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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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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经验总结，是毛泽东思想与生平研究的重要文献，具
有鲜明独特的理论品格。 新时代深化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要解决好这样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

究与党的早期领导人及同时期领导人著作研究相结合，与党的历史文献研究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相结合，与毛泽东思想发展历史研究相结合。 联系毛泽东著作的基本特点及版本修改，探讨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

究的基本原则，推动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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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前

提条件和重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

跃产生的重要文献。 近些年来，毛泽东著作及版本

研究日益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局限在版本研究范围内，亟待拓

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视域，明确毛泽东

著作及版本研究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

史经验，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著作中。 新时代加强毛

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对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

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一、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与党的早期领导人

及同时期领导人著作研究相结合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

成果，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和智慧。 “我党

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

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１］１５６

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著作在

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就要求拓宽毛泽东著作及版

本研究的视野，既要分析毛泽东著作中的思想发展，
又要结合党的早期领导人和同时期领导人著作进行

分析和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分析主要理

论观点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毛泽东著作对毛泽东

思想的卓越贡献。
第一，结合毛泽东早期著作版本，纵向分析毛泽

东著作中的思想发展。 研究毛泽东早期著作有利于

理清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脉络。 不同时期的毛泽东著

作以及同一著作的各种版本，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

变化轨迹，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修改内容和思想影

响。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联系毛泽东早期著作，
才能把握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早期

著作彰显了其早期思想特点，探求“大本大源”实现

国家富强，透露出毛泽东忧国忧民、救国救民到立国

立民的家国情怀，这也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努力奋斗

的夙愿。 毛泽东一生重视从哲学角度思考问题，早
年提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

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２］８６ 毛泽东早期著作

带有朴素辩证法色彩，充满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践

意识。 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毛泽东运用阶

级分析方法认识中国社会。 毛泽东曾回忆读《共产

党宣言》初步获得认识问题的方法：“我只取了它四

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

阶级斗争。” ［３］３７９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

证法， 总 结 出 “ 辩 证 法 的 核 心 是 对 立 统 一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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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４］３２６。 毛泽东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孜孜不

倦地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始终贯穿着实现人

民幸福和谋求民族复兴的主线，这表现在毛泽东思

想形成演进各个阶段的著作及版本中。
第二，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要结合党的早期

领导人著作。 党的早期领导人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

题，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民主主义

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毛泽

东思想富有原创性的理论内容。 党的早期领导人李

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先行探索了中国民

主革命基本问题。 蔡和森 １９２２ 年 ５ 月指出“中国现

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 ［５］６３，陈独秀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提

出“半殖民地的中国” ［６］４１８。 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
等著作中，初步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

会性质。 李大钊注意争取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

为革命的先锋队。” ［７］５ － ６邓中夏认为“中国将来的社

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

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 ［８］４８３。 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

题，邓中夏提出不同于“纯资产阶级政权” “纯无产

阶级政权”的“第三种形式政权”，即建立各阶级联

合民主主义专政，“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

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发展” ［９］１２６０。 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

想，瞿秋白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指出：“以
促进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的途程。” ［１０］２０４ 邓中夏

认为先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得
到初步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

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 ［８］５３８。 这些著作中初步揭示

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开始分析中国革

命发展道路和步骤。 尽管对革命基本问题存在认识

偏差和历史局限，但是不能忽视他们对理论探索的

开创工作，为毛泽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 毛泽

东从党的早期领导人著作中吸取了关于中国革命性

质、前途、道路、步骤和社会分析等有益成分，《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

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集大成者。
第三，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要结合同时期党

的领导人著作。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是毛泽东思想的

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 党

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才逐步认识中国革命的

规律。 “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

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 ［１１］２９２ 党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革命和建设，虽然过程充满着艰辛坎坷，但是形

成了卓越的领导集体。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

等同时期领导人不懈探索，或者丰富发展了毛泽东

思想，或者提供了有益思想材料，或者补充了党的理

论创新。 周恩来发展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协调思想，
在外交上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１２］１１８、“求同存异”
的外交方针［１２］１５４。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深化了思想建党的科学原理，《论党》首次系统完整

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 朱德在《实现对日抗战》中

客观辩证地分析了日本经济和军事状况，指出“它
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最后的胜利是我们

中国的” ［１３］３８１ － ３８２。 这为毛泽东《论持久战》全面深

刻论述提供了条件。 陈云在哲学上丰富了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
较、反复” ［１４］３７１，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上提出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１４］１３。 同时期领导人对党的

建设、军事斗争、经济发展、统一战线等做了理论贡

献，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与策略、思想政

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理论。 毛泽东著作

及版本与同时期党的领导人著作相得益彰，同样是

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弥

足珍贵的理论财富，是研究毛泽东著作及版本不可

或缺的资源。
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展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
结合毛泽东早期著作、党的早期领导人著作及同时

期领导人著作，综合分析它们对毛泽东著作以及毛

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

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

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

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

为毛泽东思想。” ［１５］９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

体智慧的结晶，党的早期领导人是毛泽东思想的先

行探索者，同时期党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

推动者，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
二、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与党的历史文献研

究相结合

党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记载。 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浩

如烟海的历史文献。 “党的文献分为当代文献（又
称新时期文献）和历史文献，集体文献和个人文献。
毛泽东著作属于个人历史文献。” ［１６］４４６ 毛泽东著作

及版本反映了中国革命、建设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是
２



党的历史文献资料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

研究要与党的历史文献相结合，分析毛泽东著作及

版本的历史地位。
第一，毛泽东为党的历史文献工作做出了开创

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善于学习历史并总结经验，特
别重视整理编辑党的历史文献。 党的历史文献编辑

工作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延安整风运动时期。 为

肃清教条主义造成的“左”倾错误，根本解决党内政

治路线问题，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 毛泽东主

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的

历史文献，让全党更全面地学习了解党的历史。 编

辑《六大以来》等党的历史文献，为顺利推动延安整

风创造了条件。 通过系统学习党的历史文献，充分

认识教条主义产生的严重危害，在政治上思想上统

一了全党认识。 党的历史文献也包括了毛泽东的著

作，胡乔木回忆“那时收入《六大以来》的毛主席的

著作，大多是他为中央（或苏区党组织）起草的决

议、指示等文件和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与结论

（这 与 他 当 时 在 党 和 军 队 中 的 特 殊 地 位 有

关）。” ［１７］１８２新中国成立以后，１９５０ 年 ５ 月中央政治

局成立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毛泽东亲自主持编

辑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为党的历史文献事业奠定

了坚实基础。 此后，中共中央成立专门机构，继续编

辑出版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著作，也编辑出

版现当代领导人著作和中央文献，从事党的历史文

献的编辑研究工作。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对我

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

剂。” ［１８］２４毛泽东开了党的历史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先

河，这项学习研究工作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优良传统。
第二，毛泽东著作是党的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不可胜数，既有中国

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文献资料，又有党成立以来贯穿

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献。 党的历史文献是系统记录党

史的一手资料，为党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提供了文献依据。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收集、编
辑和研究工作，是党的历史文献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要注意搜集整理和研究党成立以前的历史文

献。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

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 ［３］４０４这

些历史文献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拓
宽了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的历史视野。 其次，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历程出发，毛泽东著作及版

本丰富了党的历史文献。 １９３９ 年冬季，毛泽东和其

他几个同志合作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
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在党和人民

中产生了很大的教育作用［１９］６２１。 解放战争期间，毛
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大量新闻。 比如《毛泽东选

集》第四卷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别了，司徒雷

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新闻评论。 另外，毛泽东为

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的决定，《目前形势和党的任

务》《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 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

放军和总司令朱德名义起草的指示、命令和声明，例
如《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

明》等。 在党的历史文献资源宝库中，毛泽东著作

是最具代表性的部分。 结合党的历史文献开展毛泽

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才能完整准确地展示毛泽东思

想的全貌和理论精髓。
第三，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的科学方法。 毛

泽东著作研究结合党的历史文献，是整体性研究方

法的具体运用，有助于全面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历史。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中指出：研究的根本方法 “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

法”。 使用整体性方法研究毛泽东著作及版本，实
质上是使用全面的历史的分析方法，结合党的历史

文献研究毛泽东著作及版本演变。 毛泽东提出整体

性研究方法的一个具体方法，即是研究党史的“古
今中外法”。 “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

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

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３］４００具体而言，从历史与现

实的结合上探究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形成过程，从
中外比较中体现毛泽东著作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在
动态时空中揭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

想包括的“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

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 ［２０］３３５ 不是仅仅着眼于哪

一个时期和哪一个阶段的研究，而是把毛泽东著作

纳入党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研究。 重点研究毛泽东著

作在党的历史上产生的影响，而不是拘泥于历史细

枝末节。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与党的历史文献相

结合，系统思考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所走的路，从整

体上总结以往的成功和胜利，反思过去的经验和教

训，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与党的历史文献相结

合，分析毛泽东著作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以及如何

体现在党的历史文献之中，探讨毛泽东著作对党的

历史文献的理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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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求，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重要

内容。
三、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研究相结合

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著作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毛泽东著作及

版本研究，要分析蕴涵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重视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在关

系。 首先，联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史，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影响。
其次，探究毛泽东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脉相承。 最后，
毛泽东著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体现了毛泽东

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影响毛泽东的世界

观转变。 毛泽东曾经回忆：“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

受的。” ［２１］２２３受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等重

大历史事件影响，以及亲身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青年毛泽东经历了世界观的转变，逐步从民主主义

转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从民

族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确立起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毛泽东“从当时鼓

吹革命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
一新名词。” ［２２］１１引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浓厚

兴趣。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
刊宣言中明确：“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

大。 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２］２９２

《民众大联合》提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

会的根本方法，初步得到具有唯物史观性质的论断。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

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 ［２３］３７ － ３８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促使毛

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 １９３６ 年毛泽东与斯诺

谈话回忆，《共产党宣言》 《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

史》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他心中，并使他树立

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

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

有动摇过。［２３］４５１９２１ 年 １ 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

沙会员新年大会上，阐述了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

思想。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
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

用。” ［２４］２比较各种主义和各种学说以后，毛泽东选

择了共产主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著作的 “根” 和

“魂”。 毛泽东著作中尽管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语录，但却渗透并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观点和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藏着丰

富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在毛泽东著作中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 由

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风，
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造成理

论与实际相分离的唯心主义倾向。 毛泽东坚持实事

求是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克服党内存在

的主观主义。 他强调“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 ［２５］８１４，并且应用它去科学分析中国实际问

题。 毛泽东著作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照本

宣科，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
真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和革命实际，依据详尽的调

查材料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引申出适合中国的理论

观点。 毛泽东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目的是运用，
毛泽东著作中融会贯通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基

本原理。 “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
就翻阅过多次。” ［２６］４００ － ４０１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

著作，要在列宁著作中寻求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主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

想，也因为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２７］２２毛

泽东著作充满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贯彻着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构成了毛泽东著作的“根”和“魂”。
第三，毛泽东著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

望，才知所趋赴。” ［２］５５４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

真理旗帜，在中国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的历史决议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

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

家” ［１］１５５，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高

度，把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相结合。 毛泽东著作在多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例如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正确认识了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殊国

情，提出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创造性地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与此同时，还描绘了新民

主主义社会蓝图，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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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革

命的理论。 在《实践论》 《矛盾论》中创造性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认识论上破除教条主义，推
动了实践和认识关系新发展。 首次提出矛盾普遍性

与特殊性关系问题，完善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

心思想。 毛泽东认为“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

程。 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 没有实践证

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 ［２８］４６９ － ４７０。 此外，在资本

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多种形式改造资

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

想。 毛泽东著作中还有很多原创性理论。 这些思想

观点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实践原则，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的整个世

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

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

方法。” ［２９］６９１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

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３０］２１３。
毛泽东著作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体现了

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四、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与毛泽东思想发展

历史研究相结合

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反映了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创新。 毛泽东在中国

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作及版本，既是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运用发展，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不
是纯粹地校勘考证，而是对著作版本开展学术学理

研究。 因而，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要结合毛泽东

思想基本原理，要结合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程。
第一，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

究的文献基础。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是毛泽东思想研

究的前提条件，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文本依据。
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

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这

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

来。” ［３１］２１ － ２２毛泽东思想发展历史研究，要充分占有

毛泽东著作及不同版本，注意收集整理国内外毛泽

东著作的各种版本。 全面掌握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

基本情况，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内在要求。
批判地汲取中国传统考据学方法，去伪存真和正本

清源恢复毛泽东著作原貌。 毛泽东认为：“校对也

称校雠，就是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

出来。” ［１７］４３毛泽东著作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刊物发

表，比较不同时期的著作版本，注重分析当时发表背

景与现实意义，分析著作内容的增添、删减和修改，
揭示出版本修改原因、产生的理论反响和实践作用。
在版本研究层面，著作版本研究是追根溯源、考证校

订和梳理过程的工作。 在理论研究层面，毛泽东著

作及版本提供一手文献材料，深入剖析文本中的理

论思维、分析过程和方法论等，揭示出具有普遍意义

的理论观点。 从毛泽东思想发展演进过程来看，毛
泽东重要著作修改形成的不同版本，深刻反映了毛

泽东思想认识的发展变化。 毛泽东著作的版本研究

是一项基础性文献工作，但是不能局限在版本研究

范围之内，要继续加强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学术

研究。
第二，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要结合毛泽东思

想的发展轨迹。 毛泽东思想萌芽、初步形成、系统成

熟和继续发展，体现在毛泽东不同时期发表的著作

中。 毛泽东著作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

践相结合的经验总结。 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

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

日益结合的历史，是不断与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斗

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敌对思想作斗争

发展起来。” ［３２］３１２加强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要避

免局限于纯粹的文字考证，要结合毛泽东思想的发

展轨迹，深化毛泽东思想的学理研究。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毛泽东回顾中国共产党认识民主革命的规律时

指出：“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

章。 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

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

验。” ［３３］６２０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出的毛泽东著作，
是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是为适

应人民革命斗争的理论需要而写作。 版本研究最重

要是为了确定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过程和基本原

理，为现实工作和现实斗争服务。 毛泽东在不同场

合强调：“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

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

出来的。 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

这些人的脑子里。” ［２８］１６１ 解决党和人民面临的现实

问题的思考和理论探索，体现在毛泽东著作阐述的

思想内容中。
第三，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要结合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内容丰富、思想精深，
在许多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创

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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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脱离现实的纯学术，而是指导当前和未来工作实

践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 毛泽东阅读《二十四

史》《资治通鉴》等中华文化瑰宝，拥有丰富的优秀

传统文化资源，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鲜

活的语言传播其思想。 毛泽东著作中娴熟地引用古

籍经典，赋予其形象生动的现代意义。 “学习我们

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１９］５３３ 贯穿在毛泽东著作

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凝聚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之中，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

面。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挖掘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转化成为党的

思想路线。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

下，通过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总结出具有中国特

色的原理和结论。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是实践性和真理性相统一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方面，不断发掘毛泽东著作中

的基本原理，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 另一方面，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具体指

导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

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

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

理，而 是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地 开 辟 认 识 真 理 的 道

路。” ［３４］２９６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要结合毛泽东思

想活的灵魂，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阐发思想观点。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

的历程。 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地对待毛泽东著作，不
能割断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史。 在毛泽东思想发展

史中研究毛泽东著作，撷取经典著作包含的基本原

理、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基本特点与内容修改

实践性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点。 在革命斗争

和建设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著作，具有极强的实践

指导意义。 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章在选编过程中，
为指导新实践进行了修改完善。 全面认识毛泽东著

作及版本的基本特点与内容修改，有助于把握毛泽

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第一，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

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 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

的理论，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具实践性。 一是强

烈的现实问题导向。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

业的主要领导人，写文章的直接目的是辨明是非、解
决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工作。 １９５４ 年针对英

译本《毛泽东选集》删去《战争与战略问题》头两节

的提议，毛泽东坚持该著作阐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

普遍真理，不同意英译本对他著作的删节。［３５］５３０ － ５３２

运用辩证分析法写文章，能够避免文章的片面性，毛
泽东提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 所谓分

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３２］３８９毛泽东著作中始终

贯穿着问题意识，坚持用辩证法分析实际问题。 二

是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 毛泽东著作建立在社会调

查基础上，从社会实际出发分析问题，为解决面临的

突出问题进行理论创新。 三是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基础。 毛泽东著作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 毛泽东著作不是抽象地建构理论体系，
不是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为解决中国社会现

实问题，去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是毛泽

东著作中也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出深厚

的中华文化底蕴。 毛泽东著作的文辞表达和语言风

格，完全是中国形式、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著作。
毛泽东著作出版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由于长期

处于革命战争环境中，毛泽东著作大量散佚，还有许

多毛泽东著作未曾整理出版，收集整理毛泽东著作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尽管目前我国内地还没有编辑

出版毛泽东全集，但是毛泽东著作以其他形式陆续

推出，形成了不同系列的毛泽东著作集。 此外，在香

港出版了 ５２ 卷本《毛泽东全集》，日本学者竹内实

主编 ２０ 卷本《毛泽东集》及其补卷，英文版毛泽东

著作全集开始在国外出版。 这些丰富了毛泽东著作

及版本内容，初步构建了全面的毛泽东著作，呈现立

体式的毛泽东思想图景。
第二，如何看待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修改。 正

式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之前，毛泽东亲自挑选《毛
泽东选集》篇目，并修改完善了相应文本内容。 毛

泽东采取严谨态度对待自己的著作，例如文章内容、
文字修辞、标点符号、标题注释以及社会影响等。 尽

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过几种《毛泽东选集》，但
是都没有经过毛泽东亲自审查。 同样地，毛泽东对

国外编辑出版其著作也十分慎重。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给中央宣传部关于苏联

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准备印毛主席选集可否允其印刷

的请示电报上，毛泽东批示：“无论国内，国外，暂时

均不要出选集。 半年后，经审查后，再说。” ［３６］３２２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捷克打算

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报告上的批语写道：“请告捷

克同志，这些文件暂勿印行，待几个月后中国正式出

版的《毛泽东选集》发行以后，再行选印。” ［３７］５６６充分

表明毛泽东十分重视亲自校阅著作，关心著作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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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的正式出版，谨慎对待自己著作的出版。
修改文章著作的语言文字。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毛泽

东指出：“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

呢？ 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 ［３８］３４６从语言

表述到思想内容，从用词规范到标点符号，从结构布

局到词语修饰等，都要经过精雕细琢地完善。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毛泽东指出文章“为什么要修改，甚
至还要从头写？ 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
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 ［２８］２８４毛泽东严肃认

真对待自己的作品，力求文字准确、逻辑顺畅、思想

深刻。
适应社会实践的新发展。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

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１９］６６３毛泽东著作

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在出版之前适应实

践新变化而修改。 “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

西写进去。” ［２８］３２９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提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

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
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
是不行的。” ［４］１０９原来的著作要经过修改适应实践的

新需要，还要写出新著作指导新的社会实践。
体现理论认识不断深化。 经过人民长期实践检

验，理论认识不断深入，需要修改著作内容。 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认为：“出版之前想把过去的东西再看一

遍，但总懒得看。 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

少。 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

很满意。 《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

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

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

复修改才定了稿。” ［３３］５４６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经过

革命斗争洗礼，获得了大量新鲜经验和新认识，重新

修改著作的文本内容。 文章在写作中不断修改，以
期达到正确完整认识。 人的思想反映客观实际的认

识过程，要根据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不断修改才能

接近科学真理。 毛泽东当时撰写著作是为了指导实

践，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学术研究使用。
反映党的集体智慧结晶。 毛泽东写作的文章发

表之前，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和看法，然后认真吸收

有益内容。 “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在党的七大，
大家提了八十几条意见，凡是对的，即使是一个字，
主席都吸收了。 毛主席写文章，总是先跟人家交换

意见，调查研究，写出来以后，还找大家征求意

见。” ［３９］３５６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谦逊地说：《论联合政府》
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 周恩来指

出：《论联合政府》当时动员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
至比《新民主主义论》还大。［２１］１５新中国成立后的重

要讲话形成文章，毛泽东也注重征求别人意见，汇聚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如《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著作。
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著作及版本修改。 毛泽

东著作及版本的修改完善，不是推翻之前的版本内

容，而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现在及未来的实践。 著作

补充修改是适应社会实践发展需要，毛泽东指出：
“有些东西应该修改，比如第二次出版应该有所修

改，第三次出版又应该有所修改。” ［４０］２１９ 马克思、恩
格斯也修改再版自己的著作，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 例如，马克思结合新研究成果出版《资本论》
第一卷第二版，使著作结构更加严谨、理论观点更加

合理、语言表达更加准确。 不能把毛泽东修改后的

著作同最初发表的版本对立起来，应该用历史的发

展的眼光看待毛泽东著作的修改。 不能因为毛泽东

著作的修改而怀疑甚至是诋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

义，这一修改过程恰好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

展的历程，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和

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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