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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春，首先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

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

育运动，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人格力量，

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创举，对于

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实现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具有极其

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加强学习：思想和行动统一的基本前提

1937 年 11 月 29 日，延安机场纷纷扬扬地

飘着雪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负

责人在这里迎接王明回国。这是毛泽东与

王明的第一次会面，在欢迎会上，毛泽东说

王明回国是“喜从天降”。但是，王明却以共

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一回到延安就到处

发号施令，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

倾口号，给党内思想造成混乱。王明从过去

的“左”倾错误又跳到右倾错误，主要原因就

是不从实际出发，照抄照搬书本知识，教条地

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的教条主义之所

以仍有市场，就是因为党内大部分同志理论

水平不高，不能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指导实践。

学习是前进的基础。1938年秋，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

务。会后，党中央开展了一次学习运动，强调要

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理论、学习党的历史。然而，这时党内的教条

主义还在作祟，学习活动并不顺利。1940 年

3月，王明把自己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

“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而斗争》一书在延安重印，并在序言中为过去的

“左”倾错误作辩护。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损失

惨重。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

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

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

石”。为了统一党的思想，毛泽东要求把反对

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延

安整风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整风学习，解决党内的思想认识问

题，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水平。

延安整风运动始终以学习党中央规定的

《整顿党的作风》等22个文件为主要内容，有阅

读能力的党员干部逐渐精读，并撰写笔记，《解

放日报》等报刊还发表了许多党员干部整风学

习的总结和心得体会，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

围。通过学习和讨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水平大大提升。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指

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出来，

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

上很大的进步。”

延安整风运动与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 王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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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评：思想和行动统一的重要法宝

开展自我批评，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认识

错误、改正错误，才能达到统一思想、增进团结、

提高党的战斗力的目的。早在 1941年 9月，党

中央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许多人充分

发扬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

所犯的错误，为在整风运动中开展自我批评树

立了榜样。

整风运动开始后，也有一些人没有深刻认

识到整风运动的真正意义，误以为整风就是整

领导。一些单位办墙报，以嘲讽谩骂的方式批

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把人们的注意力

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

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上。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中央研究院，借着马

灯和火把的光亮看墙报。阅毕，他认为，这样下

去整风学习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并在深思熟虑

后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

文艺界思想活跃，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比较

突出。为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专门腾出

大量时间与文艺界的朋友交换意见。性情孤傲

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毛泽东

知道后便与他诚恳交谈，后来又给他写信坦

言：“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

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

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

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1942年

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释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方向。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

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座谈

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开展了批

评和自我批评，收到了显著成效。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揭发、批判错误如同医生给人治病，不是

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使犯错误的人

变成好同志，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

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

动员大家把王明、博古选为中央委员，充分体

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经过延安

整风运动，党员干部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

线，深刻认识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使党

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和统一。

科学理论：思想和行动统一的根本指针

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必须有坚强的

领导核心，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邓小平曾

明确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

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当然，毛泽东领袖

地位的确立也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延安整风

时就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

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

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据

李维汉回忆，毛泽东当时曾表示：“我的命令不

出这个窑洞。”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个重大转折。六中

全会前夕，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刚从莫斯科

回来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

米特洛夫的口信：“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

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

了。”李维汉后来曾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

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

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

问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进一步（下转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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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质增效，深化拓展革命文物的

教育功能

聚焦党员干部，把革命文物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和党性教育的鲜活载体。省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带头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岳麓书院、

湖南第一师范等地开展专题学习，示范引导党

员干部走进红色地标接受思想洗礼。在“学习

强国”湖南学习平台、湖南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

院等开设“红色印记”“红视频”专题，出版《湖南

党史学习教育地图》，编制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

学场地推荐指南，开发精品党课，通过课堂听、

现场看、实地感、内心悟，推动党员干部铭记革

命历史，践行初心使命。

聚焦青少年，建立学校与革命类博物馆纪

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建共享机制。在全

省中小学生春游秋游中开展“走进红色课堂、传

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推出“重走‘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之路”等一批研学线路，有序组织

学生就近开展红色主题党日、团日、队日。创新

打造多屏联动的“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开

展“访红色故地 筑信仰之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打卡”等活动，开发革命文物主题动漫、

游戏，以青少年喜爱的形式引导他们感受革命

传统，坚定理想信念。

面向广大群众，打造“网上网下联通、多种渠

道联动、宣传实践并重”的宣传教育格局。以重

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组织庆祝或纪念

活动，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志愿服务，组建省市两

级潇湘红色故事宣讲团开展“潇湘红色故事汇”

品牌宣讲，依托县级融媒体中心推出《如果文物

有记忆——湖湘大地上的革命文物故事》等视频

音频节目，组织“连线红土地”“韶山连井冈 湘

赣今更红”等主题宣传，实施红色文化数字呈现

工程修复传播红色经典影像，让革命文物“活起

来”、红色记忆“热起来”。● （责任编辑：郭慧）

（上接第 36页）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

位，但因为没有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没有对历

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进行深刻总结，教条主义

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立即

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但是，经过延安整风运

动，全党通过认真学习党史，对党史上的路线

是非有了深刻认识和科学总结，故而自此，毛

泽东的领袖地位得到全党同志的衷心拥护，大

家也开始高度认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任弼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曾坦率地谈及

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皖南事变后毛对政

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

了佩服和信赖。”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没有

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

可能的。”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

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

大意义，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

结。在此条件下，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

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

上的成熟。

延安整风运动为加强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

经验。只要坚持学习、加强理论武装、不断提升

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积极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决拥护“两个

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就一定能够把我们党

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王碧薇）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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