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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实事求是$讲话及其影响

张忠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3$

摘4要%伴随中国革命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渐形成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

实践中推动革命和理论发展的思想路线# 在延安时期多次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赋予

$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蕴# 他在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会上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重申从客观实际出发!寻

求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性!进而用以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路线# 这次讲话为马列研究院及改名后的中央研究院确立了研

究方向!推动其治学方针实现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主的转变#

关键词%毛泽东(&实事求是'讲话(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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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

容#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

髓% 这一思想路线的提出&确立与贯彻#伴随着党

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毛泽东思想认知

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对这一思想路线的形成&确

立和贯彻进行了长期思考和探索#贯穿着他为革

命和建设奋斗不息的一生% 学界历来重视关于毛

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研究#从各个角度展开

论述实事求是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阐述其

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影响%

'36'年 1 月#毛泽东在马列研究院成立大会

上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这是他一生唯一以

实事求是为题的讲话#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能披露

全文% 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的接连改组改

名#实现了从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和教学为主#到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理论问

题为主的重大转变% 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实事求

是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梳理'实事求是(讲话出

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阐述其对中央研究院

的研究方向产生的影响% 目的在于通过文本考

察#考订相关历史事件#以期丰富党的思想路线形

成史的研究%

一4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发展的历

史脉络

从目前的考据来看#)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

自东汉史家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

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

% 此

指刘德热衷于收集先秦旧书#并以此求其真#意在

赞扬其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在中国传统思维

中#)实事求是*一直用于指称)求真务实*的治学

态度#并未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更没有赋予其

对世界的实践把握的内涵%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探索正

确的思想路线#历经曲折漫长的认识与实践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借用实事求是这一源自传统文化的

概念#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同样经历了一个

较长的认识过程%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则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赋予这一典

故以革命实践性质的内涵%

历史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展民

主革命#必然会遇到各种特殊情况#需要在纷繁复

杂的实践中解决具有特殊性的各种问题% 土地革

命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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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盛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苏联革命经验

教条化的思维定式#这一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

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为了纠正中

国革命中的错误倾向#'3"# 年 ) 月毛泽东发表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

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 毛泽东主张)共产党人从

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就是把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路

线#而不应该奉行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路线%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

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

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

义%*

!该文阐述党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

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成为毛泽

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

思想基础%

'3"1年夏天#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课#整

理出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阐述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

'3"* 年秋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向全党提出实现)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实事求是*来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科学态度#指出在民族抗战的各项革命工

作中#)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

远见卓识的模范% 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

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

向*

"

%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为实现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这一中心任务#)大会要以中国共产党的统

一与团结成为全民族团结的模范#它的一切工作

要实事求是地解答今天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

利的一切主要问题*

#

% 从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

和实践指南%

'36#年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

析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认为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决不是-自以为是.

与-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所能解决问题

的*#强调)只有千百万人民革命的实践#才是检

验真理的尺度*%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表

现在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迷信思想#主张实事

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

$

%

该文对于实事求是的理解#开始与)理论与实践

一致*联系起来#为后来将实事求是解释为理论

联系实际的经典阐释奠定了基础%

'36'年 )月 '3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

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予以马克

思主义的界定#深刻揭示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

基本要求#赋予这一古老成语以当今时代特色的

内涵% 他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党性是否纯

洁的高度#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

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

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

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

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认为)对于

在职干部教育与学校干部教育#应以研究中国革

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由此出发去研究马列主义#废

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

%

% 从这

一认识出发#对延安干部教育领域尤其是马列学

院教学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偏向提出严厉批评#

主张必须对全党的学习进行根本改造% 毛泽东认

为党员干部中很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完

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人们务必遵守的

)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基本原则#在革命实践中导

致严重后果% 列举干部教育领域中教条主义的诸

多表现#至少 )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

币*&让十几岁的青年啃'资本论(和'反杜林论(#

这两条是明确针对马列学院教学中存在的教条主

义偏向的&

% 鉴于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对革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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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造成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开始考虑端正党内的

思想路线#从干部教育领域着手#确立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马列学院于 '3"*年 )月在延安创办#是全党

)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

校*

!

#中央将其定位为)最高学府*

"

% 马列学院

在教学中)存在着某些教条主义色彩*#部分学员

)认为理论工作者可以不研究实际问题*

#

#这一

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成为毛泽东对其提出严厉批

评的)依据*%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

评)学理论的人不懂得法币和边币*#整风时期召

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将马列学院定性为)教条主

义*#接连对其改组改名#由此可见中央端正思想

路线的努力$

%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延安干部

教育领域#尤其是马列学院教学中存在的脱离实

际的倾向提出严厉批评#重在阐明)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蕴含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寻找指导中

国革命的科学理论的诉求% 根据报告的指示精

神#干部教育领域开始进行组织机构的改组#干部

教育内容实现从注重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研

究和传播到致力于中国革命实际的阐发的转变%

进而因此引发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

二4毛泽东在马列研究院成立大会上

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

'36'年 )月 !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依据毛

泽东上述报告精神#决定以马列学院为基础成立

马列研究院% 0&1月份#中央先后决定洛甫&范文

澜任正副院长%

% 综合'毛泽东年谱(记载并考订

相关文献可知!1 月 '1 日#马列学院正式改组为

马列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题为

'实事求是(的报告*

&

%

由于马列研究院存在时间过于短暂#在亲历

者回忆中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记忆#关于一些时

间节点的说法存在时空错位的情况% 如将毛泽东

的这次讲话#误忆为在 1 月或 3 月中央研究院成

立大会上的讲话% 目前较为详尽地介绍这次讲话

内容的文本#主要有蔡天心著 '延水扬波永奋

旌,,,中央研究院成立日纪事(&蔡天心与林树

青合著且经吴介民修订的')实事求是*,,,回忆

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吴介民著'纪念0大众哲学1再版#缅怀艾思奇同

志(三篇文章% 本文辨析各种回忆文本#订正舛

误之处#在文献史料基础上最大限度还原毛泽东

讲话内容%

1月 '1 日#为推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

立#中央召开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大会% 院长洛

甫宣布成立大会开始#首先请王明讲话% 王明指

出!苏联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瓦尔加为斯大林作

总结报告提供数字#中央抽调你们成立研究院#是

为了把你们培养成瓦尔加式的辅助中央工作的

)红色专家*

'

% 王首道回忆#王明在)马列学院开

学纪念日*讲演中鼓吹教条式的学习#)还吹捧苏

联一个什么人背的书多#当了大官*

(

% 可见#二

者同指王明在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会上的讲话%

之后#毛泽东作题为 '实事求是( 的主旨

讲话%

首先#说明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的原

因#是由于)现在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大正的地

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你们研究院#一定要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

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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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和

研究作风#这样你们的研究工作才会取得成功*%

毛泽东批评那些读几本马列主义书籍便自觉了不

起的人#指出)他们只能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词句#他们的思想方法是片面的#更没有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和指导中国革命#因而他们对于许多实际问题#对

于边币和法币都说不清楚% 这些同志大多数是些

年轻的同志#大都是些聪明的人#只要他们把学风

整顿好了#都是很有用处的*% 毛泽东阐明关于

理论和理论家的界定#认为)只有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又

能指导中国革命前进的理论#才称得起理论#也只

有这样做的人#才是真正的理论家*

!

% 讲到这

里#针对王明方才讲演中鼓吹教条式学习的观点

予以批驳澄清#)转身问王明#中国需要多少这样

的理论家#革命才能取得胜利2 王明没有回答%

毛主席便说!需要一二百个这样的理论家和领袖#

中国革命才会取得成功*

"

% 党员干部)如不接触

实际#光靠翻书背材料#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 要

真正读懂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

农学习*% 他还说!)你们要准备到基层工作#不

要一出校门就想当县委书记#能把区&乡的工作做

好#老百姓欢迎#就不错了%*

#毛泽东谈到历史上

教条主义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危害#指出教条主义

)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在白区的力量损

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教条主

义&主观主义是全党的大敌#大敌当前有打倒的必

要3 犯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而又不知改悔的

人#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比猪还蠢*% 并且)风

趣地解释说#猪走路碰到了南墙#还知回过头来#

另找新的路子走#可是那些人碰得头破血流还不

知回头#你说不比猪还笨吗2 当然#有的人可能七

碰八碰之后#回过头来了#但也有个别人#可能至

死还不回头的3*

$

其次#着重阐述实事求是问题#要求深入社会

开展调查研究% 毛泽东指出#)要做到实事求是#

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须下马看花% 跑马看

花是看不清楚的#只有下马看花才能看清%*举例

指出#)你们骑马过河#会看到马走到河边时#总

是先把前蹄伸到河水里#试一试河水的深浅#然后

才往前迈步下水#这就是在做调查研究呀3 马尚

且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却

从来不做调查研究%*

%讽刺那种华而不实&夸夸

其谈&不做调查研究就发号施令的钦差大臣的作

风#讲述这类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

并且以通俗的语言解释中国社会流传广泛的成语

)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用主观的努力去研究%*

&毛泽东指出#)走马

看花#只看见红&黄&紫&白一大片#究竟哪是菊花&

牡丹#还是芍药分不清楚#只有从马上下来#细细

观察#才能辨别出来% 因此#对中国实际现状#要

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苏联

孟什维克德波林是唯心主义者#也是教条主义者%

他从黑格尔来研究黑格尔#就是用黑格尔书中词

句来说明辩证法#而不是从社会历史发展来阐述%

艾思奇同志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著作#从社会

实际生活出发#以通俗的语言来说明哲学原理%

让哲学从书房走出来#把哲学变成研究实际的理

论武器% 艾思奇以自己的行动#反对德波林主义#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

的%*

'为贯彻这一思想路线#提出对马列主义的

学习和研究要改变从书本到书本的方式#要求走

出机关&教室&书斋#到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去(

%

最后#阐明讲话的主旨#对马列研究院提出希

6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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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张忠山!毛泽东'实事求是(讲话及其影响

望和要求% 毛泽东指出#中央集中干部办研究院#

意在推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之风#依据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

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

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

必要的结论% 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

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

!

% 讲话结尾#

毛泽东)用十分郑重的语气说#中央要求新成立

的研究院#一定要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作风%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是

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每一

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具备的作风*

"

%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实践特

色#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这一最大的)实事*#为

寻求中国革命规律性)是*#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发

挥主观能动性去探)求*%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

运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赋予)实事

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并且将其上升到马

列研究院"及其改名后的中央研究院$今后的工

作作风的高度#指明研究院今后的工作方向% 毛

泽东对王明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

批驳#向理论工作者提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的重要任务#对此后中央研究院的治学方针产

生了重要影响%

改组时#原马列学院人员一分为三!少数人调

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大部分不适合从事

理论研究的同志分配到各地工作/在理论上有培

养前途的同志进入马列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

%

改组后#最主要的变化是把教育机构改组为研究

机关#剥离其原有的教学职能#原马列学院各教研

室转变研究方向#并成立了几个研究室#从致力于

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转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

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 如原马列学院政治经济

学室改组为中国经济研究室后#其任务从研究

'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转向研究国内大后方的经

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研究与批

判各种错误经济思想$

% 同时#研究院在研究过

程中培养人才#各研究室除特别研究员和研究员

以外#还招收少数研究生%

有研究指出#改组旨在)反对原来马列学院

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

开展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但

当时大多数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包括当时马列研

究院的领导同志#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变化不

大*

%

% 可见#改组未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4#实事求是$讲话对中央研究院实

际工作产生的影响

为了整顿干部教育领域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

倾向#毛泽东对干部教育的办学方针和学习方法采

取多种措施予以改革% * 月 ' 日#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以马列主

义为指导#加强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

% *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延安干部学

校的教育工作存在的不足再次提出批评#要求对干

部教育进行重大改造#彻底纠正教学方法和思想方

法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 会议决定

由张闻天领衔组建专门机构#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

并起草相应的文件% 马列研究院改组后的实际表

现未尽如人意#促使中央采取措施继续推动其改

革#以更加鲜明地突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方法研究

中国革命问题的主旨% 3月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

决定)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

义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

'

%

为顺应中央改造党内思想路线的形势#中央

研究院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和方法#基本遵循了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实事求是(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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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精神!

% 研究院通过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

治学方针&编写推动思想路线改造的'马恩列斯

思想方法论(&深入边区开展调查研究的实际行

动#表明自我反思&勇于实践的勇气%

!一"适时转变治学方针(从重视读&本本'到

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研究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依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

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

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

和必要的结论% 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

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

"中央研究

院成立伊始#依据上述指示精神制定概括为)大&

变&化*三个字的治学方针#其含义如下!)大#志

向要大#决心要大/变#是指学习方法要变/化#是

联系实际#具体应用#即马列主义中国化%*

#依据

上述方针#设立政治&经济&文艺&文化思想&历史&

教育&新闻&俄语&国际问题等九个研究室#除后二

者外各研究室名称前分别冠以)中国*二字#以突

出运用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办院宗旨% 各研

究室分别制定半年至三年的研究计划#确定研究

任务与内容#研究人员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开展集

体研究% 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的业务规划都以

研究中国实际为主#这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

进*#实现了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到运用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主的转变% 如中

国政治研究室拟出一年半研究计划#规定以)从

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制度及政治

思想之历史的和现状的研究#培养能掌握新民主

主义政治理论的理论干部为目的*

$

%

!二"坚持马列主义为现实服务(编辑#马恩

列斯思想方法论$

'36!年 !月#毛泽东先后作题为'整顿党的

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为深入贯彻整风的

部署#毛泽东在作上述报告几天后召集理论工作

者开会#批评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当时存

在于部分同志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讲话中

)指出有些同志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

主义#极端民主化#这里有思想意识问题#也有思

想方法问题*% 为帮助全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方法以整顿思想作风#毛泽东要求把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

都摘录出来#系统地编出一本'思想方法论(% 会

上把编书任务交给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

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而以前者为主% 会后#艾思

奇)立即对搜集&摘录和编纂这本书的工作作了

具体的布置*#并主持全书的编辑工作% 大家把

当时延安所能找到的马恩列斯著作全部收集起

来#摘录其中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历时一个多月

的紧张工作#终于编辑成书%

% 该书经解放社出

版后#在各根据地一再翻印再版#成为整风运动中

党员干部的必读书目#为全党的普遍整风和理论

学习#进而改造思想意识&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

立初期#该书依然是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指定书

目#持续发挥教育影响作用%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从调查研究

出发

殷白回忆#院长张闻天)多次号召我们学习

毛泽东同志的治学方法#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

学习理论#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联系中国革命的实

际#求得真正的学问*

&

% 为了在接触社会实际中

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张闻天决定亲自组织

调查团#赴基层作农村调查研究% 临行之前#他去

中央研究院讲话#郑重指出!毛泽东的学习态度和

方法是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全党同志

认真地向毛泽东学习% 随即开始自我剖析#声称

自己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只是)缺乏实际的梁

上君子*

'

% '36!年 '月 !0日#张闻天率团出发#

至 '36"年 "月 " 日提前结束调查返抵延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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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中#亲自主持各种调查会#深入

社会各阶层调研#广泛收集有关帐簿和文字资料#

并进行细致周密的分析和综合研究#写出多篇具

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 张闻天在回延安后向中

央汇报#指出这次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收获!首先是

认识到)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

不断努力的必要*/其次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观

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实际% 他以射箭为喻形容自己

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需要在实践中加强

锻炼#指出理论联系实际需要在实践中运用和发

展!

% 这篇工作汇报#表明张闻天已经高度认同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以此作为行动准则% 在

此前后#各研究室自觉贯彻中央加强调查研究的

指示精神#通过组织小型调查团下乡调查或参加

边区选举工作的形式#较为深入地了解建立民主

政权的边区新农村% 通过接触社会各阶层群众#

了解到边区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把书本上的马

克思主义转化为具有无限生机的&丰富多采的伟

大革命实践*#在工作实际中确立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

%

四4结语

'36'年底#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

是*的训词% '36)年 )月 "'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

大作总结讲话#最后一节题为)实事求是问题*#

指出)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

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

问题*% 号召全党)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

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

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

% 党的七大将

)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全党正式确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党的

十六大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确

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 年 ) 月 !1 日#习近平

同志在'学习时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一文#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实事求是贯彻

到领导工作全过程#自觉做坚持实事求是的表

率*% 可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重要成果#已经成为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形成的

理论基础%

<&"=-8"%6>. 1?--25"()1--@+%64$#/5A$"BA&2/.*

&%8C/. C%('#-%2-

:;5<=:>%.?@A>B.

"C.AD&DEDF%G7%.DFHI%JBJK7>&.B# 7>&.FAF5-B$FHK%GL%-&BML-&F.-FA# NF&,&.?'####3# 7>&.B$

!"#$%&'$! 5M%.?O&D> D>FEIAB.$ $%O.A%GD>F7>&.FAFJFP%MED&%.# QB%:F$%.??JB$EBMMKG%JHF$ B. &$F@

%M%?&-BMM&.FD>BDFHI>BA&RFAFPFJKD>&.?GJ%HJFBM&DK# M&./AEI D>F%JKO&D> IJB-D&-F# B.$ IJ%H%DFA$FPFM%IHF.D

%GJFP%MED&%. B.$ D>F%JK&. IJB-D&-F(8EJ&.?SB.TB. IFJ&%$# >FFUI%E.$F$ D>F&$F%M%?&-BM-%..%DBD&%. %G)AFF@

/&.?DJED> GJ%HGB-DA* HB.KD&HFA# B.$ F.$%OF$ &DO&D> D>FHFB.&.?%GQBJU&AH&. >&ABJ?EHF.DBD&PFOJ&D&.?

!"#$%&'"()$* +,"-.#"$)$*(;F?BPFBAIFF-> F.D&DMF$ )LFF/&.?VJED> GJ%HWB-DA* BDD>F-%.GFJF.-F%. JF%J@

?B.&RBD&%. B.$ FADBXM&A>HF.D%GD>FQBJU&AD

2

YF.&.&ADZFAFBJ-> C.AD&DEDF# JF&DFJBD&.?>&A&$F%M%?&-BMM&.F%GADBJD@

&.?GJ%H%X,F-D&PFJFBM&DK# AFF/&.?D>FJF?EMBJ&DK%GD>F7>&.FAFJFP%MED&%. B.$ D>F. EA&.?&DD%?E&$FD>FJFP%ME@

D&%.BJKIJB-D&-F(V>&AAIFF-> FADBXM&A>F$ D>FJFAFBJ-> $&JF-D&%. G%JD>FQBJU&AD@YF.&.&ADZFAFBJ-> C.AD&DEDFB.$

D>FJF.BHF$ 7F.DJBMZFAFBJ-> C.AD&DEDF# B.$ IJ%H%DF$ &DAB-B$FH&-I%M&-KD%B->&FPFBDJB.A&D&%. GJ%HHB&.MK

ADE$K&.?QBJU&ADD>F%JKD%EA&.?&DD%ADE$KD>FJFBM&DK%GD>F7>&.FAFJFP%MED&%.(

()* +,%-#! QB%:F$%.?/ )AFF/&.?DJED> GJ%HGB-DA* AIFF->/ 7F.DJBMZFAFBJ-> C.AD&DEDF

!责任校对4王小飞"

1

!

"

#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

马洪!'难忘的回忆(#殷白!'回忆琐记(#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6 年版#第 "3&'"'

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33)年版#第 !!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