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未
了

书
坊

好

读

书

·

读

好

书
B
05-

B
08

星
期
六

2013
.8
.24

《延安整风运动：回忆
与研究》
萧一平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全面介绍了
延安整风运动的经过
与意义。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刘少奇在湖南调查的
四十四天》
周迅 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1961

年刘少奇在湖南三县
蹲点调查，前后共44

天的经过。

《西行漫记》
埃德加·斯诺 著
东方出版社

本书记述了斯诺
1 9 3 6 年对中国共产
党西北革命根据地实
地考察的经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
毛泽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毛泽东早
年在湖南进行农民运
动考察的报告，阐述了
他对农村革命的认识。

《延安整风实录》
高新民 张树军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记述了延安
和各根据地整风运动
的来龙去脉，对涉及
的重要人和事作了实
事求是的评述。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
集》
张闻天 著
中央党史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一次
成功的大规模农村调
查案例。

持续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展开，其主要任务聚焦在作风建
设上。这也被外界认为是新一轮党的自我净化行动。

本报记者梳理了与群众路线有关的一些书籍文章，追溯群众路线历史，回
顾了早期领导人在群众路线中的具体实践，为理解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提供参考。

从进村调查到党的建设
——— 中共党史上群众路线的演进与实践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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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是最早提到

群众的概念和党与群众关系问题的党的决议
长期研究党史的唐双宁将中

共党史归纳为一部“群众路线史”。
党的“一大”虽没明确提出“群众路
线”概念，但也“要把工人、农民和
士兵组织起来”。唐双宁在一篇介
绍群众路线历史的文章中提到：
1921 年 7 月，陈独秀给出席党的
一大代表的信中，希望会议郑重
地讨论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

“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次年召开
的中共二大通过了《组织章程决
议案》，其中明确提出：“我们既然
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
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
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
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
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
律：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
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唐双宁
说，这是已知的党的决议中最早
提到群众的概念和党与群众的关
系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
中，群众路线的提出最早是在

1928 年。这一年 11 月，李立三在与
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说，

“在总的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
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唐双
宁查阅党史资料发现，在 1929 年 9

月，由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
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
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
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即筹
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
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
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
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是已
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文
字表述，也是“群众路线”最早的比
较全面的论述。

学者王绍光在一篇研究群众
路线的文章中介绍，1943 年，毛
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关于领导
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时，第一
次较为系统地概括了群众路线的
思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
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

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
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是基
本的领导方法。”

1945 年，在中共七大上作关
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刘少奇对
群众路线作了详细的说明，将它
归结为两个方面，即群众观点和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肯定“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领导
方法的同时，他特别强调群众观
点的重要性，“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
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
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
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
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
的观点”。1956 年中共八大上，邓
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以上
两方面再次加以强调，明确把群
众观点作为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
内容。中共对群众路线的表述基
本定型，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

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

都亲自探索过群众路线并形成重要考察报告
梳理党史及中共早期领导人

著作，也可见知他们在实践群众路
线中的探索。以毛泽东写于 1927

年 3 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为例，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
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从 1

月 4 日到 2 月 5 日，到湖南“实地
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
沙五县的情况”。

毛泽东在乡下、县城，召集有
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
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得到了
许多鲜活的一手材料。“许多农民
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
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
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
闻。”正是这段调查经历，促使毛泽
东意识到“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
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
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唐双宁注
意到，此后毛泽东又在江西、福建
等地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
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
等农村调查，可见其对深入群众的
重视。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一书
记录了 1942 年张闻天率团进行的

为期一年多的农村调查，晋陕调查
被认为是党史上大规模农村调查
的成功案例，也是走群众路线的典
范。

1941 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
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加重对于
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
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
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意识到自己
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在中央批
准后，于 1942 年 1 月组织“延安
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甘宁边
区的绥德分区和晋西北地区，进
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史
称“晋陕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调
查团逐步扩大，从最初的 10 人，
扩大到 40 多人，先后跑了 23 个
村镇。由于深入一线和群众打成
一片，张闻天也发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通过对神府县直属乡 8 个
自然村的调查，张闻天发现农村
党建需要加强。

一年多的调查对张闻天触动
很大，书中说：“抓住一个典型的村
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
究，同最下层的干部与群众举行会

谈，实是绝对必要的。从这里他可
以得到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这
是一个又简便、又生动、又实际的
办法。只要每个领导者懂得使用这
个方法，我们就可以转变我们上层
审查工作中的一切缺点，而使上层
审查也变为有内容的、生动的、有
实际效果的。”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刘少奇
在湖南调查的四十四天》一书则记
录了 1961 年 4 月 2 日至 5 月 15

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等几名工
作人员，先后在湖南的宁乡、湘潭、
长沙三县蹲点调查 44 天的经历。
书中介绍，刘少奇有 33 天吃住在
生产队，与各级领导干部、农民个
别谈话，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4

月 12 日至 30 日，他蹲点天华大
队，果断地平反冤假错案，提出解
散食堂，制定保留社员自留地，确
定粮食、分配、住房等方面的政策
及措施。刘少奇亲口尝了农民吃的
野菜、糠粑粑，获得了大量反映农
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为
党解决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
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
了直接依据。

中央决定把这次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在作
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

“四风”问题。外界普遍将此解读
为中央发起的新一轮党建活动。

学者邓聿文注意到，这次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继 承 了
1942 年延安整风的一些思想。去
年是延安整风运动七十周年，党
史研究专家萧一平教授推出新著

《延安整风运动：回忆与研究》，对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因和经过、方
针和方法、成果和收获、经验和教
训以及深远意义，作了全面的评

述。学者叶永烈在其著作《毛泽东
和他的秘书们》中，也简要提及了
延安整风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接
连在延安作了三次重要报告：《改
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
风》、《反对党八股》。”

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教条主
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
股，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为主要
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又相继
进行了多次整党整风。改革开放
以来，中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
始，已经先后搞了多次教育活动，
包括“三讲”、“保先教育”和“科学
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等。在资深

评论员秦晓鹰看来，这些活动的
目的与内容大体上都有两个：一个
是为了取得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
和指导思想在认识上的统一和在
行动上的拥护；另一个则是为了改
进那些不符合形势发展的工作作
风。

“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代中
共领导层能把传统的整风模式与
制度化治党理念有机地结合起
来。”秦晓鹰说，中央应通过建立
一个完整的党内法规体系和保证
该体系的运行机制，把集中整治
与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政党建设结
合起来，实现治党管党的新突破。

反对“四风”，

作风建设是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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