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党史·2021年 2期

准确翔实地存史， 是做好中共党史研究和学习
宣传的重要前提， 也是一项需要付出长期努

力的连续性工作。 陈云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是中
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人。 他以高
度的责任感重视党史存史工作， 为保存党史史料、
厘清党史过程和推动解决个人历史问题作出了重要
贡献。 重温陈云关于党史存史的思想和实践， 对于
当前做好党史工作、 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功能具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准确翔实地积累、 提供党史史料

陈云及时详尽地积累党史史料的自觉性是一以
贯之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陈云就撰写和
保存了许多第一手的重要史料， 典型之一是 《随军
西行见闻录》。 1934 年 10 月， 陈云作为红一方面
军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参加长征。 1935 年， 他开
始撰写 《随军西行见闻录》。 文章署名 “廉臣”， 于

1936 年在 《全民月刊》 （中共在巴黎创办的刊物）
上发表， 后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 是最早以亲历
者角度介绍红军长征和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等党
和红军领袖的文献。 1985 年遵义会议 50 周年之
际， 红旗出版社出版了署名陈云的 《随军西行见闻

录》 单行本。 后来，《陈云文选》 第一卷将 《随军西
行见闻录》 作为陈云在遵义会议上的手稿 《遵义政
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一文的附录。 《随军西行
见闻录》 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所作，
记叙了他跟随红军从江西出发历时八月、 途经六
省、 行程一万二千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真实见闻
与所思所想。 这件文献系统而具体地记载了红军突
破封锁线、 转兵贵州、 抢渡乌江、 智取遵义、 四渡
赤水、 佯攻贵阳、 兵临昆明、 巧渡金沙江、 勇夺泸
定桥等主要战役的经过， 涉及红军的俘虏政策、 群
众工作、 民族政策等多方面内容， 如在记叙红军与
彝族关系时写道： “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
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 赤军则以皮衣、
旧枪、 盐、 布送彝民。” ①红军长征历尽艰险， 留
下文字材料较少， 故而，《随军西行见闻录》 对研究
红军长征显得十分珍贵。 另一件重要文献是纪念鲁
迅先生的文章———《一个深晚》。 1932 年冬天， 陈
云在帮助瞿秋白夫妇转移住处时面见过鲁迅。 当
时， 陈云是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 1936 年 10 月
鲁迅逝世一周后， 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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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工作的陈云， 署名 “史平” 在 《救国时报》
（中共在巴黎创办的刊物） 上发表纪念文章《一个深
晚》， 以翔实的史料、 生动的笔触记叙了与鲁迅会
见的经过。 鉴于当时处在白色恐怖之下， 这方面的
史实基本未见诸记载， 因此， 《一个深晚》 为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
提供了不少新的情况和具有重要价值的线索。 《随
军西行见闻录》 和 《一个深晚》 都是当时人记载当
时事， 其内容较几十年后再来回忆的文章更加真实
清晰， 较少讹误和含糊不清的地方。

陈云认真负责地为亲身经历的党史事件提供相
关史料。 1978 年 9 月 5 日， 中组部沙洪同志写信
给陈云， 反映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对 20世纪 30年代
革命文艺运动中某些历史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分
歧， 若不适当地澄清， 会影响文艺队伍内部的团
结。 沙洪还附上徐懋庸夫人王韦的一封信， 叙述了
毛泽东在延安和徐懋庸的谈话中有涉及对 “两个口
号” 争论的评价问题， 还说徐懋庸在延安曾向陈
云谈过这些事情。 陈云看过这封信后， 认为自己
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了解一些相关情况，
立即于 9 月 11 日写信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
邦， 认真负责地回忆和说明了一些当年他知道的
情况。 ①难能可贵的是， 陈云不仅身体力行地为正
确评价 “两个口号” 争论提供了史料， 并建议中央
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对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问
题， 对创造社， 对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 作出实
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陈云注重史料积
累的及时性， 他督促这件工作最好当年就动手做，
“因为亲身经历和知道当时情况的人， 年龄都是七
十开外八十开外了， 再不动手就迟了”。 ②根据陈
云的指示， 文艺局的同志拜访了周扬、 茅盾、 夏
衍、 阳翰笙、 李一氓、 丁玲、 李何林、 楼适夷、 陈
荒煤、 沙汀、 任白戈、 林默涵等亲历者和知情人，
抓紧时间收集、 整理回忆和访谈文章， 为全面客观
反映当时情况、 平息争议， 提供坚实详细的史料基
础。 ③在陈云的鼓励和引导下， 在对史料作大量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 上述单位还向中央提供为胡风同
志平反的材料和依据。 ④

西路军长期被错认为是 “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
物”， 涉及 2 万多红军将士的政治名誉。 陈云主张
及时集中电报、 文件等相关确凿史料， 以搞清楚历

史事实， 为西路军问题平反。 1981 年、 1982 年，
陈云多次与李先念谈话， 指出西路军问题 “不能回
避”， 因为 “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
计划而决定的， 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
织的”。 他还回忆指出： “我在苏联时， 曾负责同他
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 而且在靠近新疆
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在看过李先念按
照陈云建议搜集到有关西路军问题的 29 份历史电
报后， 1983 年 1 月 5 日， 陈云亲笔致信李先念：
“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
附件， 我都看了两遍。 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
报， 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
案馆。 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随即， 李先念把陈云的信、 自己写的说明和附件一
并送给邓小平。 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 同意
全件存档。” ⑤党史上的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终于有
了客观公正的结论。

陈云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提供和积累党史
史料时不突出自己的成绩， 更不刻意回避自己的过
错， 体现了共产党人正视历史的宽广胸襟。 1958
年 10月 31日， 陈云复信中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
厂党总支， 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 20世纪 20年代后
半期商务印书馆工人斗争情况的问题， 指出： 当时
商务印书馆工会虽然是上海的重要工会之一， 但商
务印书馆的工人斗争仅是全上海工人斗争洪流中的
一部分。 ⑥20 世纪 80 年代， 有关部门编选陈云的
著作。 陈云要求把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自己向中央写
的检讨报告收进去。 这个报告检查了辽东土改中

“左” 的错误及其原因。 编辑组认为这在当时带有
普遍性， 多次建议把这篇稿子撤下来， 都被陈云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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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 陈云对秘书说： 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也
是有错误的， 并不是一贯正确。 ①

二、 求真务实地对党史史料进行证明、 甄别

陈云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史事业的满
腔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 在百忙之中对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重要历史细节加以尽心尽力的回忆， 作出
详细明确的甄别。

（一） 积极协助档案馆等有关部门甄别史料，
尽可能准确还原历史过程

中国革命条件十分艰苦， 造成早期革命档案留
存较少， 有的还缺乏互证材料， 因此， 亲历者的甄
别对史料利用显得尤为重要。 1982 年， 中央档案
馆送来一件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档案， 请参加过遵
义会议的陈云辨认。 陈云十分审慎， 丝毫不肯随意
马虎。 为了确定是否是自己的笔迹， 他使用了 “交
换、 比较、 反复” 的认识方法， 先是拿给过去常替
他抄写手稿的夫人于若木看， 又把档案放着仔细再
看。 ②经过审慎核阅， 陈云通过秘书转告中央档案
馆： “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 是我在遵义会议后，
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 时间
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 因为过了泸定
桥， 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 从那以后我
就离开了长征队伍。 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当时留下
的， 后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 ③陈云还为其他党
史史料开具了证明材料。 这些书面材料清晰准确，
成为史料甄别的有力证据， 对党史研究与宣传大有
裨益。 1982 年 6 月 12 日， 陈云就长征初期任职等
事宜复信中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信
中说： “长征初期我与刘伯承均由中央派往五军团
工作， 刘是红军总参谋长兼五军团参谋长， 我任五
军团中央代表。 到遵义后， 刘任遵义卫戍司令， 我
任政委， 并参加遵义会议。 但我未参加过黎平会
议。” ④

由于时隔久远， 不同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回忆
也不尽一致， 因此， 许多党史史料都需要反复甄
别。 陈云总是不厌其烦， 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
神， 对有关史料进行仔细甄别， 并提出具体意见。

1982 年 12 月 28 日， 陈云书面回复中共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
调查报告 （征求意见稿）》 提出的一些问题， 指出

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张闻天接替博古的工作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
的责任， 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 并明确说明
董振堂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自己没有参加通道会
议。 ⑤陈云的书面答复厘清了有关遵义会议回忆史
料中的一些错讹、 误解之处， 有效地还原了历史
真相。

（二）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借助史实阐明对党
史事件的看法

陈云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不仅提供党史证明材
料， 而且借助史实阐明对党史事件的看法。 1977
年 9 月， 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共党史陈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时， 陈云针对陈列中有关
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解说词指出： “‘八七’ 会议
后， 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 当时凡是
积极分子都参加了， 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
错误是中央领导机关犯的， 牺牲的人没有责任， 而
且， 暴动也不都是瞿秋白盲动主义。” ⑥1978 年 9
月， 陈云给胡耀邦写信为徐懋庸作证， 指出： “我
确实记得毛主席讲过 ‘徐懋庸给鲁迅的那封信是错
误的， 但他还可教书’； 而且， 后来真的把他安排
在抗大当了教员。”“（在延安时） 我从来没有听毛主
席说过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
与反革命的论争， 也没有听毛主席说过 ‘国防文
学’ 是反革命的口号。” ⑦

陈云力主在历史情境下去分析和理解历史人物
的行为， 尊重历史事实， 作出客观评价。 1983 年
11 月 10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罗荣桓传记
组来信询问， 应当如何反映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毛泽
东在指导方针上一些失误的问题。 经过思考， 1984
年 1月 11日， 陈云复信指出：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
由于我们进入这个地区的时间不过几个月， 敌人的
兵力也有变化， 因此， 对东北的情况还处在认识的

① 朱佳木： 《听陈云同志谈党史》， 《中共党史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② 朱佳木： 《听陈云同志谈党史》， 《中共党史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③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296 页。
④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299 页。
⑤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315—316 页。
⑥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213—214 页。
⑦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224—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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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对和战问题、 作战方针问题
提出这种或那种意见， 都是可以的， 也是需要的。
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当时毛泽东给东北局的电报上
提出的一些意见， 而不应当把个别意见同实际情况
不符说成是毛泽东在指导方针上有什么失误。 ①对
于辽沈战役中林彪作用的评价， 陈云也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的态度， 指出： “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
在当时正确的地方， 我们也不必否定。” ②

（三） 站在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上， 积极推动
解决个人历史问题

陈云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 知无不言、 言无不
尽， 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早在 1966 年八九
月间， 陈云复信和接见来访的天津工学院的学生，
证明该院副院长、 党委副书记袁血卒历史上没有问
题。 ③十年内乱结束后， 1976 年 11 月 25 日， 陈云
在接到黄克诚夫人请求允许黄回京治疗眼疾的信
后， 立即转交给华国锋、 叶剑英， 并附信阐述自己
所知黄克诚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此事很快被提交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并得到同意， 黄克诚的困难
很快得到解决。 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陈云兼任中央纪委第
一书记， 更加注重通过收集史料来澄清真相。 1978
年 12 月， 陈云明确指出， 刘少奇的冤案是党和国
家的事情， 他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 同时， 他充分
肯定萧劲光的历史功绩， 亲自给萧劲光的文集题写
书名 “一代元戎”。 陈云委托廖承志和当年与潘汉年
一起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有关潘汉年的
史料。 1981年 3月， 陈云在给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领
导人的信中说： “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汉
年同案人的材料。 这些材料， 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
证。 而且对于刘晓、 刘长胜同志能在上海保存下来
反面提供了潘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 ⑤

中国革命历程艰难， 牺牲者众多。 对于建党初
期和隐蔽战线牺牲者的事迹， 可资证明的书面材料
非常少， 就是知情者也不多。 因此， 少数知情人的
证明就显得极其宝贵， 有时甚至是唯一证据。 陈云
尽己所能， 为他所知道的牺牲者作出复查证明和客
观评价。 这既是源于革命幸存者对烈士的深厚感情，
也为党史留存了相关史料。 1977 年 10 月， 陈云收
到宗益寿之子的来信， 反映十年内乱中其父亲和叔
叔宗益茂的革命烈士称号被取消， 请求陈云证明他

们革命历史问题。 10月 28日， 陈云书面证明宗益寿
及其弟弟宗益茂的革命事迹， 认为他们 “都是中国
共产党的忠诚党员， 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
一生”。 ⑥1983年 8月 8日， 陈云为纪念任作民题词：
“任作民同志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 四十年代初在延
安， 都曾与我共事过一个短时间， 他是我党建党初
期的老党员， 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同志。” ⑦

对于年代久远且仅有一面或数面之缘的人物，
陈云也力求详尽地认真回忆， 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
值的线索， 帮助澄清和解决个人历史问题。 1983
年 7 月 12 日， 就四川仪陇县委来信询问该县席懋
昭是否于 20世纪 30年代护送他出川一事， 陈云复
信说， 1935 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 中央决定派
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当时确有一位在灵关
殿任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 重庆。 如
席做过灵关殿的小学校长， 即可肯定席就是当年护
送过他的那位同志。 此后， 陈云多次函电仪陇县委
和四川省委， 关心复查情况。 四川省委组织部来函
说， 经查历史档案， 席懋昭在 1934 年、 1935 年确
实当过灵关村的小学校长。 12 月 20 日， 陈云亲笔
为席懋昭写了证明材料， 指出： “应肯定席为革命
烈士， 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
中的功绩。” ⑧对于自己不是很熟悉的同志， 陈云
也力图从多方面着手解决问题。 1959 年 1 月 15
日， 陈云复信中共中央组织部转江苏省昆山县委五
人小组， 答复他们所问 1930 年农民中的党员人数
和名字问题时， 提出李一谔烈士的弟弟李新民可能
对当年农民党员的名字还记得。 ⑨

三、 大力推动党史史料的征集、 出版工作

征集、 出版党史史料， 是党史存史工作的重要

①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345 页。

② 《陈云文选》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28 页。

③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141 页。

④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205 页。

⑤ 《陈云传》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531 页。

⑥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216 页。

⑦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335 页。

⑧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331 页。

⑨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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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 陈云对此十分重视，
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1981 年 11 月 8 日， 陈云在
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 要把 “伍豪启
事” 的前前后后搞清楚。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和文献研究室、 党史研究室根据他的意见， 联合撰
写了 《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 一文， 说明 “伍豪启
事” 完全出自敌人之手， 我党地下组织在其刊登后
即采取巧妙办法给予了揭露。 陈云对文章十分重
视， 认真审阅了全文和全部附件， 并要秘书按他的
意思起草说明， 由他逐字审定。 ① 《伍豪启事的前
前后后》 写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史料， 因而史实确
凿， 极具说服力和史料价值。

党史回忆史料不仅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而且包含亲历者从各个角度进行的所思所想， 在翔
实反映历史全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云主
张， 应当对党史回忆史料及时加以征集出版， 供研
究者参考使用。 1981 年 7 月， 中央宣传部与中央
组织部、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有关部门遵循陈云的
意见， 由贺敬之主持建立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
题研究小组， 有计划地对革命文艺运动中的重要历
史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 社科院文学所搜集 60 多
位左联盟员撰写的文章， 编辑出版 《左联回忆录》
一书， 另外还编辑出版 《“革命文学” 论争资料选
编》 《“两个口号” 论争资料选编》 两书。 ②陈云对
这批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始终牵挂在心， 在百忙
之中请秘书打电话询问有关上海 20 世纪 30 年代
文艺界重大问题的材料工作办得怎么样， 并要求
阅看。 ③陈云还建议党史亲历者和见证者多写纪念
文章。 1982 年 11 月， 陈云亲自致信与潘汉年一起
工作过的夏衍， 请他写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 夏
衍欣然从命。 11月 23日， 《人民日报》 发表夏衍撰
写的 《纪念潘汉年同志》 一文。 ④

陈云注重党史史料征集、 出版的科学性和权威
性。 1983 年 7 月 7 日， 陈云为 《辽沈决战》 一书
题写书名。 8 月上旬， 陈云就编辑方针和方法问题
同秘书进行了八次谈话， 建议这本书由中央党史资
料征集委员会和辽沈战役纪念馆合编。 在了解到该
书只是收录战役参加者的回忆文章后， 陈云提出，
可以加入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和各方面有代表性的
同志的回忆文章， 使人们不仅能够从这本书中看到
辽沈决战胜利的经过， 而且能够看到胜利的各种基

本原因。 ⑤陈云注重这本书的权威性， 建议一批曾
在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来主持编辑工作， “书编好
后， 要送中央军委、 尚昆同志把关”。 “改编的工作
也许要花一两年的时间， 不过， 只要能把这段历史
立全面、 立准确， 多花些时间是值得的。” ⑥根据
陈云的意见， 该书进行了改编。 为了说明辽沈战役
国共双方的战略、 战术和兵力部署， 该书第十篇专
门收集了原国民党四位将领的回忆文章， 并附有东
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大事记、 战斗序列、 省军级干部
名单和各种统计资料、 要图。 这部书为研究和了解
东北解放战争尤其是辽沈战役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档
案史料和回忆史料。

陈云还通过题写书名、 馆名等方式， 关心和支
持党史史料的征集、 出版工作。 陈云鼓励出版多种
形式的史料集， 曾为 《中国职工劳模列传》《向警予文
集》 《张浩纪念集》 《孙冶方颂》等题写书名。 1986年，
陈云接到上海商务印刷厂的信。 该厂在信中汇报了编
写工运史和恢复厂名的计划， 并请求陈云题写 “商务
印书馆上海印刷厂”。 陈云不仅为他们题写了厂名，
还题词： “发扬革命传统， 做好印刷工作。” ⑦

党史是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也是最
好的营养剂、 清醒剂， 客观准确地存史则是党史发
挥资政育人功能的重要基础。 陈云通过积累和提供
党史史料、 证明和甄别党史史料及推动党史史料征
集出版工作， 为党史存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
云在党史存史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和实事求是作风， 值得今人认真学习并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
究员 北京 100009）

① 朱佳木： 《听陈云同志谈党史》， 《中共党史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② 荣天玙： 《陈云同志求真务实的文艺观》， 《百年潮》

2005 年第 6 期。

③ 荣天玙： 《陈云同志求真务实的文艺观》， 《百年潮》

2005 年第 6 期。

④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310 页。

⑤ 《陈云年谱》 下卷， 第 324—325 页。

⑥ 《陈云文选》 第 3 卷， 第 329 页。

⑦ 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 《走近陈云：
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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