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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讲党课，宣讲马克思
主义、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时事政
治、解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
直是我们党的一项光荣传统和政治
优势。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党和
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
讲党课，作出了表率。

准备三天四夜

只讲了半天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
教导队开学后，毛泽东很关心学
员，经常抽空来给他们上政治课，
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在江
西中央苏区，毛泽东为马克思共产
主义学校学员讲授“苏维埃运动
史”课程，并常去苏维埃大学作
《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的报
告。

抗战时期，毛泽东经常到延安
的一些高校讲党课。有一次，毛泽
东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
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微笑着摆摆
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
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
“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
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
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他说：
“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
老师。”

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又在
“抗大”开设了“辩证唯物论”课
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课，每次4

学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总共达
到110多学时。

据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
“有一个时期，毛主席经常到陕北
公学来，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毛
主席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
势吧！’(毛泽东说他是教员出身，
所以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教员’)

他也很高兴答应作报告。”
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公讲哲学课

时，一开头就说：“今天跟你们讲
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
论和唯心论的哲学问题，说成是
“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学员们真
是闻所未闻。毛泽东先讲唯物论和
唯心论，后讲反映论和辩证法。这
个讲稿后来整理出来，就是我们所
熟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
篇文章。对此事，毛泽东在洛川会
议前夕曾对郭化若说：“别提讲课
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
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时间，
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
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
吗？”

学会看菜吃饭

量体裁衣

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善于根据说
服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

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有的放
矢、因人施言、对症下药，激起了
教育对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他
强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毛泽东
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
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也
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就
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
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
分去教学生。”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
就多次强调和要求红军宣传员找群
众谈话时，首先要放下架子，要看
不同对象说不同的话。碰到雇农要
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
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
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

有一次，在给工人夜校上课
时，毛泽东先在黑板上写下“工
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工人们说：
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
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
大。他提高声音说，大家不是说天
最大吗？什么是“天”？他指着黑
板上写好的“工人”两个大字说：
“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
起来就是‘天’。”他指着“天”
字启发工人们说，大家都说工人没
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关
键是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
如天。譬如一颗小石子，用脚一踢
就踢走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粘成
一块大石头，那就搬也搬不动了。
这些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
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
接受。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
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在讲课
中十分注重根据学员特点来说明问
题。据当时的学员回忆，有一次毛
泽东讲课，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
塔，一边画、一边讲，说：“你们
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
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
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
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
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
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
义。”毛泽东接着说：“压迫、剥
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
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
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
都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
塔之不倒乎！”这种形象化的教学
方法，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掌握语言艺术

才能生动引人

毛泽东讲党课时不仅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
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
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员们的

欢迎。
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学校的

师生们听说抓住了蒋介石，都欣喜
若狂。可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
解决西安事变，不少人在感情上接
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
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
放虎归山。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给
学员上课，他说：“蒋介石罪恶滔
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
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
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
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在目前的
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
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
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
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
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
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
台下有人提问：“如果蒋介石不谈
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

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
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听后，风趣幽默地说：“你
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
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
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
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
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
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
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
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
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
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
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
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
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
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
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
争。”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
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

作风》的讲话，在谈到党内存在的
“学风”“党风”“文风”有些不
正时，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
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
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
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
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
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
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
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
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从而形象地
说明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
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必要性。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上党课时
把日本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
了中国，我们正面和他直接对抗暂
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
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
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
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
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的笑声
中感到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毛泽东讲党课面临的对象来源
复杂，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
水平参差不齐，有工人、农民，也
有高级知识分子。但毛泽东“以通
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能吸
引每一个人，使文化水平低的感到
通俗易懂，文化水平高的也不觉得
粗浅。

萧三在上世纪40年代曾评论毛
泽东道：“他的报告、演说、讲
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
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
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
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
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
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
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
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带头讲课，充分准备，对症下药，因人施教，讲究艺术

跟毛泽东学习怎么讲党课

作为党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
党小组会和定期上党课的相关制
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发挥着重要
作用。

1 8 4 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要求
“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
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盟员至
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
一次”。这是关于党的会议制度的
最早规定。列宁在创建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的过程中，强调党是有组织
的整体，党员不但要承认党纲，更
要“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党的二大通过的我党第一部党
章对党小组、党支部、地方全体党
员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期限
作出了具体规定，如各组每星期由
组长召集会议一次。1929年《古田
会议决议》要求“从党内教育做
起”，通过党报、简报、小组会、
支部会、党员大会、政治讨论会、
参加实际工作等教育方法，来解决
“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延安整风
期间，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
性的决定》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
须参加党组织生活。党的七大对如
何开展党内民主生活、加强党内教

育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通过

的党章指出，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
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
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
大会”提出：“应该从加强党员的
思想教育着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
活跃起来，切实改变许多基层组织
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
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等等组织
涣散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80年制定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1981年8月，中组
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
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这是我们
党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对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会作出的具体规定。
从此，民主生活会开始真正走向制
度化。

(据《学习时报》)

>>延伸

三会一课制度

是怎样形成的

抗大是毛泽东主席为了适应形
势的需要亲自倡导和主持创办的一
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存、培养、输
送军政干部的学府。在艰苦的战争
年代，抗大创办9年，由最初的数
百人，直至发展成为拥有1 2所分
校、数万名学员，先后为各个抗日
根据地输送了10万余优秀儿女。

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
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
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杨尚昆讲授
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为
了帮学员们适应时局转换，毛主席

给学员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
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针对
性强，分析问题精辟入理。

毛主席这些大“教授”非常平
易近人，他们来讲课，既不兴师动
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毛主
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
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
手，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
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
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
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
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

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
红军从过去几十万人减为两万多
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
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
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
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
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
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
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把学员
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
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在张学良释
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亲自来

到抗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
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
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
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
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
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
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
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
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
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
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
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的办法
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
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学
员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思想豁然
开朗。他讲课的内容，不是从抽象
的哲学概念出发，而是从长征和抗
战初期的现实实践开始，信手拈来
的话题，深入浅出的阐释，高屋建

瓴的结论，或嬉笑怒骂、当头棒
喝，或循循善诱、通俗易懂。

有时候，毛泽东夜间工作时间
太晚，第二天不能准时到学校上
课，学员们就列队来到凤凰山下毛
泽东住处的小院子里，席地而坐，
聆听演讲，认真记录。随着奔赴延
安的爱国青年越来越多，大家都想
亲耳听听毛泽东的演讲或报告，于
是就开设了露天大课堂。延安城里
抗大的庭院里，清凉山下陕北公学
门前的广场上，以及桥儿沟鲁艺的
院子里，摆上一张小方桌，放一个
装满热水的搪瓷缸子，毛泽东站在
桌子旁边就开始演讲。说到激动之
处，他往往双手叉腰，身体前后移
动，甚至在台上来回走动，举手投
足，一言一行，都牵动着听众们的
心。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毛泽东在抗大讲党课

毛泽东讲党课，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
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员们的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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