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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原因

谌摇 玉摇 梅
(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部,北京市 100091)

[摘摇 要] 摇 关于毛泽东为何要发动延安整风,长期以来学界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冶。 文章认为,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

了建立一个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为夺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做准备。 但在革命实践进程中,推进党的团结统一建设

并非易事。 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必须从思想上加以清理;二是队伍不纯问题

和宗派现象始终存在,必须从组织上加以整顿;三是怎样看待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党内一直存在分歧。 而延安整风,
就是毛泽东解决上述问题的成功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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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毛泽东为何要发动延安整风,长期以来学界都

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冶。 但普遍的看法是,毛泽东欲

借整风运动,破除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由于治史理念的不同,也有

学者从纯粹权力斗争的视角,提出毛泽东发动整风

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

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爷者的

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

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冶 [1]。 对此也有学者明确表

示反对,认为在 1938 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部

就都一致支持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已成为事实上

的领袖,王明并不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

威胁[2]。
那么,毛泽东到底为何要发动延安整风呢? 笔

者认为,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高度团

结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准

备。 关于此点,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

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现在是不是统一了?
历史决议案上写着空前的统一,这是说比较过去要

统一,没有讲党是完全统一的。 有的同志讲:‘放下

来没有问题,提起来问题很多。爷这句话有道理。 因

为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

有组织的党员才两万多,现在到了一百多万,这样大

的党自然不免有各种意见的分歧,所以我们做了一

项工作,就是开展整风运动。冶 [3] 在此,毛泽东明确

地道出了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全

党。 但在革命实践进程中,推进党的团结统一建设

并非易事。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摇 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必须从思想

上加以清理

延安整风运动的矛头,首先是对着党内长期存

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倾向的。
这主要是因为教条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其完备形

态,而且在实践中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
毛泽东是较早意识到教条主义危害的中国共产党

人。 早在 1930 年 5 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

叫《调查工作》)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许多巡视员,
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

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

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 这种纯主观地‘瞎
说一顿爷,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冶他还对“以为上了

书的就是对的冶,“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执行上

级的指示冶 [4]110鄄111的现象作了严厉批评。
但反感教条主义的毛泽东,在以后的历史中却

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到教条主义者的排挤与打压。
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

的“左冶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 4 年的统治。
这次会议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
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赶赴由毛泽东一手创建起来

的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一开始

还与毛泽东相安无事,同年 10 月毛泽东还一度取代



项英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但这种局面很快即

被打破。 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毛泽东不但失去

了党内、军队内的发言权,连在政府中的那一丁点权

力也被剥夺殆尽。
首先是在 1931 年 11 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上,

毛泽东在实践中所探索出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被否

定。 会上,中央代表团根据同年 8 月 30 日临时中央

给苏区中央局来信(认为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

“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冶 [5]357),
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苏区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批

评与指责。 与此同时,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

总政委、总前委书记职务被一一免除。 1932 年 8
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冶,1931 年

11 月 25 日正式成立)曾一度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

军总政委的职务。 但同年 10 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又
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并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

职务,由周恩来代理。 1934 年 1 月,第二次全国苏

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后,毛泽东的临时中

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也被正式拿掉,由张

闻天取而代之。 至此,毛泽东在党政军等方面的职

务被一一剥夺,“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冶 [6]。
如果是因为个人能力方面的问题,毛泽东遭受

排挤、打压倒也无可厚非。 但第五次反“围剿冶的失

败,却用事实说明了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冶倾教条主

义错误。 在“左冶倾教条主义者的领导下,不仅毛泽

东艰辛创建起来的中央苏区不复存在,南方各根据

地相继丧失,连白区党组织也遭到重创。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虽于 1935 年

1 月成功地召开了遵义会议并结束了“左冶倾临时中

央的统治,但思想上的教条主义问题并未解决。
1937 年 11 月随着王明的回国,党内又很快出现了

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教条主义错误。 在 1937 年 12
月和 1938 年 2 月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
明机械地搬用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

线冶、“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冶的右倾观点,否认毛泽东

等在统一战线中所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什么王明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冶的错误

转到抗战初期的右倾呢? 究其原因,还在于他没从中

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经验神

圣化、教条化。 实际上,这种浓厚的教条主义倾向不

仅表现在王明个人身上,而且在党内也普遍存在。
因此,1938 年 10 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

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他指

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

四海而皆准爷的理论。 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

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冶 “离开中国特点

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

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

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

题。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
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

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冶 [7]533鄄534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 1941 年初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对其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

结。 他认为思想根源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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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没有

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

介石冶 [8]636。 并由此加深了他对苏维埃后期的“左冶
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认识,那就是“左冶和
右看似两个极端,实则“两极相通冶,都根源于一个

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

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9]192因此皖南事变发

生后不久,毛泽东就提醒周恩来,今后对俄国人的

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冶 [10]。
总之,在上述一系列“左冶的或右的历史教训

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要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浓

厚的教条主义倾向,就必须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风,
从思想源头上对其加以清理。 只有这样,才能建成

一个高度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二摇 队伍不纯问题和宗派现象始终存在,必须从组

织上加以整顿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严峻的抗战形势和

巩固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迫切要求中共从狭小的圈

子中走出来。 为此,1938 年 3 月中共中央作出了

《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决议》指出:“目前

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

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冶,因而提

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

严重的任务。冶 [11] 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到

1938 年底中共党员由抗战初的 4 万多人发展到了

50 余万人。 到 1940 年 7 月,中共党员发展到 80 万

人。 中共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成为一个全国性

的大党。
但随着中共党员人数的迅猛发展,也随之出现

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 如有的地方为了追

求新党员的发展数量,进行所谓的发展党员突击运

动,集体加入或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即吸收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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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这样,就不仅使一些普通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而且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甚至奸细也乘机混

入了党内。
关于此点,1941 年 2 月中共中央华北局代理书

记杨尚昆在《根据地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
作过这样的描述:大量发展党员时期,“华北党的数量

扩大了,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发生了很多错误冶。
一是“由于片面的了解大量发展的意义,华北党在大

量发展中,一般的现象,都是追逐数目字,只重量,不
重质。 因此,不合中央指示的‘党内要严爷的原则,大
开门,拉夫,无例外的如此,有一夜发展四十个党员

的,有三分钟发展五个党员的,有骑着驴子‘跑爷党员

的,有打锣号召入党的,什么奇形怪状都有。 所有华

北党的成分,今天相当复杂,党员称号降低了应有的

水平。 有抗日党员(这还是较好的),还有升官发财

的党员,‘点头爷党员等等。 大批流氓地痞,长期脱离

生产的寄生分子,混入党的甚多冶;二是由于大量发

展,“党的成分复杂,教育不够,投机分子的混入,太落

后分子的混入,使党的威信减低了。 还有刻‘共产党

支部爷印,罚老百姓的款,张贴布告的怪事冶;三是组织

不严密,“支部究竟有多少能开会,不知道;有些组织

不合党的原则:如按年龄、性别分组,有所谓‘青年小

组爷,‘老头小组爷,‘妇女小组爷,‘成年小组爷等,或按

阶级成分划分,有所谓 ‘富人支部爷,‘穷人支部爷,或
按文化程度分组,有所谓‘活动小组爷,‘落后小组爷,
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冶。[12]

因此,如何从组织上巩固党也成为中共中央面

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任务。 1939 年 2 月,中共中央

向各地颁发了《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 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又再次强

调:“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份,清刷混

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
及敌探奸细。冶并提出:“只有尽一切的努力来巩固

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

样,才能使党有所准备来克服目前困难,反对国内投

降分裂的危险,团结全中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

彻底的胜利。冶 [13] 1940 年,中共中央又先后颁发了

《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中央组织部关于审

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中央组织部关于对内奸

及不良分子的处理办法》、《中央社会部关于锄奸政

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旨在保持党

组织队伍的纯洁性。
与此同时,党内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现象也亟

需清理。 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中共长期所处

的分散的农村环境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还与党内

个别人员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有关。 回顾历史,当
时党内的宗派主义现象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苏维埃运动后期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宗派

主义组织路线。 1931 年王明等人取得党中央的领导

地位后,为了推行其“左冶的政治路线,走了一条排斥

异己的组织路线。 这种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所带来的

严重后果,就是在苏区错误地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

线冶的斗争,使相当一批干部受到排挤、打压。
二是张国焘在长征途中的反党分裂行为。 1935

年发生的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行为,是中共历史上宗

派主义活动的典型代表。 1935 年 6 月,红一、红四两

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所面临的局势本是十分有利

的。 但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有 8 万多人,个人野心

强烈膨胀起来,企图向党和红军攫取更大的权力,取
毛泽东而代之。 同年 9 月,张国焘不仅拒绝执行中共

中央北上方针,并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 10 月,张国

焘更是公然另立“中央冶,自封“主席冶。 后来在中共

中央的严厉谴责和现实挫败的事实面前,张国焘不得

不取消另立的“中央冶,从而维护了党中央和毛泽东

的统一领导。
三是抗战初期王明在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问题。

1937 年王明回国后,他开始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负
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到武汉后,他自恃有共产国

际撑腰,一再地向中共中央闹独立。 如 1937 年 12 月

25 日,王明未经中央批准,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 1938 年 3 月 24 日,王明

又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递交了《对国民党临时全国

代表大会的提议》。 在此期间,王明还试图与延安分

庭抗礼,甚至公然否认延安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要
求把书记处搬到武汉,并且指责毛泽东、张闻天不应

该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俨然要使

长江局成为与中共中央对立的第二政治局。
显然,上面所述的队伍不纯问题和宗派主义现

象,都亟需中共中央从组织上加以整顿。 只有这样,
才能从组织上建立起一个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

的中国共产党。

三摇 怎样看待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党内一

直存在分歧

要建立一个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同

党的历史分不开的。 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 < 共

产党人 >发刊词》中曾明确指出:为了中国革命的

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

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

化的中国共产党冶,并豪迈地把这一建党任务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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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工程冶。 那么如何建设这样一个政党呢? 毛

泽东提出:“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
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冶 “十八年

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

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冶。 当我们党的政

治路线正确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

化就前进一步冶;不正确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

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冶 [7]602鄄605。
这里,毛泽东揭示了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的

一条重要规律,即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党

的建设工作的兴衰成败。 那么,厘清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特别是党的路线是非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为此,毛泽东进行了不懈努力。

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清理“左冶的政治路线,是
从 1935 年 12 月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始的。 在这次

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的报告。 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冶倾急性病和关

门主义问题,毛泽东指出:“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

急是不行的冶,“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

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冶“像过去

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

的冶,“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策略。 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关门

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爷,把‘千千万万爷和‘浩浩

荡荡爷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

忠顺的奴仆。冶 [4]153鄄155会上,毛泽东还情绪激动的提

出:“对于当年用来打击苏区领导人的所谓‘罗明路

线爷问题,至今都还没有给予平反,这是说不过去

的。 罗明的问题只是工作问题,不是路线的问题。冶
“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

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错误,这是不够

的。冶 [14]但因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当前政治形势

和统一战线问题,所以当博古部分地承认错误和张

闻天主动承担责任后,此事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对中共历史上

的路线是非问题也进行过清算。 但总的来看,这些

清算都是局部的、小范围的。 1940 年 3 月,王明将

他 1931 年所写的集中反映其“左冶倾观点的《为中

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第三次出

版(1931 年 2 月在上海第一次出版,1932 年 3 月在

莫斯科再版)。 在三版序言中,王明写道:“我们党

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
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
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

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

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

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冶并说:“不能把昨日

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

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冶 [5] 590鄄591显然,王明不仅认为其

在苏维埃后期的“左冶倾冒险主义是正确的,而且还

要推介给广大党员和干部。 此举对毛泽东来说,无
疑是一个带有挑战性的行动。 因此,“怎样看待党

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

共中央面前。冶 [8]635

1940 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主持收集、审核中共

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看到了中

共六大以来的一系列中央文献。 在对这些文件进行

梳理的过程中,他也“深切的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

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 这种危害通过领

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

党,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爷倾错误路线

更完备的新的‘左爷倾路线,这条路线几乎断送了中

国革命的前程冶 [9]176。 但这种情况不仅未被党内高

级干部所充分认识(更谈不上全党干部了),即使那

些个‘左爷倾路线的代表者也不承认历史有过这样

一条错误路线,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而斗争》一书的再版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此,毛泽

东下定决心,要彻底清算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是非。
1940 年 12 月 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

题。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领导层如此大篇幅地

论及党的历史上的“左冶、右倾错误。 毛泽东指出:
“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 在大革命末期,陈独

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 到苏维埃时

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
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

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 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

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 这种‘左爷的政策使军队损

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

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 遵义会

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

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

些修改。冶关于抗战以来的错误倾向,他指出:“抗战

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爷倾(主张苏维

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
磨擦后又是‘左爷倾。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

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爷是错误

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 在战略问题上,洛
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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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

决。冶 毛泽还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

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 了解过去的错误,
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冶 [15]

对于毛泽东有关苏维埃后期路线错误的提法,
会上产生了重大分歧。 据有关文献记载,“对毛泽

东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的观点,不但王

明、博古无法接受,其他人对此也表示异议,存在分

歧。 同为留苏学生,并且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

责人的张闻天就表示说:在苏维埃后期虽然因反立

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爷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

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

并没有错。冶 [16]因为这样,同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为

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时局与政策的党内指示时,对于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政策只用了“‘左爷倾
机会主义的错误冶 [7]763,而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会就此作罢,历史的发展

证明毛泽东只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
综上所述,在中国革命实践进程中,推进党的团

结统一建设面临着重重阻碍。 特别是中共内部所存

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使毛泽东深

刻地意识到:“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

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

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冶 [17]正是站在这

一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毛泽东发动了延

安整风运动。 那种从马克思中国化或纯粹的权力斗

争来解读延安整风运动的视角,虽有其一定的合理

性,但都忽视了“夺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冶这一最

大的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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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id Mao Ze鄄dong Launched the Yan爷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CHEN Yu鄄mei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摇 Why did Mao Ze鄄dong launched the Yan爷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for a long time in acade鄄
mia.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a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high degree of unity and solidarity and pre鄄
pare for the great vic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But in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爷 s solidarity
and unity is not easy.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existence of serious dogmatism tendency
which is found in the party must be cleaned from the thought; secondly, the phenomenon of team impurity and sectarianism always ex鄄
ist, which must be rectified from the organization; thirdly, about how to see the rout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history, dif鄄
ferent opinions always exist in the party. The Yan爷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s a successful attempt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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