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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向东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谈到了学
习历史的问题。他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
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
都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
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
知道更多的古今。” 
   “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据”这句话，出自唐代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这首诗
作于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是一首劝学诗。符是韩愈的儿子，城南是韩愈的
住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
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 而诗中“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一句所表达
的含义是，人要知晓历史，否则就和禽兽牛马没什么两样了。韩愈的这句诗源于
《孟子•股文公上》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意思
就是说：人所以为人，与禽兽不同，吃饱、穿暖、住得舒适如不给以道德教化，就
和禽兽相近了。韩愈取孟子的话，目的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来教育他的儿子。而毛
泽东借用韩愈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重视学习历史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强调学习历史，是有特定背景的。 
    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
的关键一战，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投入到抗战中来。而加强对中国历史的学习，
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也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认同
感，动员广大的民众和社会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学习中国历史还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党成立到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6年间，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来领导中国
革命，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期间“左”的和右的错误都使革命
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抗战开始后，这种情况再次出现。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
国，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指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没
有贯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精神，过分强调了独立自
主。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他的言论在党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以致在同国
民党的关系问题上过分强调了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以王明为代表的右
倾错误不利于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不利于党的团结。它表明教条主义、洋八
股在党内仍然有市场，仍然没有去除掉。因此，提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的问题，势在必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开展一场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又要学习
中国历史的学习运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在党内开展学习运动的号
召，要求党员和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历史。如何学习马列主义呢？毛泽东
提出，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些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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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立场和方法。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而运用民族形式就涉及到学习中国历史的问题，对此，他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
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
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讲这番话与他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修养有密切关系。在毛泽东的革命
生涯中，学习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是他的一门必修课，其用工之深，运用之自
如，党内无人能出其右。 
    从中国革命的历程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就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
国历史文化中有许多智慧和哲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毛泽东在党
内号召学习历史，要求共产党人承继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目的就是将这些智慧和哲
理提炼出来加以运用，同时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注意自己的国情。在这个基础上他明
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得到党内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是，王
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在表示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却又提出几
点要“注意” 的问题，声称：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繁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不能
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不能在“民族化” 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
验的研究和运用；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王明讲这番话的针对性是明显的，透露
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疑。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讲了本文开头的那段话，此后又多次谈及在党员和干
部中学习历史的重要性问题。特别是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提出：“我党现在已是一
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现主义作风，
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
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针对党内存在的认真研究历史的空气
不浓厚，许多党员的心目中对近百年的中国史和古代中国史还是漆黑一团，一些党
内的学者言必称希腊而忘记了自己的祖宗的种种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不要割
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
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强调，
采取这种学习历史的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
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其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成为延安整风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延安的历史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等学术性团体对历史问
题进行研究，完成了一批重要成果。党内由此形成的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气氛，
对于全党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3期《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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