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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对党史研究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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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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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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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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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人民日报》1951年6月29日，第1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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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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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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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有系统地学习党史，将极大地加强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从而使全党的干部和党员

在今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中增加极大的觉悟性和信心。学习党的历史的基本材料，应

当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著作有些直到最近才收

集起来，有些过去虽然收集过，但有很多人没有获得阅读的机会，所以我们决定在《毛泽东选集》

未出版前，先选择毛泽东同志从1926年以来所写的几十篇最重要著作，除篇幅很长的须出单行

本者外，从今天起在《人民日报》陆续发表。这些文章中，有些经过作者自己在文字方面作了一

些小的修改。各文的题解和注释均经作者审阅过a。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批

准成立的，这个机构刊发的《通知》应该相当于中共中央发的通知，很快得到全国上下的响应。

李达在《怎样学习党史？》的文章中就指出：学习中共党史“最要紧的是进一步结合毛主席在

每一时期的著作进行学习。毛主席自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五年的著作，最近在报上发表出来的一有

七篇。这七篇著作，都是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经典著作，都是中国革命史中的辉煌文献，每—篇

都刻划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标志着当时革命的方向”。李达具体分析了报刊上已发表的毛泽东

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b，强调应当把党史研究与学习同毛泽东著作结合起来。顾

崇实等在《怎样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论及学习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

强调：应该参考“毛主席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才能学好这一段党史c。也就是说只有学好毛泽东著作，才能学好

党史。

此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的教员在讲授中共党史时，每一个时期的党史都要

讲毛泽东著作的专题d。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60年及以后招收的班，学习中共党史与学习毛泽东

著作的结合更紧密了。如学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史，要通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

这一时期的著作，其中要精读《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等6篇。抗日战争时期要通读《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其中要精读《反对日本进攻的方

针、办法和前途》《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目

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学习和时局》《两个

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等11篇。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要求通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其中要精读《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4篇e。这正是《毛泽东选集

出版委员会通知》“学习党的历史的基本材料，应当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主要著

作”精神的体现。

第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

题，毛泽东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进行了理论研究、经验教训的总结，

给予了正确的回答和解决，如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走十月革命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斗争的

道路还是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如怎么建党？怎么建军？如怎么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如抗日战争

怎么打？怎么才能取得胜利？如中国革命分几步走？中国向何处去？等等，这些中国共产党在

a 《人民日报》1951年7月1日，第5版。

b 《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153页。

c 顾崇实等：《怎样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展望周刊社1951年版，第8～9页。

d 详见刘晶芳：《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史》，第93～95页。

e 详见刘晶芳：《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史》，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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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都能够及时给予正确的回答。所以，要研究中国共

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都可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到解释，研究这些历

史重大理论问题，都要和研究毛泽东著作结合起来，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以有更深的理解，

对毛泽东著作也可以有更深的理解。

胡华1951年说应当“以毛泽东的著作中对于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历史实践的看法

的观点，来叙述与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a。这里说的“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实

际上就是编写中共党史。如果从“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都可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到答案，研究这些历史重大理论问题，都要和研究毛泽东著作结合起

来”出发，胡华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这仍需要实事求是，不可机械地以毛泽东的论断

代替中国共产党历史及其研究。徐特立1952年9月在军委技术部作《如何学习党史》的报告时指

出：“学习党史，最好能把建党问题、军队问题、统一战线的问题等等结合学习《毛泽东选集》作

专门的研究，这样对于问题的理解才能透彻。”b建党问题、军队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是中

国共产党历史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要解决、把握这些问题，确实需要专门研究毛泽东选集著作。

学习、研究中共党史，只有把握党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结合毛泽东著作的研究，才能提高

学习、研究党史的理论水平，才能加深对中共党史的宏观理解。

第四，在毛泽东著作中学习研究中共党史的思想方法。胡华在1953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学

习毛泽东思想，“不仅是要了解毛泽东思想的各个基本理论论点，特别是要了解它的精神和实质，了

解毛泽东同志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毛泽东同志以创造性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并强调特别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之作为我们研究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思想武器”c。这里强调了要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学习《实践论》《矛盾

论》，以便能更好地研究中共党史。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也是

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没有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就没有《实践论》《矛盾论》。毛

泽东曾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

应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d当时就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

经验教训，为了全面清除中共党内错误路线特别是错误思想路线的影响，毛泽东写了《实践论》

《矛盾论》，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实践

论》《矛盾论》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思想路线的经典，是正确思想方法的经典，研究中共党史应从

中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

《人民日报》1952年5月20日刊登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举办党史教员训练班的经验》中就谈

到，举办党史教员训练班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正式学习党史以前，应该学习《实践论》，以帮助

学员取得研究党史的钥匙”。编者加了按语说：“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最近已重新发表，在学

习党史前也应该首先加以学习，作为思想武器，来观察、研究、分析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

大事件。”e《人民日报》1952年6月30日又刊登《华北全区干部展开学习党史运动》谈到：“华

北全区党、政、军及人民团体的党与非党干部，正在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学习中共党史的运动”。

a 《胡华文集》第4卷，第348～349页。

b 徐特立：《徐特立文存》第4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c 胡华：《怎样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新建设》1953年第1期；《胡华文集》第4卷，第320～325页。

d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e 《中共中央华北局举办党史教员训练班的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5月2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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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学习运动的规模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区目前已参加学习的干部约有十五万多名。学习

步骤，大致先以一个月或两个月时间，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初步改造自己的思

想方法，为学习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取得钥匙。”a《人民日报》1952年7月14日再刊登《天津市

干部热烈学习理论》谈到：“为了加强领导，培养学习中的骨干，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所成立的

干部业余政治学校已开办了党史班，吸收了六百余干部提前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共

党史。”b在学习中共党史以前先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为学习中共党史打好思想方法的基

础，这样做可以说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总之，将学习、研究中共党史与学习、研究毛泽东著作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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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凌承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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