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专题新闻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21年6月25日 星期五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 本期零售价壹元

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以
增强党性为主题、直接以党性命名的中央文件。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
的变化和抗日斗争的需要，采取大量发展党员
的方针，党员人数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对党的
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随着抗战形势
发生复杂变化，党和军队中也出现了非常危险
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
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
向，有的根据地出现了各自为政甚至对抗中央
的问题；而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中的
反共顽固分子及其他反动势力采取多种方法
分裂、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中共中央认识到，
如果不及时纠正这些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必
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
使党和革命受到损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 年 3月 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如何增强全党对
党性的认识问题展开专题讨论。毛泽东在会
上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
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
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件）很难办到的事
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对干部的错
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
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
了团结。他进一步提出：“我党干部要做到虽

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
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
要能上能下。”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关
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个决定于 7月 1日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决定》列举了违反党性的表现，如政治上
自由行动、独断专行、阳奉阴违、对党隐瞒等，组
织上反对集中领导、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自成
局面等，思想意识上不密切联系群众、个人利益
高于一切、风头主义等问题和错误倾向。《决定》
分析了产生违反党性倾向的原因，如长期的农
村革命环境、游击战争的分散和独立活动、抗
日战争统一战线环境下党员成分的复杂等。
《决定》提出了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办法、增强
党性的一系列原则要求和具体措施，包括加强
中央领导、勇于自我批评、加强理论学习、强化
党的纪律教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

《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更进一步成为思
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
党，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在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
组织的整体。《决定》明确提出：“巩固党的主要工
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
自己的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
益，把个别的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
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这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决定》，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自觉性和勇于自

我革命的勇气。《决定》以中央文件的权威性
明确了党性的概念、内涵和增强党性的方法，
从而引起了全党对党性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思
考，增强了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性
意识，端正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态度，提高了党
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对抗日战争时期党
的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此后，
党性概念开始更加广泛地进入了党的建设领
域，党性要求成为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
要求，《决定》也成为此后党员干部进行党性
教育的重要文件之一。 □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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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书山学海中“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生前大力倡导，并终身

躬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说的调
查研究，不是深入实际，深入农村、深入工厂、学
校，深入街道、社区去调查研究；而是要多读书，
广读书，在史籍学海中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书中的历
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记载、纪事、纪实、评论、
评说、评价等，习惯把载有与此相同内容的书
都找出来，一种一种地读。前人写的，后人写
的；前人的注释、评论，后人的考证、评说，等
等，相关的书都找来读。在书山学海中进行调
查研究，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去研究。这是毛泽东在
读二十四史等史籍过程中一直坚持的一种独
特的读书方法，也是毛泽东一直践行到晚年的
一种读书习惯。在书山学海中“调查研究”，这
种读史、学史方法是毛泽东独特之处，是很值
得我们学习的。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一部二十四
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
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
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证实历
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

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
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就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问题，毛泽东举出
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证，加以说明。毛泽东对担
任他古籍助读工作的北大中文系芦荻老师说
过：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
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
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
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
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
书，都是由继承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
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
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
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
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里
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
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

“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
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
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
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
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
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
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毛泽东认为，洋洋 4000 多万言的二十四
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
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
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这是最不符合历史
真实的。毛泽东这样说，是在作了大量的调查
研究之后，也就是在读了全部二十四史、《资治
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
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后得出来的一个重要
结论。他说过：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
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除了读这些
大部头的史籍之外，他还读了大量的稗官野
史、各种历史通俗演义、笔记小说、札记、随笔
等才形成了这样独有的看法。毛泽东在书籍、
知识的海洋里调查研究很广泛、很勤奋、很下
功夫，几十年里，他一直这样做。

毛泽东说过：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
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
员说过，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
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
发展的头绪。他认为，书读得多了，又有正确
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就会尊
重历史、维护历史，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
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徐中远

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中共中央
党校党史教研部编写的《中共党
史知识问答》一书，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对党史上的诸多热点难点
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读，是一部
学习党史的生动教材。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时间成
立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开始于什
么时间？通常都会说是 1921 年 7
月 23 日，这是中共一大召开的日
子。但是，中共一大在权威的党
史著作中被表述为“宣告中国共
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
一大前已经成立了，“否则各地无
法推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这
从常理判断也是对的，即先有了
党，才能产生出代表去召开代表
大会，只是这个已经成立的党在
中共历史话语体系里被称为“共
产党早期组织”。1920 年 8 月，共
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
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
推陈独秀担任书记。这个上海的
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
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
支部。……于是由陈独秀函约李
大钊在北平组织，王乐平在济南
组织”。他们还在 11 月拟定了
《中国共产党宣言》，于 11 月 7 日
（十月革命纪念日）创刊了《共产
党》月刊。李大钊应约在 10 月成
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同年底改
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毛泽
东 1921 年 1 月写给蔡和森的信表
明他了解并赞同上海方面建党的
动向，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
（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
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
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
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1920年 12月陈独秀去广州后
至中共一大召开，李汉俊“在上海
代理共产党书记”，对“各地党组
织的联系发动尽力独多”。李达
也说，“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
党”是“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
系”。经过这样一番发动之后，各
地党的组织建立起来了，有了五十多名党
员，这才能选出代表参加党的一大。

从中央苏区长征的是哪支红军？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1934年 10月 17日开始，中
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
直属部队共 8.6万人，从雩都河以北地区出
发，开始长征。这里应该明确的是，红军这
时的番号是“中央红军”，而不是“红一方面
军”，虽然这是同一支部队，但番号变换了
好几次。1930年 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
组成红一方面军。1931年 11月，改称中央
红军；1932年 6月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1934年 1月，再次改称中央红军。1935年 6
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8
月再次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毛泽东、张
闻天、周恩来等为贯彻北上方针，率红一、

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
将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
东任政治委员。11 月初，中共中
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在陕
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师，又
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
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七七事变后，1937 年 8 月，红
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
下辖的第一一五师以红一方面军
为主编成，第一二〇师以红二方面
军为主编成，第一二九师以红四方
面军为主编成。“八路军”原是粤军
番号，1936年 7月“两广兵变”失败
后被撤销建制；以上三个师的番
号，则是东北军缩编时被取消的番
号。这些国民党军弃用的旧番号，
一旦注入了红军的热血，顿时焕发
出勃勃生机，成为了彪炳史册的光
辉名字。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关键
是什么？

面对国内外敌人，我们党带
领全国人民，不仅赶走了日本侵
略者，而且只用三年多的时间就
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什么
呢？本书认为“根本因素还是民
心的向背”。

1947年 10月 10日，毛泽东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训令，对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统一规定，重
新颁布”，要求全军“深入教育，严
格执行”。这一闻名遐迩的铁的纪
律，一直是我党我军取得民心、战
胜敌人的法宝。

早在 1927年 10月 24日，毛泽
东在井冈山西南荆竹山下，就宣
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一、
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
薯；三、打土豪要归公。次年 1月
又宣布了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
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
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
并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上
述军纪的执行情况。4月 3日，毛
泽东又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宣布
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

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
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
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
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
东西要赔。其中仅“还门板”改为“上门板”
一字之改，就能看到我党我军对群众利益
的关注。

根据《红军第四军状况（1929 年 7 月—
1930 年 4 月）》的记载，“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已经具体规定到细节，比如将“一点东
西”规定到“一根草也是一点”，比如“损坏
东西要赔”规定到损坏了“任何不值钱的东
西”也要赔的程度。“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后来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人
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始终如一。

阅读《中共党史知识问答》，能够在了解
百年党史的同时，真正懂得“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 □马长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