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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盡 100%努力。 
要突破自己，就要起碼每次盡 120%努力﹗ 

文化大革命在哪些方面為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轉變？試參考 20

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解釋你的答案。 

 

「根本性的轉變」即事情發生前後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是轉捩點的意思。

文化大革命(1966-76)歷時長達十年，對中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但與此同時亦

令中共作出了重大的變革，使中國在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等方面均出現了翻

天覆地的巨變，情況與文革前的完全迥然不同。 

 

主旨句 政治方面，中國由文革前的階級鬥爭不斷轉變至後來的階級團結，

帶來了根本性的轉變。// 核心點前的情況 文革前，毛澤東提出「以階級鬥爭為

綱」的方針，剷除貪腐及反動勢力，例如在 1951-52年推行三反五反運動，打擊

貪污、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分子。甚至，毛澤東於 1965年起草了「五一六通知」，

號召群眾批判「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將矛頭指向劉少奇，結果引致了文

革的出現。// 核心點及核心點後的情況 然而，由於文革帶來了慘痛的教訓，當

時中國處於 10年的政治鬥爭，使國家和地方的政黨機構陷入長期的癱瘓。加上，

文革期間許多人顛倒是非，如林彪、四人幫等，結果政變、鬥爭不斷，更加使人

民產生「三信」危機，嚴重影響到中共統治。文革後，鄧小平明白到階級鬥爭會

導致中國處於動盪、混亂局面，不利於建設中國現代化。因此，其於 1978年第

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轉而團結全國官民，將重

心投放於經濟建設，令中國在文革後的政治狀況漸趨穩定。// 對比(~20%) 相比

之下，文革前的中國階級鬥爭不斷，毛澤東不斷號召人民進行革命以剷除反對勢

力，令政治局勢動盪不穩，但文革的慘痛教訓令鄧小平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

而呼籲人民階級團結以發展經濟，使中國政治穩定下來，可見文革為中國政治帶

來了蛻變。 

 

經濟方面，中國經濟由文革前的自給自足走向文革後的改革開放，帶來了根

本性的轉變。文革前，中國實行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主要透過集體化生產，以

提高生產力，如於一五計劃時期(1953-57年)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加強農民

之間的合作；大躍進時期發動「全民大煉鋼」，憑藉自身的人力及技術大規模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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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即使劉少奇時期(1961-65年) 曾提出「三自一包」，放寬農業上的生產，但自

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卻沒有出現過改變，中國與外國經濟往來甚少。然而，由於文

革期間人民忙於批鬥以致忽視經濟生產，在文革的十年期間，估計就令中國的國

民收入損失達 5000億。文革後，鄧小平決心振興中國經濟發展，放棄了過往自

給自足的模式，於 1978年提出改革開放，陸續開放不同的城市與外國進行貿易，

例如深圳、廣州、廈門等，同時放寬對於經濟的控制，例如於 1978 年實行「農

業承包制」，放棄集體化生產，甚至將剩餘糧食對外銷售，大大刺激了中國經濟

的發展。相比之下，文革的中國經濟實行自給自足模式，強調集體化生產，但經

歷文革後的中國千瘡百孔，鄧小平為刺激經濟發展而轉行改革開放，增加與外國

經濟往來，亦轉而提倡個體化生產，可見文革的確是中國經濟模式的轉捩點。 

 

教育方面，中國由文革前的輕視教育轉變至往後的重視教育，帶來了根本性

的轉變。文革前，教育不受重視，因毛澤東推動現代化側重群眾力量，忽視專業

知識，例如「大躍進」的特徵就是缺乏技術與知識投入，依靠群眾力量進行建設。

儘管劉少奇時期曾一度恢復強調教育的重要性，釋放過往被列為「右派」的知識

分子。然而，至文革初期，知識又被視為反動思想的源頭，「讀書無用，愈讀愈

蠢」等論調瀰漫全國，令學童荒廢學業，缺乏知識及專業技能。文革對教育帶來

嚴重負面影響令鄧小平清楚知道中國不能在缺乏教育基礎的情況底下強大起來。

因此，在文革後，鄧小平極力提倡教育的重要性，強調教育是實現中國「四個現

代化」的基本條件，不但恢復全國學院，包括 60所重點高等學校的運作，並新

增多 28所高校為重點大學，使國家於 1978年已確立了 88所重點大學。此外，

更推行普及教育，例如於 1986年推行《義務教育法》提供 9年免費教育。相比

之下，文革前的中國輕視教育，教育發展至文革期間甚至幾近癱瘓，但文革的慘

痛教訓卻使鄧小平重提教育的重要性，更視教育為國家發展的根基，令基礎及高

等教育重新得到發展，可見文革令中國教育發展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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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方面，文革是中國由封閉走向多邊外交的轉捩點。文革前，中國採取一

邊倒外交，側重與共產主義國家建立緊密關係，但則敵視資本主義國家，例如參

與韓戰(1950-53 年)以對抗美國與南韓，結果令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長期交惡。

更甚，自 1950年代末起，毛澤東又與蘇聯領袖赫魯曉夫不和，中、蘇關係決裂。

然而，至文革時，雖然文革初期中國極端反外，因紅衛兵往往視外國事物與資本

主義相關，結果衝擊外國使館，以致與外國關係跌至谷底。正正基於中國外交陷

於極度孤立，令毛澤東於 1970年代初開始與外國改善關係，例如憑藉乒乓外交

(1971 年)緩和了與美國的關係，及後於 1972 年與日本成功建交，開始改善了與

外國關係。文革後，中共放棄了階級鬥爭方式建設中國，轉而提倡改革開放，結

果令中國與外國關係進一步改善，例如中、蘇關係於 1989年實現正常化及中、

(南)韓於 1992年建交等。至 20世紀末，中國基本上已修補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

係，走向多邊發展。相比之下，文革前的中國外交處於較封閉狀態，與多國關係

交惡，但隨著文革令中國外交孤立狀況陷入困局，反使中國嘗試與外國改善關係，

更於往後改革開放時期積極改善關係，發展多邊外交，可見文革的確為中國外交

帶來了根本性的轉變。 

 

總括而言，雖然文革對中國而言是「十年浩劫」，但往後鄧小平政府積極汲

取了文革的教訓，作出了重大的變革，使中國在上述各方面均出現了根本性的轉

變，是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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