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１７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４年３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７Ｎｏ．２
Ｍａｒ．２０１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１

■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万岁”口号出于１９３８年中央党校①

许全兴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８０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党校编印了《中共中央党校校史文献选编》，为“毛泽东万岁”
这一口号出于１９３８年中央党校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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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曾依据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第四版的报导写过一篇《有关“毛主席
万岁”口号的一则新材料》短文（刊《党的文献》２０１１年第４期），提供了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呼
“毛泽东同志万岁”的资料。现依据《中共中央党校校史文献选编》再提供一则有关“毛泽东万岁”口号

的更新材料。

今年是中共中央党校成立８０周年，党校编印了《中共中央党校校史文献选编》。《选编》收录了党
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关干部教育和党校工作的决议、决定，收录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中央党校或有

关党校工作的报告、讲话、批示，收录了中央党校不同时期在办学过程中产生的文献史料，是一部真实记

载、深入了解党校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为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全书采用影印方式印制。《选编》收

入毛泽东的第一篇文献是他于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２日在中央党校作的《做学生，做先生，做战争领导者》讲话
记录整理稿。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也是他在中央党校的首次讲话。

从讲话内容看，毛泽东是应邀向“快要毕业”和“等不了多久就要毕业”的学生所作的报告。共讲三

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学生，讲党校是学校，党校外面的社会是大党校，党校是小党校。出了党校门，

还得继续当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老老实实地学，活到老，学到老。第二个问题是当先生，主要讲每个共

产党员有责任在做事中间当先生，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教育别人。学习孔夫子“循循善诱”、“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要讲到舌子烂，喉子干。第三个问题是做战争的领导者。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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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工作是用战争方式，扩大抗日根据地；只要有决心，就能在战争中学得战争。整个讲话以朴素、生

动、亲切的语言深刻地阐明了做学生、做先生、做战争领导者的道理。讲话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末尾

有“长时期鼓掌”的记录。

从经整理的记录稿印影件看，在《做学生，做先生，做战争领导者》的标题下，不仅有“一九三八年八

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对学生的讲词”，而且记有毛泽东入场时的具体情景：“主席入场时，学生

迎以热烈之掌声，主席频频答礼，学生呼‘拥护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万岁’，再经长时间热烈

的鼓掌。”（《选编》第４５页）这一也许是记录者不经意的实录，却给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解决“毛主席万
岁”口号何时提出的珍贵史料。

笔者以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提出“拥护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万岁”的口号是同

王稼祥由莫斯科回国后传达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示直接相关的。

通常人们认为，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这自然符合历史实际。
但应承认，这只是初步的确立，地位并不稳固。１９３７年７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从苏联回延
安。王明回来后不久就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上的正确路线提出批评，犯右倾错误。由于王明是在贯彻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名义下进行的，因而迷惑了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毛泽东一度感到孤立。１９３８
年４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活动和工作，具体说明党的路线。经任弼
时的汇报，共产国际在全面了解中共的工作和路线后作出《决议案》和《决定》，“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路线”。同年８月，曾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王稼祥回到延安。在离开莫斯科前，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会见任弼时和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对他们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

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

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１］１３８－１４１王稼祥还回忆说：临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

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２］王稼祥带回的共产

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共党的路线，肯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对当时的中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

在中共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

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是王稼祥同志带回的，由王稼

祥同志传达的［３］４２５。

根据上述情形，我们有理由认为，“拥护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万岁”的口号是在共产国际

的指示精神下提出的，这对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稳定和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推进中国革命进

程有着重大的意义。根据迄今为止的材料可大致推定：“万岁”口号出于１９３８年８月的中共中央党校，
时任校长为康生，副校长为柯庆施。

这也就可理解在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呼“毛泽东同志万岁”了。

对“万岁”口号毛泽东本人怎么看？毛泽东时年４５岁，无他本人反应的记载和其他人的回忆资料。
也许是在１９４５年召开中共七大之前，“万岁”的口号在延安已开始流行，故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话中顺
便说到：“说我马列主义成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

万岁，但总是要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４］２９９此话是否可理解为：“万岁”口号对

毛泽东来讲既是一种肯定、支持和荣誉，更是一种责任、鞭策和前进的动力。毛泽东本人虽从党和民族

的全局利益出发接受了这一口号，但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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