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掸封尘：共产党独门邪术——在致富幌子下搞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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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5年04月29日讯】共产党宣称要建立“人间天堂”。中共把实现共产主义的两个充要条件表述为：“精神文明极大提高，

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并称，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乍一听，猛一看，这共产党是要建立一个富的流油的社会呀。然而，我们不仅要察其言，还得观其行，更要看其果。看来看去，看遍

以苏联为首的所有共产党掌权的国家，终于看出个门道儿：共产党是在搞富的幌子下搞穷。不信你看：苏联穷、中国穷、东欧共产国

家穷、朝鲜穷、古巴穷、老挝穷……那原因何在呢？

若是依笔者来看，简而言之，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点：

其一，共产党政权宣扬无神论，反神、骂神，从而失去神的赐福与眷顾。这是共产国家贫穷的根本原因。

其二，共产党国家的政体是独裁暴政一言堂。司法不独立，新闻无自由，人民被噤声。政权失去监督与制衡。公权私享，绝对权力必

然导至绝对腐败。从而造成社会撕裂，离心离德，不穷才怪呢。

其三，共产党把阶级斗争视为法宝，毛泽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结果是政治运

动连番，血雨腥风，你斗我，我斗你，窝里斗。人人自保，却又人人自危。中共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其结果是越抓革命，越误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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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共产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俗称“大锅饭”，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外加党官的疯狂腐败与绝对特权侵占，搞来搞

去的最终结果就是越搞越穷。

以上四点是放之所有共产党政权国家都适用的铁律。可依次归纳为：共产党政权的哲学基础（无神论）、政治基础（独裁）、治国纲

领（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公有制），是导致共产党国家贫穷的原因之所在。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胎里带来的固有本性与特征，决定了它只会搞穷。这就好比那毒药，除了放毒，它不会干别的。

因此，只要走上共产主义这条道儿，就是越走越穷。而穷到极限，就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

——这话听着有点不可思议，不合常理呀？对！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幽灵怪物，拿常理根本理解不了共产主义。

中国人形容穷时，常说这么一句话，“穷地都揭不开锅了。”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也就是说，揭不开锅就相当于塌了天！

“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杂以番薯青菜之类。”这段毛语录以“最高指示”的名义被各省市印在粮票上。我们今天透

过毛语录，不难想像在中共屋檐下，中国人经历了怎样“塌了天”的大饥荒。

因为生产力低下，物资严重短缺，从上个世纪50年代～90年代整整40年期间，中国进入凭票限量供应的时代。1953年，中共对农产品

进行统购统销，1955年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食第一票，粮票成了“吃饭的护照”。这就等于中共用粮票掐住了中国人的脖子。大街

上要饭可以要到5分钱，但绝不会有人给你1两粮票的。人们保管粮票比收藏黄金还仔细，因丢失粮票而自杀的大有人在。

接下来，我们就以中共因贫穷缺粮而在中国推行粮票限购制度的历史为导航，来探察中共在中国搞穷搞出的奇闻、闹剧、丑剧和悲剧

吧。

故事1：白菜疙瘩成宝贝，烂菜叶子成美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大饥荒时代时，市面上鸡鸭鱼肉、禽蛋、油、蔬菜什么都没有了。何教授每月拿到32斤粮票，

妻子是31斤。“灾害”期间要求减量，妻子减为28斤。

何教授的体重一下再瘦掉了近40斤，看上去又黑又瘦。有次他在路上竟然捡到了个白菜疙瘩，喜出望外，回到家赶紧用水泡上，后来

居然长出芽来了，又生出叶子，儿子回家，就掐几片叶子给孩子煮汤喝。

学校领导知道了此事，把发芽的白菜头端到系里展览，并表扬说：“何先生家多会开动脑筋增加生产！”

何教授妻子是中学教师，她从学校买回一麻袋干菜叶子，里面品类可“丰富”了：头发、树叶、书页、烂棉花、线头、泥巴。她就用

水泡，泡了二十多次，勉强洗好后，切碎，和上同样是半灰半泥的面粉，溶点盐巴，做成菜团子，蒸熟，大家还争着吃。

故事2：教授访教授，粮票自己筹

1961年夏，身在四川的吴宓（时任大学教授）准备到广州探访陈寅恪（时任大学教授），陈写信叮嘱吴：“兄带米票 每日七两 似可

供两餐用。”

通过陈寅恪这句话，我们解读出如下信息：广州主要吃大米，1961年大饥荒饿死人时期，陈家每天只吃两顿饭，每人需要七两米。但

陈家没有多余的粮票，所以吴宓得自带粮票。看吴宓呆几天，一天七两，两天十四两……以此类推。”

陈的这句话，为什么只说粮票不提钱呢？因为教授不差钱，差的是粮票。教授都如此抠门粮票，更别提普通百姓了。



故事3：小餐馆向南开，有钱没票别进来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像，大陆人以往买东西除了货币之外，还需要一种盖上各类红章的票证。一个烧饼2两粮票、7分钱；一碗大米饭4

两粮票、8分钱；一碗素汤面4两粮票、1角4分钱；一个面包4两粮票、1角7分钱。票证的品种五花八门，几乎有多少类商品就有多少类

票证。其中仅粮票就有上万个品种，面值大到一张一万斤，小到一张半两。

故事4：矮点麻点不算啥，粮票作媒娶了她

河北承德地委党校有个男教员，个子矮，其貌不扬，脸上还有麻子，娶了个媳妇却很漂亮，大眼睛高鼻梁，比他还年轻十来岁。人们

开玩笑：“你小子咋来的这艳福？”他得意地说：“全靠60斤粮票！”他原是部队复员人员，带回来60斤粮票，给了女方家，婚事就

顺利办了。

故事5：饿极耍聪明，工人画张粮票五年刑

据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沈阳有一名工人，擅长工笔画，妻子是农村户口，城里没有她的粮食定量，一人口粮两人吃，不够啊，饿

得慌。

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画粮票。于是，他问同事借来一个面额5市斤的辽宁省地方粮票，惟妙惟肖地画出一张粮票。当晚，他在家附

近一家小饭店内拿出了这张绘制的粮票，准备填补一下饥饿难当的肚子。

也许是他工笔绘画得太精细——当时的印刷很粗制滥造，也许是他太过紧张和欢喜，也许是他获得食物的急切，被饭店收款员看出了

端倪。那时的款台识别粮票比银行出纳识别假币还眼尖。

结果，这名工人画家不幸被当场举报。不久，他被宣判5年刑期，罪名是“伪造粮票罪”。

故事6：为防挨饿攒粮票，一朝作废打水漂

上世纪70年代，户口簿、购粮证、人民币、粮票 “四大件”是家家的“细软”，是户户的生活命脉。地震逃难时，人们什么都可以不

带，这四样不能不带。人们经常发现，老人过世时都要把购粮证和剩余的粮票带进棺材里。

河南扶沟县公务员郎永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家每人每月平均二十多斤的粮食定量，一家兄弟五人根本不够吃，也买不起高价

粮。一家人都很节省，但郎永生的母亲花起钱来却很厉害，经常向丈夫甚至儿媳要钱，但不知花到哪儿去了，因郎母身患肝病，没有

人仔细过问她这件事。

1993年夏天，郎母弥留前，把儿子们叫到床前，用手指着衣柜，示意他打开一个包封得很严密的包，打开包，全家人都惊呆了：里面

竟是一堆粮票，面值不一，细粮粗粮都有。原来老人家把钱省下来，都拿去买了粮票。

然而，此时老人却不知道，就在1993年1月，中共河南省政府已经取消了各地市粮食统购，实行市场化经营。老人一生为防止挨饿而积

攒的粮票全部禁止流通。

故事7：工业卷没有凑够，好对象忍痛分手

北京一位叫李大惠的小伙子，经人介绍，在王府井大街和一个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年轻女老师相对象。

两人相伴着往商场里走，不知不觉，女友领着小李到了缝纫机柜台前，那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是结婚必备三大件。姑娘驻足不前

了，望着缝纫机欲言又止。小李问是怎么回事。姑娘说：“我打小就喜欢缝纫机，可这款缝纫机要200张工业券呢。”

李大惠说：“这有什么难的，我回家给你凑就是了。”姑娘脸上漾起了幸福的笑容，拉着小李的手攥得更紧了。



小李回家后和母亲说了凑工业券的事，没想到妈妈非常为难，说：“哪来的200张啊，20张都没有啊，将来你姐姐出嫁、你哥哥婚娶，

哪样不需要工业券买东西啊。”

李大惠像是一盆冷水从头灌到脚，妈妈爱莫能助。自此他再也没见女友。

故事8：这种票证太奇葩，不但管吃还管拉

中共的票证时代，除了没有真正的选票外，其它啥票都有。但最荒唐的要数粪票了。

因农民和“公家”争抢人粪，中共居然破天荒发明并发行了粪票。

那时一切都是“公家”的，“公家”的房、“公家”的地、“公家”的牲口，还有人丁也是“公家”的，那人粪肯定也是“公家”的

啰，得用“公家”的粪养着“公家”的地啊。

于是生产队为了控制粪便，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发行粪票，一担粪可记一个工，到农家挑一担粪，发一张粪票，抵一个工。

可是农民的家里多少都有点儿自留地，“肥粪不落公家田”。一场护粪运动自此拉开帷幕。

农民不停地往粪缸里掺水。生产队粪车上门收的都是水。于是生产队下禁令：大粪统统收归生产以所有！无论何时也不准往自留地里

送粪。并派民兵24小时把守路口，不让送粪的出村。

这下好了，农民们干脆憋着肚子到自留地去排泄。夏天的玉米地里，“人民公社”社员一家大小都在整齐地排便，景象诡异又壮观。

故事9：觉悟票证不像话，就看谁的嗓门大

大饥荒岁月，中共为了继续营造热火朝天大力生产、赶超英美的假相，命令公社社员在集体干活的时候，统一听从指挥、喊“一不怕

死二不怕苦”的革命口号，以示“觉悟”。谁喊得卖力，收工后可领到一张觉悟票，年底凭票可多分一点儿粮食。

故事10：中南海里水太深，海面人血海底魂

中共制造的三年大饥荒人祸，根据杨继绳的《墓碑》揭示，它导致了3600万人死于饥饿和与饥饿相关的疾病。而那时的首都中共高干

们正在享受着万无一失的特需供应。

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的“北京市食品供应站”是中南海特需供应站。它的前身是前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对外宣称是北

京饭店招待所，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

专家设计与建筑。1956年，特需供应站由公安部移交给北京市负责。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肉禽蛋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烟酒茶、干果、硬果、蔬菜、杂货，精华荟萃、应有

尽有。特需在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方面一丝不苟、绝对保证。

特供依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而标准不同。而毛泽东的特需是级别最高的。

结语

有人说：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

共产党在搞富的名义下搞穷的鬼把戏，被智者一语揭穿。共产党宣称建立人间天堂，而它真正要干且干成的确是堵死天堂路，打开地

狱门。



最后，让我们把视野聚焦到中共的“革命老区”安徽大别山，看在中共建政后28年后，那里的百姓生活穷到什么地步吧。

1977年11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前往大别山里的金寨县进行调研，在走到燕子河公社时，村干部提前来接万里，计划带着

他上山看看。

万里见到村干部后，却并没有按照安排走，而是在途中转向了一户人家。

到了这户人家之后，万里发现这户人家很穷，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昏暗的房间里老人正坐在灶塘旁边的稻草堆里，家里还有两个十八

九岁的姑娘，坐在旁边床上的稻草堆里。

万里上前跟老人打了几次招呼，老人却蹲在稻草堆里，瞪着眼睛看着来人不吱声。

随行的村干部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赶紧跑到老人身边说：“这是省委的万书记！跟你打招呼你还傻坐在那儿干什么呢！”

经村干部这么一说，老人不得不站立起来，万里和随行人员这才发现，原来老人下半身没有穿衣服，坐在稻草堆里竟是为了遮羞！

万里见状大吃一惊，赶紧让老人坐下。随后他又看了一眼床上蹲着的两个大姑娘，难以置信地问：“这两个姑娘为什么也蹲在那

里？”

随行的当地干部见状赶紧低声解释：“万书记，两个娃子也没裤子穿，山里风寒重，躲稻草堆里是为了取暖。”

即使亲眼看到了这种惨状，万里仍然难以置信，出门在山上吹了好大一会儿冷风，才平复下来心情。

接着万里又带人去了下一个农户家，这家的主妇穿的还算得体，却只有她一个在家。

万里问主妇家里有几口人，对方回答说她和丈夫带着3个孩子，丈夫上工去了。万里疑惑地问：“孩子们呢？”

主妇先是回答出去玩儿了，万里觉得有些奇怪，让人把孩子们找来自己看看。

最终主妇被问得没办法了，只好带着万里去了厨房，原来三个孩子没有衣服穿，光着屁股躲在灶炉里取暖呢。

眼前的一幕幕，深深地刺痛了万里的心，他泪流满面地对随行人员说：“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闹革命做出了巨大牺

牲，可今天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新中国’成立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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