落三）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

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符。這後兩句，正是指

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的自知之明。今年四月

杭州會議，我表示對于朋友（指林彪）的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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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講的很凶，簡直

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為了打鬼（指

毛在黨內的敵人），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

鍾馗了。（段落四）

事物總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

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

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

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

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

知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段落五）

以上寫的，頗有點接近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

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于我起的作用，覺得

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

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

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

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而後還要有多次掃

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

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

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

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楣了。（段落六）

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

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

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軍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

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

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為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

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

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段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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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改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

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

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一定會利用我的另

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

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

大、清華）盤根錯節，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

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

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還是這兩句老話。（段落八）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1966.5

來源：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1994），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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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1：比較材料 1與 3

一、完成下列表格。

你（妳）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為什麼？ 資料認為文革的影響是？

材料 1

材料 3

二、讀完上述材料，你（妳）感到懷疑或好奇的是什麼？與你（妳）之

前對文革的印象有何異同？

三、請問兩段材料對文革的觀點一不一樣？  如不同，可能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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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2：比較材料 4與 5

一、完成下列表格。

材料認為文革的起因？ 你（妳）判斷的依據是材料中的哪句話？

材料 4

材料 5

二、哪個材料的論述與課本文革起因的解釋相似？為什麼？

三、哪個材料的論述與課本文革起因的解釋不相似？為什麼？

四、你（妳）認為兩段材料解釋不同的原因有哪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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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3：比較材料 6~11

一、完成下列表格。

材 料 認 為　 
文革的起因？

你（妳）判斷 
的 依 據 是？

解釋文革的起因偏向 
鬥爭或非鬥爭角度？

材料 6

材料 7

材料 8

材料 9

材料 10

材料 11

二、上述資料解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有沒有共通性？如果有，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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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4：比較材料 12~14

一、完成下列表格。

材 料 認 為　 
文革的起因？

你（妳）判斷的依據是？
解釋文革的起因偏向 
鬥爭或非鬥爭角度？

材料 12

材料 13

材料 14

二、上述材料的觀點有沒有共通性？如果有，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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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5：分析材料 15

數字代表段落 我的答案 判斷所依據的句子

問題 1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

大治指的？（一）

問題 2
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

誰造成的？（二）

問題 3
毛認為文革的意義

是？（八）

問題 4
毛發動文革的原因

是？（七）（八）

問題 5
毛對他死後歷史發展

的判斷是否正確？

（五）~（八） 

問題 6
文革的結果與毛的初

衷是否相符？（八）

問題 7

對於毛澤東一直以來

將想法不同的人區別

為右派、左派與他發

動文革是否有關連？

問題 8
如何判斷這封信的真

假？

問題 9：請問毛澤東寫這封信的時機 ?他的目的為何 ?在理解文革起因這

個問題上，這封信的價值是什麼 ?限制又是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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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6：短文寫作

請寫下你（妳）認為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的可能答案，運用並引用

所有材料 1~15支持你（妳）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理想或是奪權鬥爭？

215

肆、實作後記

在參與國教院「以歷史閱讀素養為本的高中歷史教學設計與實施」

之研究計劃後，我們每位老師所撰寫的教案，依計劃均安排一次公開觀

課，個人於 2016年 12月 14日，上午第三節，也於南湖高中歷史專科教

室，以任教的 301班同學，用方案一的 1小時教案，進行觀課，當天很

感謝宋老師還有所有出席的計劃夥伴們，一起觀課、議課，提供許多寶

貴的建議。方案一的重點在於先用兩則對文革的評論引起同學們對文革

的好奇與學習動機，接著從兩本教科書文本的閱讀，探討其文革起因論

述為何不同？如同方案一所使用的工具，每張學習單發下後，同學們須

自己先思考答案，完成自己的學習單，接著進行小組討論，大家交流並

統整各組的答案，最後每一組均分享各組的意見與觀察，在各組發表完

後，其他同學可以給予回饋或提問好奇處，讓不同意見交流，刺激大家

思考。當日實作時，同學們對於每一則材料均有許多發想與不同解讀，

聽同學談材料主旨或內容時，如果資料不是這個意思，我就會提問提醒

他們再想想，或者透過提問讓他做更多發現，例如問說這兩則材料的作

者是誰？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意見？記得當天各組，都能講出工具 1的兩

則材料對文革的觀察角度不同，材料 1較偏負面，材料 2較偏正面，原

因可能作者是身在大陸深受其害，與人在海外有距離的美感等原因，影

響了他們對文革的看法。工具 2則進一步展現對於文革起因的不同論述，

取材則是同學們熟悉的教科書，材料 1偏向鬥爭說，材料 2偏向理想說，

同學們都能讀出其中含意，進一步問大家為何有這樣的不同？答案就眾

說紛紜，再問理想說對誰有利？同學們答毛澤東，那這可能是哪裡的教

科書？他們就很快能推敲出可能是哪國的。

工具 1、2的材料有一定長度，當中還有如「巴黎公社」等專有名詞，

所以在議課時及團隊日後的會議均建議將各段「材料」做精簡及註釋，個

人覺得這部分很值得想要操作此教案的老師們參考，材料的主旨清楚，

長短適中，有助於同學們一開始的閱讀理解，透過方案設計達到預期目



216

標後，可以再繼續操作複雜些、長度長些的材料。方案一還有工具 3，分

別是偏向鬥爭說與理想說的材料各一則，與之前工具 2做呼應，刺激同學

們思考這兩者何者較有說服力？原因是什麼？真相是什麼？觀課當天工具

3因時間因素無法全部完成，不過同學們閱讀材料後都對當天一位武陵高

中來觀課的老師提問：「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公還是為私？」討論熱烈，

各組均根據整節課已閱讀的材料踴躍發言，限於時間，無法讓每一組每

一位同學都暢所欲言，但很高興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同學能透過閱讀、聆

聽、對話與思辨，然後提出自己的看法。

整體來說，在實作完方案一後，個人認為閱讀理解為主的歷史討論

課，對於學生的高中歷史學習有相當大的幫助，關於什麼是歷史事實？

什麼是歷史詮釋？ 為何會有不同的詮釋？以及如何追求歷史真相等，在

實作之後，同學們均有較深刻的體會，如果有多元選修課或其他機會，

將所有方案均操作完，相信成效又會更加不同。雖然個人的時間與能力

有限，無法像Wineburg 所設計的教案那麼精彩，但在宋老師的指導與團

隊的多次討論交流學習之下，個人對於如何精細閱讀？如何安排資料？

如何做提問設計等，都學習到許多寶貴經驗，這也是參加此次計劃的最

大收穫。透過國教院設計的課後問卷，很高興看到大部分同學也喜歡並

肯定這樣的上課模式。至於這樣教進度怎麼辦？大考並不這樣考，這樣

教對於考試有無幫助？則更是不少同學的疑問，在升大學考試全面轉換

成素養導向命題之前，要如何在有限時間內，兼顧升學與培養閱讀素

養，或許是對現場教師而言暫時無解的難題。

對於想要嘗試此教案的老師們，個人建議可以考量同學們的學習起

點不同，調整學習單的材料內容及難易度，希望同學們透過材料所欲探

究，發掘的問題，當然也可依自己的教學目標重新調整，如個人此次的

幾個方案設計，是希望同學們思考毛澤東發動文革，有無鬥爭說外的其

他原因。除了帶領同學們脈絡化理解歷史的專業知識與學養之外，此方

案要成功操作的另一個關鍵，是老師們引導與帶領討論的技巧，要能營

造安全溫馨的討論環境，讓大家暢所欲言，也要能透過發問，串連，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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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回饋等技巧，釐清問題並維持討論的秩序與品質，讓深入的閱讀與思

辯在課堂發生，讓同學們對歷史是什麼？與如何學習歷史？有了更不同

的想像，如能完成工具 6，則更能看出同學們在歷史「閱讀與寫作」的素

養上，進步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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