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級 

歷史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課題一：建國至 1978 年間的內政與外交 

第三章：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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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革起因 

- 1961 年後，劉少奇等人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為方針，推出「三自一包」政策，稍為恢復經濟。 

- 三自一包是指農民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農民承包生產及按協議分成）。 

- 劉少奇的經濟調整政策，挽救了三面紅旗造成的困境，威望大增，引起毛澤東猜忌。 

- 雖然三面紅旗失敗，但毛澤東仍然認是正確及有成績的，而劉少奇認為是導致三年經濟困難，惹起毛氏反感。 

-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等人的經濟調整政策是背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資本主義的復辟。 

- 他決心要清除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段司令部」，利用民眾的威望奪回權力。 

 

二、文革經過 

2.1 文革開始 

- 文革首先於文化領域開始，然後再推展至黨及政府機關領導層。 

- 1965 年，毛澤東授意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姚文元，點名批評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北京副市長兼歷史學者吳晗。 

- 將文藝問題提升為階段鬥爭，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 1966 年 5 月 16 日，毛澤東透過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將文革由文化界推至政界，標

誌文革正式展開。 

- 毛澤東指示整肅「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意圖發動民眾替他奪回權力。 

-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以批鬥走資派及反動學術權威為名，進行奪權行動。 

- 小組成員分別有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及姚文元。 

- 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煽動群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層。 

 

 

 

 

 

 

 



2.2 紅衛兵風潮 

-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率先組成紅衛兵鼓吹在思想、文化、風俗方面「破四舊，立四新」及對毛澤東盲目崇拜。 

- 各地學校紛紛仿傚組成紅衛兵，依從毛澤東「罷課鬧革命」的指示。 

- 毛澤東八次會見紅衛兵，各地紅衛兵互相串連。 

- 1966 年 8 月，毛澤東身穿軍裝，配戴紅衛兵臂章，於天安門接見百萬以上的紅衛兵。 

- 紅衛兵此後更加肆無忌憚，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以暴力手段對付學校領導、黨政幹部及知識份子。 

- 1967 年，上海王洪文以革命委員會奪取市政，各地爭相仿傚，此時期的紅衛兵稱為「造反派」。 

- 1968 年，二十九個省市均設有革命委員會。 

 

2.3 上山下鄉 

- 紅衛兵勢力愈來愈大及不受控，不同派系發生武鬥，而且毛澤東已奪權成功。 

- 毛澤東下令復課，並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取締紅衛兵，以掌握局勢發展。 

- 1968 年 12 月，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於農村勞動，以分散紅衛兵力量。 

 

2.4 林彪叛黨 

- 1968 年，劉少奇被撤銷一切職務，革除黨籍，並被軟禁；鄧小平則被下放江西。 

- 1969 年，林彪因支持文革而成為毛澤東接班人，更被列入黨章規定內。 

- 林彪權力急劇擴張，引起毛澤東猜忌。 

- 1971 年，林彪暗殺毛澤東失敗，倉皇乘飛機出逃，在蒙古墜機身亡。 

 

 

 

 

 

 

 



2.5 批林批孔 

- 林彪事件後，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兼掌中共中央事務。 

- 因得毛澤東支持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組成「四人幫」，意圖奪取周恩來權力。 

- 1974 年，江青發起「批林批孔」運動，表面是肅清林彪於黨內影響，實際是針對周恩來。 

- 同年，周恩來病重，毛澤東重新起用鄧小平為國務院副總理。 

- 鄧小平因糾正文革錯誤，惹起毛澤東不滿，四人幫藉此攻擊鄧小平。 

- 1976 年 1 月，周恩來病逝。 

- 4 月 5 日，群眾聚集於天安門悼念周恩來時，遭政府武力清場，史稱「天安門事件」。 

- 鄧小平被整肅，撤銷一切職務，只保留黨籍。 

 

2.6 文革結束 

- 1976 年 9 月，毛澤東病逝，四人幫失去依靠。 

- 總理華國鋒得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等人支持下，逮捕四人幫。 

- 四人幫被逮捕下獄，被視為文革的結束 

 

 

 

 

 

 

 

 

 

 

 

 



三、文革影響 

3.1 政治方面 

- 重要機構之大批幹部被整肅，政治人才凋零。 

- 意識形態鬥爭壓倒經濟民生，政府無法正常運作，接近無政府狀態。 

- 中共連串政治運動暴露黨政權鬥的不堪，使民眾響應政府號召熱誠大減。 

 

3.2 社會方面 

- 紅衛兵無法無天，互相武鬥，社會秩序大亂，窒礙法治的建立。 

- 民眾互相檢舉揭發，倫理道德蕩然無存。 

- 群眾分黨分派，社會嚴重分化。 

 

3.3 經濟方面 

- 大批青年及幹部被下放農村，生產力嚴重傾斜，城市經濟瀕臨崩潰。 

- 重新推行人民公社，生產效能低下，物資短缺。 

- 革命期間，工厰停工，令國家損失至少五千億人民幣，與發達國家差距進一步拉大。 

 

3.4 文教方面 

- 大量知識份子遭批鬥，批評政治成為禁忌。 

- 提倡政治意義的「樣板戲」，使文藝趨向一元，扼殺創作。 

- 「破四舊」、「批孔」等運動主張破壞文物、典籍，嚴重影響文化之傳承。 

- 學校停課，青年下鄉，耽誤學習，人才出現斷層。 

- 政治掛帥，教育及科研停滯整整十年，大幅落後於外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