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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林峰

中共党史资料建设的发展基础，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由革命战争转向全面建

设，已经可以有条件、有能力（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建设。其次是中共党史的宣传、研究、

教学、学习的迫切需要进行资料建设。从政治方面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希望全

国人民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共产党，需要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共党史及其革命精神，同

时也需要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的教育，这就必须提供基本的中共

历史资料。因此，进行中共党史资料建设，不仅是社会需要、学术需要，也是政治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史资料的收集就已开始。如北平历史博物馆就在《人民日报》

刊登征集革命文献实物启事①。1949年9月，由中共上海市委接收的包含2万余件文件的“中央文

库”转交华东局办公厅。1949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

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

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

（电报原稿中“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毛泽东改为“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②，毛泽东

等人亲自签发、毛泽东亲自修改电报，并叮嘱要万无一失把宝贵资料送京，要奖励保存文件有功

的人员，足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党史资料建设的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有关收集保存党史资料的文件也很快发出。1949年10月11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发出《关于搜集革命历史文物的通知》③。1950年6月16日，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发布《征集革命文物令》，强调要征集自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史

料。两个征集革命历史文物的通知发出后，中共党史资料建设工作就开展了起来。如上海市博物

馆与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档案部门组成联合征集组，在1951年一年内就征集到文献资料11700余

件④。1950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

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学生

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单位也发布了征集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史料启事⑤。

1951年7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期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收集党

史资料的通知》⑥，强调与中央党史相关的资料、与地方党史相关的资料要全面搜集；实物史料、

文献史料、口碑史料（回忆史料）、撰述史料要全面搜集。此后，全国范围搜集中央、地方党史资

料的工作进一步开展。195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土地改革中收集有价值的文

① 《北平历史博物馆征集革命文献实物启事》，《人民日报》1949年5月5日，第1版。

② 详见：本刊特约记者《使命：保护中央文库》，《百年潮》2012年第1期。

③ 费云东：《中共档案文献征集》，第180页。

④ 费云东：《中共档案文献征集》，第181页。

⑤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等单位征集“五四”以来青年运动史料》，《人民日报》1950年4月23日，第3版。

⑥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25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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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指示》①1954年4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征集现代革命历史资料的通知》，强调

“集中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和重印，是开展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②。

中央宣传部希望为中共党史的宣传、研究、学习提供必要的、并且是比较完备的资料。

195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

档案工作暂行条例》，195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案的通知》，

195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县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办

法》，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档案收集、管理进行了规范化。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

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对于国家档案建设的各方面都提出了具体措施，其中第四条要求：

“必须积极收集和清理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③稍后，中共中央办公厅

秘书局第三处征集科发表了《各地应积极收集和清理革命历史档案》，指出了当时档案收集、整

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何整改的措施④。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管理党、

政档案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党政档案工作由党统一领导，党政档案统一管理，各级档案管理机

构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理顺了档案工作的体制。这些都加快了革命历史档案的规范化

收集、保管、整理、利用，也推动了党史资料建设的发展。

从以上可以看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党史的资料建设已开始。在中共中央的

推动下，中共党史资料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再版。中共党史文献资料的建

设，首推《毛泽东选集》编辑。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

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这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资料建设意识。《毛泽东选

集》的编辑、出版，在政治上有巨大的思想理论建设意义，在中共党史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方

面则有重要的资料建设意义。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相关的，是再版毛泽东主持编印的《六大以

前——党的历史资料》（中共中央书记处1942年10月编印）、《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中

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12月编印）。《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瞿秋白文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53—1954年版）、《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李大钊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等文集相继出版。这些都为党史研究提

供了丰富的资料。

第二，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印《党史资料》《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影印革命报

刊，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51年11月16日，经毛泽东、周恩

来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增设理论宣传处、群众宣传处等同时，增设了党史资料室⑤。党史资

料室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党史资料室在搜集、整理、

编辑、出版中共历史资料方面的成绩，主要是出版了《党史资料》《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影印

了《新青年》《向导》《解放日报》等共产党人主办的报刊。党史资料室1956年7月撤消后，中宣

部办公室接续推出《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三，中央层面的中共党史资料建设，还体现在中央档案馆编纂出版《中共中央文件汇编》

《党史资料汇报》。1954年11月，国家中央档案馆成立（1959年11月正式开馆），中共中央相应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387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744～745页。

③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人民日报》1956年4月21日，第3版。

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第三处征集科：《各地应积极收集和清理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工作》1956年第12期。

⑤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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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设立了中央档案馆筹备处（1954年12月）。195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发出《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案的通知》，要求一切党、政、军机关、群众团体、文化机关(图书

馆、博物馆）以及个人保存的在征集范围内的资料，都要报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或当地党委办公

厅。在接收的国民党政府的宪、警机关和法院的档案中，如有中共等革命组织的文件、照片等，

也应拣出集中，只留下重份或抄件作为原反动机关的档案保存①。在中央号召收集档案的指引下，

各地的档案馆纷纷建立，截至1960年初，15个省级档案馆己建立，还有许多省级档案馆筹备处

建立，106个地(市)级档案馆和1509个县级档案馆建立②，全国范围的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工作

大规模展开。在收集到大量的资料后，1956年中央档案馆开始编纂《中共中央文件汇编》。先编

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册，随后，在1966年以前编成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37册。遗憾的

是，当时，这两套书都没有印制、发行，只是作为中央档案馆馆藏本提供内部使用③。当然，这

为改革开放以后编印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做好了前期工作。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

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这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重视党的历史资料建设的意识。1957年1月苏共

中央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批档案资料移交给中共中央，遂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

在收到苏联移交的资料后，很快组织人力整理这批资料，一些俄文的资料进行了翻译，其中由俄

文翻译成中文的资料有中共一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1958年6月3日《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印出，这是由中央

档案馆编辑，由中共中央秘书局印制的。这一期《党史资料汇报》上有《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

年）。以后第六号上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号上

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遗憾的是，《党史资料汇报》是提供给中共最高层参考的，只有很

少人能看到。毛泽东是看了《党史资料汇报》的，他还在第一号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

上写了批语④。

第四，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的历史资料建设也较早就开始。1949年12月29日，中央军委发

出《关于各军区和各野战军收集文件的通令》，号召各军区和各野战军“组成史料收集委员会，负

责收集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各种作战文件”。《通令》下达后，各部队成

立了史料收集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历史文件的收集逐步展开。从1949年底至1966年初，仅中央

军委办公厅档案处（档案馆）和军事博物馆等就收集到革命历史文献史料14万余件。中央档案馆

也为中央军委办公厅和军事档案馆提供了涉及军事的文电5万余件⑤。中央军委的这个《通令》中

有刘少奇的批示：各野战军及各军、师收集文件后，“可以自己为单位写出自己的历史和战史”。

此后，各部队也都开始编写军战史。至1964年，军事科学院共收集到各种军战史资料达6万余

种⑥。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辑了5卷6册文件集《军事文集》和《中国人

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等，但只是内部刊印⑦。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翻印了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1942年编印的《军事文献》，提供给高层干部使用。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

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编：《档案工作文件和论文选编》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04～105页。

② 裴桐主编：《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

③ 谢莹：《继往开来走向新征程——中央档案馆编研工作回顾与展望》，《档案学研究》2000年第1期。

④ 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

⑤ 费云东：《中共档案文献征集》，第184～185页。

⑥ 费云东：《中共档案文献征集》，第185页。

⑦ 曾景忠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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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

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部”。不到一年时间，应征稿件达3万余篇，到1966

年，征文稿件达8万多篇，送到编辑部的有4万多篇，遂有《星火燎原》丛书8集的问世①，也催

生了《红旗飘飘》丛刊1~16集的问世。这些回忆录是极珍贵的口述史料。

第五，各地中共党史资料建设的发展。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推动下，各级党委，各

级政府也开始了中共党史的资料收集、整理，不仅收集了全国性的党史资料，也收集了地方党史

资料。由于各地开展中共党史的宣传、学习、研究，迫切需要中共党史资料，各个大区、各个省

市以至地、县，一些机关、学校，都纷纷编印党史资料。较早出版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

局宣传部编的《干部学习资料：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专辑》（一）（二）（三）（华南人民出

版社1951年7月—8月出版，1951年11月4版）。随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又编辑

了《中国共产党史学习资料》（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9月初版）。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三所南京史

料整理处整理油印了《十月革命影响及中苏关系史料》《五四运动史料》《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史

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料》《北洋军阀直皖两系混战史料》《十年内战时期的民族工业危机

史料》《济南惨案史料》《日寇侵华暴行史料》《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料》《台湾“二·二八”运动史

料》等40多个专题史料②。这些资料大多是南京史料整理处收藏的档案资料。

地方党史的资料也有编印，如武汉市机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夜间学校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南

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初版，1953年8月第二版，1954年

12月新一版），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编印《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

第1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62年编印的《江西人民革命史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

稿）》（著作），湖北省革命史资料编写小组1961年编印的《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6册（著

作），则是著作型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

社1958年版)，是叙述加资料型的。地县一级的有：中共龙溪地委革命史料办公室1958年编印的

《闽南革命历史参考资料》第1、2辑，中共广济县委宣传部1959年编印的《广济县党史资料汇编

初稿》，肇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61年编印的《高要农民运动历史资料》（油印）等。

各系统也编印了不少不同类型的党史资料。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了《中

国工会历史文献》5集（工人出版社1958—1959年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工人运动史

教研室1959年编印了《中国工人运动史参考资料》第1集，1962年编印了《中国工人运动史参考

资料》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1年编印了《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集》；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

员会1951年编印了《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64年编印

了《农民运动专题参考资料》（油印）一、二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8年

编印《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中国青年运动历

史资料1926—1927》《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8》《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9年1月—6

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9年7月—12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0年1—6月》《中

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1》《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2年1月—5月》，全国政协及各地政

协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回忆史料、口碑史料，其中很多文

章或者可以间接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文史资料选辑》的编印是中共党史资料建设的有机组成

部分。

① 详见朱冬生：《〈星火燎原〉：精心打造传世经典》（《解放军报》2019年9月19日，第8版；中国军网2019年9月19日）。

② 参见曹必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成立始末》，《纵横》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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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党史资料建设，对推动党史研究的发展影响深远，对1978年以

后的中共党史资料建设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应实事求是看到，这一时期的中共党史资

料建设，或多或少受到了政治形势的影响，难免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本文作者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江苏　225009）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对党史研究的推动

王维佳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1952年、

1953年、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相继出版，全国掀起了学习、研究毛泽

东著作的热潮，而学习、研究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也推动了中共党史学习、研究的深入。学习、研

究中共党史与学习、研究毛泽东著作的相互推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著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要理解毛泽东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撰写的背景及其发表的意义

与作用，就必须了解当时中共革命斗争历史的情况。通过了解中共党史，来理解毛泽东著作形成

的原因，理解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挥的作用，理解其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理解毛泽东思想为

什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什么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51年6月29日《人民日

报》发表《纪念党的三十周年应当学习党的历史》的评论中说：“党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教科书，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入门”；“党员在纪念‘七一’前后应当受到一

次最初步的党的斗争历史的教育”；“这一步进行得好，就可以使党员干部打下进一步学习党的历

史以至毛泽东同志各种著作的基础。”①正如李达当时所说：“为了彻底了解毛泽东选集各篇著作

的意义，并且使学习收到应有的成效，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必须结合党史、结合中国革命史去学

习，学习毛主席在何种客观的革命形势中去解决所遭遇的困难问题。”②胡华在谈怎么讲好中共

党史课时也说：“党史讲授中以讲历史为主，还是以讲毛泽东著作为主？我认为应该是两者有机

地结合，而不能偏废一面”；“通过活生生的无可辩驳的铁一样的历史事实，来讲授毛泽东思想，

这是讲授毛泽东思想的最好办法”③。这里谈的是讲党史，实际上研究党史也是相通的，在党史

研究中研究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就容易深化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也容易深化党

史研究。

第二，毛泽东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产物，也是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毛泽东著作为

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研究中共党史，离不开研究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著作是中共党

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5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通知》，其中

① 《人民日报》1951年6月29日，第1版。

②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十月三十日会上的发言》，其中有李达发言《学习毛泽东选集是教育工作者重要

任务》，《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日，第1版。

③ 胡华：《关于党史课的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