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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在 19 4 5年选举中失利原因评析

戴 德 铮

19 4 5年是英国保守党领袖
、

内阁首相温斯顿
.

丘吉尔的历史生涯中
“

声名赫赫
”

的时期之

~
,

人们给他盖 以
“

战时英雄
” 、 “

领导英国度过
`

光荣时刻
,

的人
” 、 “

祖国掌舵大师
” 、 “

时代

的天才
” 、 “

反法西斯著名领袖
”

等等桂冠
。

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的一般规律
,

执政党的领袖威望达到鼎盛时期举行大选
,

连选连任的

可能性最大
。

对于 1洲 5年 7月 5 日开始的国内大选
,

丘吉尔和保守党人也自认为稳操胜券
。

在波茨坦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的间隙
,

丘吉尔充满信心回国欢庆胜利
,

以至于行李中的日常

用具都没让下属带回
, “

他相信自己会 回来的
” 。

当时
,

英国和世界著名的评论家
、

观察家也

估计
,

丘吉尔必胜
。

连斯大林对丘吉尔再次组阁也充满信心
。

然而
,

历史开了丘吉尔一个不大不小的
遥̀

玩笑
” 。 7 月 26 日

,

选举结果一宣布
,

世人震惊
,

工党获胜
,

在下院得 3 93 席
,

保守党及其追随者一共才得 2’1 3席
。

一夜之间
,

使丘吉尔从
“

全国

领袖下降为一党领袖
” 。

他
“

悲痛万分
,

坐在那里呆若木鸡
,

甚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

①

丘吉尔竞选的失败
,

看起来出人意料
,

却也是英国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

列宁说过
: “

判断历史的功绩
,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姆哗哪体所琴枣的枣酉
,

而是根

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捍你了新的车酉
。 ”

②丘吉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内阁首相
,

比他的

前辈提供 了哪些新的东西呢 ? 不可否认
,

领导英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起打败德意法西斯
、

制

约 日本法西斯方面
,

是
“

卓有建树
”

的
。

为此
,

统治阶级
“

感谢
”

他
,

给他种种荣誉
, “

捧来
”

了

各种
“

桂冠
” ,

这些对丘吉尔来讲当之无愧
。

但不应忘记
,

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

决定英国统

治根基的是英国垄断资产阶级
。

他们对当权
.

人物的要求
,

是从能否连续不断的获取最大的利

润
、

巩固自己的地位
、

维护其世界霸权为出发点的
。

战时
,

丘吉尔及其内阁使垄断资产阶级

发了一笔战争财
,

其利润从1 9 3 8年的 1 36 8百万英磅猛增到 1 9 4 5年的泌9。百万英磅③
。

然而 以下

令人生畏的事实
,

又使得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抛开丘吉尔
,

另寻代理人
。

.

其一
,

英国由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富国
,

降为内外乞怜的二等角色地位
。

众所周知
,

英国的世界猫权是建筑在雄厚的经济实力上面的
。

尽管经过第一 次 世 界 大

战
,

英国的经济基础从顶峰跌落下来
,

但也应看到
,

经济力量的衰落比起革命引起的政治上

的突变
,

毕竟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
。

因而
,

一战后英国在经济上所拥有的力量仍然不可低

估
。

英国的煤
、

生铁
、

钢产量仅次于美国 , 对外贸易
,

到二战前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 资本

墉出
,

仍占资本主义世界的首位
。

列宁称一战后的英国
“

是世界上第一个富国
”

④
。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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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

英国的经济优势已基本丧失
。

战争中英国死伤军民 76 万
,

其中大多

数是垄断资本家赖以榨取最大剩余价值的青壮劳动力
。

战时德国法西斯的空袭
,

仅使英国商

船
、

货物等就损失约 30 亿英磅
。

战争期间的军费支出 2 50 亿英磅
,

用去了战前黄金美元储备的大

部分
。

庞大军费开支
,

使英国债台高筑
,

国债从 1 9 39 年的 72
.

4” 亿英磅猛增到 1 9 4 5 年的

21 .4 7 3 1亿英磅
,
外债达知亿英磅

。

其电除关国 .6 5亿美元外
,

还有耳附属国
、

殖界地的 1 4。亿

美元
,

英国从债权国变为大债务国
。

战争又使英国工业总产值下降
, 1 9 4 5年比 1 9 3 8年减少了

2 0%
,

出口贸易紧缩
, 1 9 3 8年出口贸易总值达 47 1百万英磅

,

到 1 9 4 4年则下降到 2 66 百万英磅
,

出口量锐减了 69 %
,

使英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国际收支赤字
,

逆差达 40 多亿英磅⑤
。

丘吉尔内阁在任时经济地位如此衰落
,

垄断资本家 自然是不会满意的
。

其二
,

由世界上第一个军事大国变为仰人鼻息的小伙伴
。

位居英伦三岛的英国
,

很早就确立
“

举世无敌的世界霸权
” ` 恩格斯讲过

: “

没有什么东西

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
”

⑥
。

经济上的富有
,

使英国军事力量十分强大
,

这是英国在

世界上耀武扬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 因素
,

尤其是 以
“

双强标准
”

为核心的海上军事力量
,

一直

是维持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柱
。

为此
,

荷
、

西
、

葡
、

法
、

德
、

美曾与其进行

过生死搏斗
,

但都因碰到了这个
“

老岩石
”

而狼狈不堪
。

只是到 19 世纪末
,

美
、

法
、

德经济上

逐步赶上或超过英国
,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之格斗
,

结果
“

赢得了战争
,

输掉了优势
” ,

军事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
,

尤其是海军大伤元气
,

不得不在 1 9 21 年至 1 9 2 3年的
“

华盛顿会议
”

上

改海军
“

双强标准
”

为美 1 :英 1 。

但从整个军事力量来看
,

英国并不在美
,

尤其法
、

德
、

意之

下
,

英国战舰仍可在世界各公海任意游弋
,

横冲直闯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

英国军事上再次取得了胜利
,

并且战果辉煌
,

但英国军事力量遭受

的打击仍是十分渗重的
。

德意 日法西斯海陆空的联合进攻
,

不仅使英国军队从欧洲大陆狼狈

撤退
,

还迫使其军队困守英伦三岛
。

只是由于苏联军队和其他国家人民各方面的牵制和打击
,

为英国造成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英伦三岛才侥幸没有被德国法西斯占领
。

英 国军队重返欧非
,

也主要靠欧非人民奋力搏斗和美军的卵翼
。

法西斯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
,

使英国海军遭受重

大的损失
,

只能固守英伦三岛本土
。

由于军事力量的削弱
,

英国在亚洲的殖 民地也无法顾及
,

也没有力量给予自己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以应有的保护
,

使其免遭军国主义日本的

威胁
。

大战期间 日军在英国太平洋各殖民地
、

自治领横行时
,

这里的人们依靠美军更多于依

赖英军
。

前驻美大使奥利费
,

弗兰克斯曾承认
: “

正是美军挡住了日本人
。 ”

⑦

其三
,

世界上第一个殖民帝国
,

变成分崩离析的
“

烂摊子
” 。

1 8 7 6年
,

英国的殖民地面积才为2 2 5 0平方公里
, 1 9 1 4年则扩大到 3 3 5 0万平方公里

,

为其

本土面积的 n 。倍
,

超过了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面积的总和
。 1 9 1 4年英国的殖 民地 人 口

也扩展为 3 9 3 5 0万人
,

约为本土人 日的 9 倍
。

英国建立了一个自称为地跨五大洲
、 `

旧 不 落
”

钓殖民大帝国
。

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又劫凉了不少新的殖民地
。

由于殖民地
、

附属国对于英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

是其商品倾销市场
、

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
,

是其生存的
“

生

命线
” 。

为此
,

列宁把英帝国形象而又准确的称为
“

殖民帝国主义
”

⑧
。

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

这种
“

生命线
”

出现了史无前例钓严重危机
。

在 1 94 5年大选前
,

英国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
。

被人们看作英国经济繁荣泉源之一的东南亚民

怨沸腾乡 被人们称作英国内湖的印度洋已不再风平浪静
,

印度独立呼声已呈大势 , 中国革命

武装向日本法西斯举行全面大反攻
,

胜利迫在眉睫
。

殖民地
、

附属 国和势力范围的物质资源
、

市场不仅不能为英国随心所欲地占有
,

而且这些地方雄起了反英风暴峥英国雅各布少将就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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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
:“

印度斯坦半岛拥有力量的劳动力后备和基地很可能被利用来达到相反的 目的
。 ”

⑨

这种局面
,

使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痛心疾首
。

要想解决这一困境
,

他们历来得心 应 手 之

法
,

就是以
“

换马
”

来转移视线
,

伺机再去镇压即将或已经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
。

按理说
,

英国大选前国势的不景气
,

应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平 衡 规 律 发展 的必 然

趋势
,

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特征的突出体现
,

是法西斯发动战争带来的恶果
,

是英

帝国资本主义制度没落的结果
。

然而
,

垄断资产阶级却把英帝国的衰落归结为政府内阁的失

败
。

这样
,

他们可以推脱掉本阶级的责任
,

达到维护 自己统治的目的
。

所以
,

在决定战后政

府首脑的人选时
,

表面上对丘吉尔赞颂之声不断
,

提名丘吉尔为候选人者却寥寥无几
。

后来

有人作了民臆调查
,

不少垄断寡头认为
, “

作为战时领袖
,

丘吉尔依然深孚众望— 由于他工作

出色
,

如以十分为满分
,

他能得九分— 但是作为未来和平时期的领袖
,

他却毫无吸引力
。 ”

L

历史告诉我们
:

抛掉丘吉尔的恰恰是他的后台老板
。

如果说
, “

失宠
”
于垄断资产阶级

,

是导致丘吉尔突然倒台的根本原因的话
,

那么
,

英国

大众在战中和战后情绪左倾
,

则是丘吉尔内阁垮台的又一重要 因素
。

1 9 4 5年
,

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的溃降
,

意味着人类正义战胜 了邪恶
、

进步战胜了反动
。

这

一点
,

不管任何阶级和集团承认与否
,

这都是客观事实
。

英国人 民群众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洗礼
,

他们 已
“

成熟起来
”

了
,

从某些侧面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

认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可靠力量
,

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

这不仅体现在两种制

度在对待法西斯的态度上
,

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法西斯立场坚定
,

而英国资本主义 统 治 集 团

对法西斯实行妥协
,

只是在其统治面临生死存亡之时
,

才走上抗战道路 , 而且在经济发展速

度上
,

苏联从 1 9 1 7年到 1 9 4 5年短短 28 年
,

经济上发展很快
,

.

强大的军事力量抗衡了当代武装

到牙齿的法西斯集团大部分军事进攻
,

并最后直捣法西斯德国的老巢柏林
。

这些有目共睹的

事实
,

对英国人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

他们向往社会主义
。

怎样才能实现这一 目标呢 ? 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

从阶级力量对 比和人民的思想觉

悟看
,

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

英国人民抓住了1 9 4 5年大选这一有利时机
,

来反映自己的思

想和要求
。

选择保守党
,

英国中下层人民深感忧虑
,

因为他们并没有
“

忘记过去
” 。

自从 1 8 3 3年
“

托

利党
”

改为
“

保守党
”

以来
,

英国实行的均是资本主义大国强权政治
。

尤其是保守党在一战中给

人们带来的苦难
,

2
、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年代给人们带来的失业和痛苦
,

张伯伦推行
“

绥靖政

策
”

带来法西斯猖撅的恶果
,
使他们记忆犹新

。

总之
,

选民不愿忘记自一战以来
,

英国的政治

生活儿乎完全被保守党垄断
,

结果造成的种种失误的教训
。

正如黑尔什姆勋爵后来承认的那

样
, “

选举结果并不是选民有意跟丘吉尔先生作对 …… 这种抉择出于人们长期以来对保守党

的原则
、

实践及其成员状况的不满
,

内心深处素有积怨
”

@
。

而丘吉尔作为保守党的在任领袖
,

不可否认
,

他领导英国人民反法西斯功勋卓著
。

但如

果作为和平时期的首相
,

对人民来说并不是
“

福音
” 。

丘吉尔在政治上有两大特点
,

一是以反对

共产主义而著称
,

他扬言要把
“

苏维埃扼杀在摇蓝里
” ,

大肆鼓吹反共产主义
,

二战爆发前后
,

、

为打败危害自己阶级利益的法西斯
,

他明智的把砍共产主义的
“

剑暂收进了鞘
” ,

但从思想深

攀并没有改变幕
“

反共
”

立场
,

战争一胜利就发起对共产主义的
“

冷战
” 。

在国内
, “

他镇压了托

11 5



尼潘狄的矿工运动
” , “

公开站出来
,

带头反对总罢工
。 ”

L二是
“

秉性尚武好战
” ,

他在非洲
、

古巴以及欧亚等地区到处镇压革命
,

曾
“

赢得
”

了
“

善战之人
”

的名声L
。

丘吉尔这些
“

光荣历

史经历
”

与胜利后举国上下都在寻求持久和平的现实
,

以及人们向往共产主义的左倾情绪
,

自然难以使英国人民选择丘吉尔作为和平时期的首相
。

然而
,

工党在这次大选中确有着极利的条件
。

土党自从 1 9。。年 2 月踏上英国政治舞台以

来
,

曾于 19 匆年和 19 勿年两度执政
。

尽管在维持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 目的上与保守党并无差

别
,

但其执行的偏左政策给英 国选民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从一战以来
,

工党充当反对党角

色
,

在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
,

顾全英国大局
,

以
“

务实家
”

风度出现
。

另一方面
,

工

党主张改革
,

顺应了英国人民在战争后期在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
。

工党信奉
“

费边社会

主义
”

理论
,

在政治上主张改革国家机器
、

废除贵族院
,

建立
“
民主国家

” ;
在经济上主张实行

凯恩斯主义
,

扩大国家企业局
,

实行增加公共开支
,

对国有化企业的投资
,

减少税收和控制

进口等措施
,

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增加就业
; 对外主张缓和裁军

,

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尤其

是苏联的关系
。

这对保守党来说
,

是不可思议甚至坚决反对的
。

他们认为工党
“

居心厄测地

想把一种官僚统治的
、

集权主义的永久性制度强加于英国
” ,

是
“

法西斯主义的
” 。

这种看法很

不合英国人民的情绪
,

人民在选择时
,

自然不选择丘吉尔的保守党
,

而宁愿选择战争中似乎

不大起眼的工党
。

这种情况在英国军队中有明显的反映
,

陆军时事局曾在1 9 4 4年组织军人以

排为单位讨论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

大多数军人不同意保守党关于战后的宣言
,

而倾向

于工党的主张
。

丘吉尔后来也承认
,

军队对他在选举中的失败有很大影响
。

工党的领袖克莱门特
`

艾德礼给选民的印象也较好
。

他于 1 9 3 5年就任工党首脑
, 1 9 4 0年

率工党加入丘吉尔联合政府
。

一方面
,

以务实精神工作
,

尤其是他在 1 9 4 3年升任副首相后
,

当丘吉尔在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时
,

他却将主要精力用在监制战后重建规划上 ; 另一方面
,

他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也吻合了选民的情绪
。

综上可见
, 19 4 5年希特勒政权垮台后

,

当丘吉尔得意洋洋之时
,

恰恰是民众对其党和他

本人的不信任达到高峰
。

丘吉尔的落选也就顺理成章 了
。

丘吉尔自己也曾在大选刚一结束时

沮丧的承认
, “

选民的裁决以压倒一切之势表现出来
” 。

苏联作者特鲁汉诺夫斯基在《丘吉尔

一生 》一书中指出
: “ 1 9 4 5年整个欧洲

,

包括英国
,

人民群众的思想是向左转的
” ,

丘吉尔在大

选前
“

没有理解
、

也没有看到这一点
,

结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

L
。

竞选不顾民情和策略
,

是丘吉尔倒台的又一重要因素
。

竞选的纲领和选民思想情绪在选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在选举中是否能制定正确的

策略
,

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

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至少走错了两步棋
:

在组织过渡政府问题上
,

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
。

决定这次大选的是丘吉尔
。

他在 19“ 年10 月
’

就宣布战胜德国之后立即举行选举
。

5月 宁

日
,

欧洲战事结束以后
,

丘吉尔又不想马上大选
,

要等到打败日本法西斯以后 进 行
。

联 合
“

战时内阁
”

的工党和自由党鉴于普通党员渴望变革
,

迫使其单方面退出了联合政府
。

其实
,

工党领袖艾德礼等对于选举获胜并无多大把握
,

建议联合政府上作到本年 1。月
。

丘吉尔对于

工党
、

自由党一面拆台
,

一面又充当好人的表现非常愤怒
,

立即在 19 4 5年 5 月23 日提出辞职
,

宣布 7 月… , 昏天选
, :

三个星期后宣布选奉结果
,

并且马上组织了所谓
“

过渡政府
” 。

在这个
“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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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

中
,
完全是

“

一边倒
” ,

排除了工党和 自由党的一切成员
,

由保守党内最反动的派别人物担

任
,

其中有
“

慕尼黑协定
”

的拥护者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执行极右政治路线的一些人
。

丘吉尔的这一不明智决定
,

实际上
“

丧失了现实感
”

L
。

一方面
,

过渡政府排除以艾德礼

为首的工党成员
,

并不符合选民心理
。

因为丘吉尔在领导战时国民政 府 期 间
,

过 多 的 注

重了军事和外交权力
,

而对于国内各条战线
,

几乎全部由工党负责
,

让 工 党 在战 时 内 阁

中儿乎享有同保守党同等地位
,

在联合政府中享有本来不应享有的权力 (不仅是政府职位》
。

所以
,

到战争结束时
,

国内各条战线似乎都是由工党大员负责
,

艾德礼是枢密大臣和副首相
,

贝文在劳工部供职
,

莫里森是内政大臣兼治安大臣
,

道尔顿是贸易大臣
,

汤姆
·

约翰斯顿是

苏格兰事务大臣
。

重要的国内大事
,

大都是工党成员负责处理
。

丘吉尔威望在外鼎盛时
,

艾

德礼为首的工党形象在国内选民中的影响正逐步提高
。

另一方面
,

丘吉尔组成的
“

临时政府映

突然把工党和 自由党的成员全部赶出去
, “

政府
”

重要职位均有威望不高的保守党大员独占
,

则使选民产生了
“

逆反
”
心理

。

因为
“

执政
,

大员给人印象均如丘吉尔那样丝毫不思改革
,

如果

战后政府由这些人领导
,

英国将可能又回到 2 、

30 年代保守党领导的境地
。

丘吉尔这种不恰

当的决定
,

自然严重地损害了自己在未来选举 中的地位
。

-

过份的渲染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功绩
,

猛烈的对工党及其领袖们进行人身攻击
,

不恰当的

反对社会主义
,

是丘吉尔及其保守党在 1 9 4 5年选举中所犯的第二个策略上的错误
。

保守党的竞选 口号是
: “

选举国民领袖一
一帮他完成历史使命

。 ”

丘吉尔在选举期间到处进

行竞选旅行
,

当他的竞选队伍来到某一城镇时
,

经常是前边走着当地保守党的宣传车
,

大肆喧

染
: “

注意第三辆车
,

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
。

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
,

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

动家
。 ”

到处挂着五光十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
,

标语上写着
: “

此人嵌得 了 战

争
,

此人必将完成其事业
。 ”

这种宣传效果适得其反
。

一方面
,

战争的胜利
,

是广大英国人民
,

尤其是下层人民用血汗
、

生命换来的
,

将胜利归于丘吉尔一人
,

只会受到英国多数选民的鄙

弃 , 另一方面
,

战争的胜利
,

并不全是英国劳动人民的
“

福音
” ,

虽然战胜了法西斯
,

保住了

英国
,

但战争给英国许多家庭带来的是家破人亡
、

妻离子散
、

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

精神上的

无比痛苦
。

战后英国人民的注意力不是沉醉于过去的胜利
,

而是关注于如何开创未来
。

然而
,

保守党竞选者们
,

在大力宣传丘吉尔的同时
,

并没有面对现实提出任何有积极意

义的纲领
,

而把选举的主要力量放在批判自己的政敌上
。

他一方面对工党领袖进行猛烈的人

身攻击
,

宣称他们
“

无能
” 、

是
“

盖世太保
” 、 “

极权主义者
” ,

工党大员不久以前还是战时内阁

的重要成员
,

曾忠实地同丘吉尔共事多年
,

对他们进行攻击
,

实际上也是给自己脸上抹黑
,

正好帮了工党的忙
。

另一方面丘吉尔危言耸听的恐吓英国选民
,

说
“

工党上台是对英国人民的

自由和荣誉的危险挑衅
” ,

并声称工党若在选举中获胜
,

将意味着英国可能处于希特勒统愉

德国的境地
。

这种恐吓手段是不明智的
,

因为选民们 巳经了解工党的纲领和措施
,

这些纲领
、

措施并不是
“

盖世太保
”

的理论
。

况且
,

这时的英国选民比起战前已
“

成熟
”

多了
,

更清楚地明
白了保守党的真实用意

。

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 R
·

A
·

巴特勒很清楚地看透了这 , 点
,

他写

道
: “

如果不是把宣传战后的政策放在次要的地位
,

如果不是过份地利用丘吉尔的威望和不

适当地攻击工党的话
,

那么 情 况 可能 会 好 一些……
”

L
。

丘吉尔在竞选中攻击工党搞社会主义
。

他在一次竞选中说
: “

朋友们
,

请听我忠言相告
,

社会主义政策与英国的自由思想可谓之冰炭不同器
,

水火不相容…… 毋容相疑
,

社会主义同集

权主义和卑鄙的国家至上主义则是水乳交溶
,

难分难解
。

在整个社会生活和国家工舞中占主

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府
,

.

不会允许人们自由地
、

尖锐地
、

甚至激烈地表示不满情绪……他们

1递班



还会求助于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的支持
。 ”

0保守党人在竞选讲话中都强调工党领导会走向官

僚统治的危险
、

会造成对民主制度的威胁
。
一位保守党宣传员甚至讲出了这样的话

; “

克里普

斯 (当时工党领导人之一一作者 )的社会主义国家同黑衫党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是同样货色
。 ”

L

丘吉尔及其保守党要人这样对选民进行宣传
,

并没有得到向往社会主义和追求和平
、

发

展
、

改革的英国人民的好感
,

反而使选民悄悄靠向了艾德礼
。

对此
,
G

·

佩林指出
: “

使人感到

惊奇的是许多英 国人似乎看出了工党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有某些一致性
。

红军在 东 线 的 胜

利
,

证明与保守党的主张相反
,

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给国家带来了利益
。

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认

为
,

管理英国的经济和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

最好的方法便是实行国家干预
。 ”

L

工党在 1 9 4 5年的竞选中的宜传
,

顺应 了英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

他们提出了符合选民情

绪的重要的改革纲领
,

许诺将在英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 内实行国有化
、

彻底改革社会保险

制度
、

大力进行民用住宅建设
,

保证战后将全力保持在战争中形成的英苏联盟
。

这一纲领的

目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

更不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

但与保守党的陈调重谈相 比
,

符

合英国人民的改革愿望
,

有巩固国家利益
、

复兴大英帝国的设想
。

工党对保守党的谩骂
、

攻

击
,

除了有选择的反击
,

并不过多的把保守党作为政敌进行攻击
,

而是全面宣传自己的纲领
。

这些作法
,

赢得了选民对工党的好感
。

另外
,

工党在竞选活动中的作风也明显地符合选民的口味
。

选举前
,

两党到处游说
,

丘

吉尔依靠自己执政的特权
,

坐着豪华的敞蓬汽车
,

四处参加集会
,

工党领袖艾德礼则和妻子

一起坐一辆旧汽车
,

从这一城市跑到另一城市
,

给人以朴素
、

节俭的感觉
。

在整个竞选过程

中
,

艾德礼演说朴实
,

对选民态度谦虚
,

与丘吉尔放肆的 自命不凡的态度形成鲜 明的对照
。

综上可见
,

丘吉尔 1 9 4 5年的落选
,

是由于他失去 了本阶级的鼎力支持
,

失去 了 选 民基

础
,

犯了一系列策略错误
,

以及其它不利的因素合力作用的必须结果
。

这一历史事件说明
:

当今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质
,

完全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
,

任何人损害或违背了这一根本原则
,

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

资产阶级的民主体制是靠欺骗民众

维护的
,

只要群体意识不会从根本上触动其国家意识
,

资产阶级也是会因势利导的
,

如果谁

看不准这一点
,

也会被资产阶级所搁弃
。

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
,

_

适应国际
、

国内
“

气候
”

的

变化
,

制定 出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
“

最佳忿政策
,

是资产阶级确定上台人物执政的重要条件
,

谁做不到这一点
,

难免会丢官罢职
。

正如列宁深刻揭露过的
,

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选举
,

只

是
“

为了愚弄
`

老百姓
, ”

L
,

只是
“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压

迫
、

镇压人民—
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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