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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真相   传递美好未来

民国文学大师梁实秋
为何反对共产党？

退党（团队）方法

1. 请拨打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电话：

001-866-697-6570

热线电话：001-702-873-1734

2. 请翻墙登录退党网站在线办理“三退”：

santui.tuidang.org。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退

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3. 用海外邮箱发送电子邮件至

tuidang@epochtimes.com。

4. 也可把“三退”声明写在纸上贴出去，有

条件时再上网声明。

注：中共对退党热线做了手脚，电话接通后

有录音告知：“这是空号，请不要打这个电

话。”请别上当，不要挂电话，很快就能接通，

请相互转告。

看中国

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杂志上，梁实

秋曾发表过《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

专门谈了他对共产党的看法，明确表示“我

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 

其一 共产党信奉阶级斗争 蔑视于民

族精神

梁实秋说他最不满共产党的是这一点。“共

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

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

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

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 

其二 共产党仇视私有资产

梁实秋说，“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

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

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

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

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

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

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

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

所不能赞成的。” 

其三 共产党反民主

梁实秋认为，共产党在政治上主张一党专政；

在思想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

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 

在梁实秋看来，民主宪政也许不是最有效率

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

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

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

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

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

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

车。所以，他站在民主的立场，反对共产党

的一党专政。 

梁实秋说，“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

作为一党的党义，XX 党自有在其党内宣传并

要求党员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党外的每

个人接受。加入共产党，不犯罪；信仰共产

主义，不犯罪；组织共产党团体，宣传共产

主义，亦不犯罪，因其未作武力扰乱故也。

共产党人或信仰共产主义者若以暴力扰乱程

序攘夺政权，则是犯罪，当明正典刑。” 

梁实秋对俄国共产党压迫本国人民思想十分

反感。他说，“俄国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

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

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思的观

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

与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他实在没有法子，

但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

种莫须有的关系。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

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 

梁实秋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更是极度厌恶。

他说，“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

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

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

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

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

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

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

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

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

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

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

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

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

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

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 

梁实秋在近一百年前发表的这些意见，如今

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梁实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