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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毛泽东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

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

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

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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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

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

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

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

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

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

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

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

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

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

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

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

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

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

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

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

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

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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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

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

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

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

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

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

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

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

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

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

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

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

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

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

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

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

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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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

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

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

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

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

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

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

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

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

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

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

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

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

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

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

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

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

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

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

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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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

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

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

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

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

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

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

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

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

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

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

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

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

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

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

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

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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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

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

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

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

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

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

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

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

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

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

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

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

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

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

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

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

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

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

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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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

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

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

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

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

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

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

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

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

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

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

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

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

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

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

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

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

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

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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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

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

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

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

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

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

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

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

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

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

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

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

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

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

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

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

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

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

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

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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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磨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

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

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

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

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

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

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

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

“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

“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

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

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

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

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

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

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

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

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

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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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

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

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

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

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

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

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

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

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

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

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

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

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

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

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

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

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

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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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

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

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

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

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

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

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

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

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来源：《毛泽东文集》

报：陕煤集团党委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送：建设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准高级管理人员。

发：各单位党委（总支、支部），机关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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