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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 〕

———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文本修改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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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对《策略》作过一次实质性的修改。这次修改主要反映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 明确将民族资产

阶级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和工作范围; 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策略、表述进行了与时俱

进的修改和发展; 突出强调了国际援助尤其是苏联援助在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中的首要地位。它的修改，实际上

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中统一战线实践的基本经验总结和现实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思考，有着重要的理论意

义、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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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对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研究成为

毛泽东研究的一大热点。《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策略》〔1〕( 以下简称《策略》) 是较为全面系统

反映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经典

著作，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在文本修改和版本考证方面的基础研究尤为薄

弱。〔2〕本文拟利用搜集到的资料初步考证、分析

和探讨《策略》文本的历史演变、有关统一战线

内容的修改及其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

重要意义，以深化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研究。

一、《策略》文本的历史演变

1935 年 10 月，长征胜利以后，中共中央和中

央红军在陕北迅速扎下脚跟，能够集中精力思考

当时政治走向和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年，国内外

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日本帝国主

义利用国民党大规模“剿共”之机，制造了震惊

中外的“华北事变”，企图直接控制华北，进而独

占中国。国民党此时仍不放弃不抵抗主义，在倾

力“剿共”的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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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北平爆发了著名

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

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在国际上，世界各主要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与矛盾日益加剧。共

产国际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变化，开始调整

对中共政策的指导，提出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

战线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就在中共中央启动战

略转变之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

( 林育英) 被派遣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

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3〕中共中

央即于 12 月 17 日至 25 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 通称瓦窑堡会议) 。在会上讨论

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时，毛泽东

和博古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4〕与会的张闻天

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在 12 月 25 日，会

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

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通称《瓦窑堡会议

决议》) 。不久，此决议发表在 1936 年 1 月 14 日

西北局《斗争》第 81 期 ( 以下简称 1936 年《斗

争》决议本) 。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党的活动分

子会议，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

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 以下简

称《策 略 任 务》) 的 报 告。该 报 告 随 后 发 表 在

1936 年 1 月 3 日、27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斗争》
第 80 期、第 83 期 ( 以 下 简 称 1936 年《斗 争》
本〔5〕) 。毛泽东作此报告的目的，主要有三个: 第

一，是为了传达和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第

二，为了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
如毛泽东在《策略任务》中 3 次点名批评了张国

焘，指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军阀主义

倾向”，驳斥了他“怀疑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领

导革命战争的能力”的悲观失败主义论调;〔6〕也

点名批评了李立三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

始胜利之日，即革命开始转变之时”〔7〕的“左”倾

错误论 断; 还 不 点 名 地 批 评 以 博 古 为 代 表 的

“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但对今天已经变化的政治

形势“不认识或认识不足”，而且连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处理与地主资产阶级关系的“历史也忘记

了”。〔8〕第三，为了推动“抗日讨卖国贼的社会舆

论”。〔9〕单从报告的标题来看，标题前半部分“论

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可以让受众把

“殖民地危险与蒋介石的卖国罪恶”〔10〕相联起

来，而标题的后半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

务”则可以引起受众关注中共政策任务的转变。
这种标题无疑能够配合中共的舆论宣传。

从全面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一些中共

根据地和解放区陆续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毛泽东

选集》( 以下简称《毛选》) 。这些《毛选》有的内

部出版，有的公开发行，均未经作者审定。所以

从 1949 年起，中共中央就着手编辑一部权威的

《毛选》，以便于宣传毛泽东思想，让世界人民了

解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毛泽东高度重视这

项工作并亲自主持这部《毛选》的编辑工作，田

家英和陈伯达、胡乔木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

员。其中，毛泽东主要是修改《毛选》1—3 卷的

初选文稿，审定第 1 卷的篇目，撰写第 1 卷部分

题解和注释。〔11〕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策略任务》
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改题为《论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策略》，将其收入 1951 年出版的《毛

泽东选 集》第 1 卷 ( 以 下 简 称 1951 年《毛 选》
本) 。相较于 1936 年《斗争》本，1951 年《毛选》
本删改篇幅过半，〔12〕文本框架有所调整，文字规

范凝练，内容更富有理论性。关于修改的具体变

动情况可参考下页表格。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

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从未被收录于各地方出版

的《毛选》，也很少看到其单行本公开发行，〔13〕究

其原因，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一是 1936 年《斗

争》本的篇幅过大，表述口语化，很不规范，影响

了其传播和发行。二是这篇报告未收入中共中

央书记处 1941 年编印的《六大以来选集》等党内

文献集，而像这样重要的文献集是各地编辑《毛

选》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1951 年《毛选》收入

这篇报告是和它的理论价值、历史意义有关。这

篇报告的题解对此有所阐述，它高度肯定了瓦窑

堡会议，“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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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

性”，指出了“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对政治策略上

的问题“作了最完整的分析”。〔14〕参加《毛选》编

辑工作的胡乔木在 195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

的三十年》中对这篇报告的评价，也有助于我们

认识它的理论价值，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

报告就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预见了中国政

治的后来的发展，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

本路线”。〔15〕胡乔木高度肯定了它“规定了党在

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是有根据的，毛泽东

虽然没有在报告中提炼和概括指出新民主主义

总路线，但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领

导权和前途等基本问题的论述大体上是正确的，

涵盖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思想。
很明显胡乔木的这个评价高于《毛选》题解对它

的评估，认为这个报告的理论价值不限于党的政

治策略的微观层面，而且还在于指导政治策略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宏观层面。
表一 1951 年《毛选》本对 1936 年《斗争》本修改的统计表〔16 〕

表二 三个文本的标题和各小节标题之对比

二、1951 年《毛选》本有关统一战线内容的修改

与 1936 年《斗争》本进行比较分析，1951 年

《毛选》本在许多问题上的论述作了重要修改，主

要反映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变化，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明确将民族资产阶级纳入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对象和工作范围

首先，更加准确评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

性。第一，恰如其分地估计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动

摇性。如 1951 年《毛选》本把 1936 年《斗争》本

中的 2 处“地 主 资 产 阶 级 ( 包 括 民 族 资 产 阶

级) ”〔18〕分别修改为“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

地主阶级”〔19〕和“地主资产阶级”〔20〕。地主资产

阶级在文中有着负面色彩和反动倾向，上述修改

有助于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避免把

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混为一谈。再如，

1951 年《毛选》本把 1936 年《斗争》本中的“他们

又为革命所吓坏，因而叛变出去同地主买办阶级

结了个同盟，成为坚决的反革命者”修改为“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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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

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 把“他们抛弃了革命

朋友工农阶级之后，和他们的反革命朋友地主买

办阶级住在一块儿”修改为“他们抛弃了自己的

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21〕

上述的“他们”均指民族资产阶级，修改后说明不

再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坚决的反革命者”，而是

作为一个动摇的“同盟者”，语气也较为和缓有

度，这与对待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集团有明显不

同。第二，更多地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

性。1936 年《斗争》本: “因为他们在一个时期

内，能够以革命的半革命的以及假革命的面目而

出现，所 以 他 们 同 时 就 具 备 着 欺 骗 民 众 的 资

格。”〔22〕1951 年《毛选》本: “因为他们中间除了

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

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

出现，所 以 他 们 同 时 就 具 备 着 欺 骗 民 众 的 资

格。”〔23〕前者的“他们”是指“第三营盘”，其“阶

级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但还有上层小资产

阶级，再则还有富农与小地主”。〔24〕后者的“他

们”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人称指代

发生重要变化; 增加“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

命事业的人们而外”，删除“假革命”，这些表明民

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得到更多的肯定。
其次，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对象和工作范围。第一，充分肯定了在民族

危机下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转变的可能性。
1936 年《斗争》本: “但是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口

号，在形式上看来，似乎只是代表工农，不如苏维

埃人民共和国口号之在形式上在实际上包□了

全民族的革命民众。”〔25〕1951 年《毛选》本: “但

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

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

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

且民族 资 产 阶 级，有 了 参 加 抗 日 斗 争 的 可 能

性。”〔26〕修改后有针对性地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

转入抗日阵线的可能性。第二，明确把民族资产

阶级列为中国革命可能的动力。1936 年《斗争》

本:“虽然如此，革命的基本动力
�������

，到底在于工农
������

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力
����������

，但不是基本的动力
��������

，这

是全部正确的估计。”〔27〕1951 年《毛选》本: “革

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

产 阶 级，现 在 则 可 能 增 加 一 个 民 族 资 产 阶

级。”〔28〕此句修改较大，在“小资产阶级”前增加

“城市”，是为了与“农民”阶级区分开来; 明确把

“城市小资产阶级”纳入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 增

加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成为中国革命基

本动力的判断。第三，明确提出和民族资产阶级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 年《斗争》本: “党

的任务是把苏维埃红军、游击战争的运动同全国

的工人、农民、兵士、少数民族以及第三营盘等一

切的革 命 形 势 会 合 起 来，成 为 统 一 的 民 族 战

线……”〔29〕1951 年《毛选》本把上述的“工人、农
民、兵士、少数民族以及第三营盘”修改为“工人、
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30〕把

“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纳入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和工作范围。
( 二) 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

策略、表述作了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发展

其一，弃用“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这一抗日

民族 统 一 战 线 最 高 组 织 形 式 的 政 治 主 张。如

1936 年《斗争》本:“而日本与蒋介石灭国与卖国

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

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队伍，或

同共产党苏维埃红军取联合战线，而同处在国防

政府抗日联军这个大组织中，这两种形式是同时

存在的。”〔31〕1951 年《毛选》本: “而日本帝国主

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

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

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

成联合战线。”〔32〕删改的部分表明，联合战线不

再有两种组织形式，只能加入或依靠中共及其领

导的红军。又如，1936 年《斗争》本: “如果说苏

维埃政府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的

话，那国防政府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还加

上一切其他阶级，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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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33〕1951 年《毛选》本:“如果说，我们过去的

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

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

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

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34〕修改的部分表

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是由中共领导

“过去的政府”团结和吸纳“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

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而形成的，而不是另外再

成立一个“国防政府”。再如，1936 年《斗争》本: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队伍不能希望他有如同

苏维埃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35〕1951 年《毛

选》本把上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修改为“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36〕采用成熟稳定的政治表

述。据笔者统计，类似的修改共有 5 处。
其二，弃用外来话语和口号“苏维埃”，并对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国体、任务、地位和

政策 等 作 了 与 时 俱 进 的 修 改。第 一，据 统 计，

1951 年《毛选》本对 1936 年《斗争》本中的 90 处

“苏维埃”一律删除或改写。其中有 70 处删除，

改写的 20 处具体情况如下: 7 处苏维埃改为人民

共和国或人民共和国政府，5 处苏维埃改为共产

党，3 处苏维埃分别改为我们过去的政府、我们的

政府、这个政府，2 处苏维埃改为我们，1 处苏维

埃运动改为土地革命，1 处苏维埃改为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所规定，1 处苏维埃纲领改为反帝反

封建纲领。这些修改说明毛泽东关于人民共和

国的理论和话语都有了发展变化。第二，关于苏

维埃人民共和国国体的细微变化。1936 年《斗

争》本:“拿政权的构成来说，他是以工农为主体

的国家，拿国家的纲领来说，他又是全民族人民

的国家。”〔37〕1951 年《毛选》本: “人民共和国的

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

封建势力的阶级。”〔38〕前者省略的主语是苏维埃

人民共和国。修改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构成呈

现出反帝反封建的特点，很好地契合了中国革命

的性质和任务。第三，关于苏维埃政府革命任务

的变化。1936 年《斗争》本: “如果说苏维埃政府

是为着完成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两个任务的话，

那国防政府就是为着完成民族革命一个任务的

政府，并且在目前是为着完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吞并中国这一个最具体的任务的政府。”〔39〕1951
年《毛选》本:“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40〕修改后不提苏维

埃政府的土地革命任务，是为了适应中日民族矛

盾上升为中国主要矛盾的新形势。第四，上文中

提到有 5 处苏维埃改为共产党，表明修改后以中

共取代苏维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心支

柱地位。〔41〕如 1936 年《斗争》本:“只要苏维埃红

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必然也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苏维埃红军在

国防政府中的领导作用。”〔42〕1951 年《毛选》本

把上述的“苏维埃”修改为“共产党”，“国防政府

与抗日联军”修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体现

出是中共而不是苏维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领导。还如，1936 年《斗争》本: “如果现时还没

有苏维埃红军的话，则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即使能

形成也不见得是得力的。”〔43〕1951 年《毛选》本:

“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

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44〕把“苏维埃”修改为

“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反映出只有日益成熟的中

共才能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五，关于苏维

埃政府工商业政策的变化。1936 年《斗争》本:

“苏维埃在资产阶级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 实

际) 废除私有财产，并不没收资本主义商业……
而且还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45〕1951 年

《毛选》本:“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

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

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46〕修改后，根据中国

革命的性质、对象及长期性，在政策上有针对性

地区别对待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封

建主义经济、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中国官僚

资本主义经济。
( 三) 突出强调了国际援助尤其是苏联援助

在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

在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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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还在科学分析中国与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的

基础上，更加深刻认识到争取国际援助在抗日国

际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尤其是苏联在国际上对

中国援助的首要地位。从表二可知，只有 1951
年《毛选》本单列“国际援助”一节与文中其他几

个重要部分并列，可见毛泽东对“国际援助”的高

度重视。在内容修改上，1951 年《毛选》本增加

了不少的新内容。如 1936 年《斗争》本:“一切反

帝国主义反剥削阶级的战争都是义战。”〔47〕1951
年《毛选》本:“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

者的战争，都是义战。”〔48〕这说明战争的人民性

关乎战争的性质。再如与 1936 年《斗争》本相

比，1951 年《毛选》本增加一句: “但是这不是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 不，国际援助对于现

代一 切 国 家 一 切 民 族 的 革 命 斗 争 都 是 必 要

的。”〔49〕联系文中语境，该句旨在说明在帝国主

义把世界紧密连在一起的条件下，国际援助对于

革命的必要性。上述修改的关于义战和国际援

助必要性的新论述，为中国援助世界殖民地半殖

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运动提

供理论依据。另外还增补了一大段内容尤其值

得关注:

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

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

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

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

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

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

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

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

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

条件。〔50〕

增补的这一段，简明扼要指出了中苏休戚与

共的利害关系，苏联援助在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中

占首要地位，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结合

起来使中国革命脱离了过去的孤立状态，并朝有

利的方向发展。这些补充内容既是对中国人民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历史经验的高

度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缔结同盟，两

国关系更加团结紧密的现实反映。这些内容准

确地揭示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呈

现出抗日战争的基本历史走势，暗含新中国成立

后发展中苏关系的历史依据和现实需要。这些

修改已经与 1936 年《斗争》本中“( 二) 目前形势

的特点”和“( 六) 结论”两节中有关苏联和世界

革命力量的论述有许多不同了。
总而言之，从《策略任务》到《策略》，很好地

折射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从发展到成熟、完善

的过程。修改前后的基本思想没有变动，变动之

处在于: 一是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许多重

要策略、表述作了适合时代发展和需要的必要修

改; 二是把中国革命中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上升

到理论层面加以总结和概括，以更加准确地揭示

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一般规律。

三、《策略》修改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

发展的重要意义

《策略》的修改，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中国革

命中统一战线实践的基本经验总结和新中国成

立后统一战线工作的现实理论思考，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完善和发展了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

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正确处理无产阶

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问

题，也是统一战线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在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策

略》的修改，深入总结了在中国革命中中共正确

处理敌我关系的历史，纠正和弥补了原来的局限

和不足，从根本上把握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和变

化规律，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有了多方面的发展。
与 1936 年《斗争》本相比，1951 年《毛选》本重新

审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来源问题，纠

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估计不足的认识，进

一步明确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民族

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别，进而把民族资

产阶级从反革命营垒里剥离出来，指出“民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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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革命的动

力“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此外，

在科学分析地主买办阶级内部的严重矛盾与激

烈斗争的基础上，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争取一切

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反对当前主要敌人的策略思

想。相较于 1936 年《斗争》本，1951 年《毛选》本

把“那有军阀不是卖国贼了”修改为“那有军阀不

是反革命”;〔51〕“他们同他们的政党国民党的大

群，以及很多的军阀头子，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

盘”删改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52〕把

“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营盘”删改为“国民

党营垒”;〔53〕3 次提到蒋介石集团，9 次在日本后

加帝国主义一词。这些修改，进一步明晰了国民

党、军阀不等同于卖国贼，地主资产阶级不等同

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国民党不等同于蒋介石集

团、日本不等同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就具体

充实了争取部分地主买办阶级，分化、孤立和攻

击中国革命主要敌人的策略。
第二，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提出要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1936 年《斗争》本: “同志们，我们

现在是处在一个新时期中，这个新时期中，有新

形势，有新任务。”〔54〕1951 年《毛选》本: “同志

们! 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

己的任务。”〔55〕修改后，反映出策略和任务要根

据客 观 的 政 治 形 势 及 其 变 化 来 制 定。相 较 于

1936 年《斗争》本，1951 年《毛选》本增加了一句:

“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

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56〕这说明制定策

略任务之前要辩证地全面地分析政治形势的有

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在分析具体形势时，同样注

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如 1936 年《斗争》
本:“我们说，红军部分是失败了，全体是胜利了。
敌人部分是胜利了，全体是失败了。这样说对

么? 对的，因为是事实。”〔57〕1951 年《毛选》本:

“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 ( 保持原有阵地的方

面) 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 完成长征计划

的方面) 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 占领

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 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

方面( 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 说来是失

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

征。”〔58〕这句修改力度较大，毛泽东充分运用马

克思主义关于整体和部分的原理，辩证地分析了

红军战略大转移胜败的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

精辟结论。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的: “马克

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

全体。”〔59〕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始终贯穿于《策

略》的修改过程中，对党和国家制定和修改统一

战线策略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第三，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

指导。统一战线是中共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

宝，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基本观点、基本思想对新中国成立

后的统一战线工作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策

略》的修改，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的有效衔接，满足了干部和群众了

解、学习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和中共统一战线方

针政策的需要。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策略》修改

的主要内容中。更加强调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领导，有助于提醒全党在任何时期都不能

放松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明确把民族资产阶

级甚至部分地主买办阶级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对象和工作范围，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利

用、保护和有限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

策，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有利

于大批原国民党政要和官兵的思想改造。突出

强调了中苏友好的紧密关系和苏联援助在抗日

国际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契合了新中国采取的

“一边倒”政策和 1950 年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的重要背景。总的来说，经过对原

文的修改，《策略》既增加了理论深度，又与时俱

进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任务和主题，达到了

形式与内容完美的统一。它被收入《毛选》后，社

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热

潮。据统计，1951 年以来，《策略》已经出版“各

种中外文单行本大约 60 余种”，〔60〕在国内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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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较好的传播作用。

四、余 论

《策略》的修改，除了因应形势的变化和统战

工作的需要，还反映出修改前后毛泽东本人不同

的情感体验与心境状态，这需要另外专文讨论。
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一例。1936 年《斗争》本:

“因此，斯达林同志在那个时候曾经说过: 中国革

命要在坚决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之下才能

胜利。这话是对的么? 完全是对的。因此党从

大革命失败后九年来，曾经坚决执行了斯达林同

志这 个 路 线。党 的 执 行 是 对 的 么? 完 全 是 对

的。”〔61〕1951 年《毛选》本删除了这段话。故有

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报告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党在处理资产阶级问题上的错误缺乏认识”。〔62〕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段话恰

恰遮蔽了毛泽东当时的真实想法，理由如下: 第

一，从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看，毛泽东推

动转变政治路线及其策略的重要原因正是深刻

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

级关系上“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和经验。第二，

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和瓦窑堡会议的具体情形

看，毛泽东始终反对“左”倾教条者不顾中国实际

照抄照搬经典作家的言论。据亲历者郭洪涛后

来回忆瓦窑堡会议时说: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

性，对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并指出我们在

江西时，对十九路军的问题上有错误，我们本

来是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抗战反蒋的，但没有

争取。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引经据

典，还引了斯大林的话，就中间势力是最危险

的敌人，不可能和无产阶级联合。毛泽东一

点也不示弱……强调他说的这些是从中国的

具体情况出发，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的。最后他反问道:“难道这样做( 指联合民

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 ，就是对祖宗不忠?

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

不说了。〔63〕

可见，在瓦窑堡会议期间的争论中，毛泽东

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有力驳斥了博古不

加分析套用斯大林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

人”的论断，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党在处理资产阶级问题上的错误已经有了

较为深刻的认识。这显然和 1936 年《斗争》本这

段话的观点存在矛盾和冲突。第三，从当时错综

复杂的时代背景看，这段话实际上与遵义会议决

议特地写上“一年半反对‘围剿’的报告〔艰苦〕
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

的”〔64〕这段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长征刚

结束，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一些

同志对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的认识还较为模糊，所

以这些问题需要逐步改正，系统总结党内“左”倾

路线错误的时机还不成熟。这段话是毛泽东在

党已经开始转变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情况下，从团

结党内同志和维护抗战大局出发说出的，有着特

定的历史背景。综上所述，毛泽东在 1936 年《斗

争》本说的这段话是一种策略性的表述，在当时

有利于推动党内团结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在

1951 年《毛选》本中，毛泽东删除这段话，既不违

背初衷，又与新形势相适应。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

报告。报告的题目为《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

共产党的策略任务》。报告原文发表于 1936 年西北局《斗争》第

80 期、第 83 期。1951 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1 卷收入了这

篇报告。收入时文题改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此

后，这篇报告的文题就以此为准。

〔2〕专题研究论文可参考刘晶芳: 《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

认识的真实记录———读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

报告》，《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年，第 172 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 1 册，北京: 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81 － 382 页。

〔5〕笔者在整理史料时发现发表在西北局《斗争》第 83 期上

的该部分报告存在一些页码与实际页数不匹配的现象，所以决

定采用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 1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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