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锦涛文选》是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最好教材。它的出
版发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而文选（选集）是领导人出书的最高规格，它们多以中共中
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锦涛文选》出版发行，被称为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最好教材

已已有有1166位位领领导导人人2255种种文文选选问问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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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全国同时发行。到1965
年末，全国累计印制《毛泽东选集》1000多万套。其间，专门出版

《毛选》线装大字本，每卷一函，专供高级干部学习。
1967年1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上代表中央

宣布当年印制《毛选》8000万套的任务时，要求节约纸张，节约公
文用纸，集中力量印《毛选》。于是全国扩大印制点，到年底实际
完成9151万套《毛选》。国家经委早在1966年8月23日就发出了《关
于优先、免费运送毛主席著作的通知》，托运或邮寄毛泽东著作
的运费、装卸费、邮寄费一律免收。

从1951年到1976年共印制属于第一版的各种版本的《毛选》
约2 . 5亿套。《毛选》第一版在“文革”中大量印制，以致造成积压，
到20世纪80年代，《毛选》在书店无人问津。但在1989年以后，大
学生们在历经纷繁复杂的思潮影响后，开始寻找《毛选》阅读，呈
现“寻找毛泽东热”，《毛选》又一度脱销。

1980年至1989年十年时间内出版邓小平著作26种，其中邓小平
非文选部分著作为5600万册左右，《邓小平文选》为4408万册。另据
人民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网报道，《邓小平文选》发行数为6000万册。

1990年后至2006年十七年时间，若按邓小平著作平均出版
发行数计算，邓小平新版文选与其他著作总出版数不低于8000
万册。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领导人文选发行量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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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文选》
编了三年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
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胡锦
涛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
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日
起在全国发行。

新华社指出，胡锦涛是科
学发展观的主要创立者。党的
十八大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
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
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
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同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
导思想。

2013年7月，党中央作出编
辑出版《胡锦涛文选》的重大决
定。《胡锦涛文选》的出版发行，
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胡锦涛文选》收入了胡锦
涛同志在1988年6月至2012年
11月这段时间内具有代表性、
独创性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
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示等
242篇，很大一部分是第一次公
开发表。《胡锦涛文选》生动记
录了党的十六大后的10年里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进程，全面展示了科学发
展观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过
程，是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
最好教材。

文选中有一种
仅内部发行

几乎每一位党和国家领导
人都会出版多本书籍，而文选

（选集）是最高规格。它们多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
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胡锦
涛文选》就在此列。

哪些领导人出过文选（选
集）？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办
事机构——— 中央文献研究室官

网显示，研究室共编辑党和国
家领导人文选（选集）23 种，涉
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
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叶剑
英、李先念、彭真、万里、邓颖
超、薄一波、江泽民14人。如毛
泽东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
文集》《毛泽东著作选读》《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四种。

23种文选（选集）中，《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
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
少奇文稿》3种是由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
出版社发行，而非人民出版
社发行。其中《建国以来毛泽
东文稿》更为特殊，共 1 3册
500万字，内部发行。中央文
献研究室官网称，书中文稿
多在党内不同范围印发过，
还有的未曾印发，只有少量
曾公开发表。其中包含实践证
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
含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
和观点。

2015年11月19日新华社
报道，为纪念胡耀邦同志诞
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文献
编辑委员会编辑的《胡耀邦
文选》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加上这一次出版的《胡锦涛
文选》，可以算出由中共中央
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文选

（选集）共涉及16位领导人，
有25种。

这些文选对领导人的从
政生涯进行权威梳理，既可
以帮助干部群众深入了解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中国
社 会 主 义 的 理 论 和 实 践 历
程，也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
重要文献资料。

除毛泽东外，领导人的文
选多在卸任后出版。《周恩来选
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

《任弼时选集》《叶剑英选集》
《胡耀邦文选》等均在这几人去
世后出版。

邓小平之后
选集改叫文选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毛
泽东既有选集也有文选，周恩

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四人
都是选集，但邓小平及其之后，
领导人文章选集均改为文选。

曾参与编辑相关领导人文
选的权威人士介绍，这是邓小
平谦虚的一种做法。邓小平可
能认为，毛主席的文章收录叫
选集，他的就不叫选集了。之后
形成统称文选的传统。

此次《胡锦涛文选》共三
卷，而此前的其他文选(选集)，
少的只有一卷，最多可达 4 卷。
如《毛泽东选集》共 4 卷。《邓小
平文选》和《江泽民文选》均为
3 卷。《周恩来选集》和《刘少奇
选集》均分为上下两卷。要考虑
的一个原因是可收录的文稿情
况。比如，有些领导人在任职期
间发表多篇讲话和文章，可收
录的文章就比较多。

2011 年 6 月，时任中央文
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在中央外
宣办新闻发布会“揭秘”编辑党
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一般
有六个环节，分别是收集文稿、
考订版本、选稿、整理文稿、题
解和注释、拟标题。其中考订版
本指的是考订文稿真实性，是
哪年哪月何地出现，然后判断
是不是作者本人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党史专家
介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
一般在中央办公厅存放，再转
到文献研究室负责编辑和出
版。有时文献研究室也同时准
备这些讲话。隔一段时间交接，
内部有规定。“如果领导人在
世，还要经过他本人审核。”

中央文献研究室官网显
示，研究室下设 6 个编研部。每
个编研部的设立，与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任职顺序有关。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四、
五、六编研部的编辑工作相对
清晰，只负责一位领导人的著
作编辑，分别是毛泽东、江泽
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第二、
三编研部相对综合，其中第二
编研部负责编辑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和任弼时的著作，第三
编研部则是负责编辑邓小平和
陈云。

据新华社、新京报、中国新
闻周刊、人民网等

2006年，《江泽民文选》出版发行，群众在抢购。（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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