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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一、今天进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同志们不要以为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就可以马虎一些。这个

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大会所要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名额不少，有三十四名；他们也参加

中央的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提出意见；当正式中央委员出缺时，要由他们递

补。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末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会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

举。 

  在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之后，有一位同志写信给主席团说，希望注意选举，要选能执行大会路线

的同志到中央来。这个方针，主席团已经提出过了，我在这里也代表主席团做过报告，各个代表团也讨

论酝酿了好几天，昨天同志们选正式中央委员就是按照这个方针选举的。那末，为什么这位同志在昨天

选举之后还要提出这个意见呢?他的意思是说，有些候选人并不知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若干缺点和错

误，但是在长时期中证明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我们不要因为他不知名甚至有若干缺点错误而不选

他。我认为这位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 

  二、在昨天的选举中，王稼祥[2]同志得了二百零四票，不足半数，没有当选。关于这个问题，我要

在这里说几句话。 

  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3]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

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 

  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4]同志、王稼祥

同志、顾作霖[5]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

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

“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

“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

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

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6]，那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以后在苏区的两个大会上，即中央

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错误的，但上面所说的那一点，却是他的

功劳。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负伤的。 

  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

年一月的遵义会议[7]，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8]。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9]、王稼祥

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

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

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

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10]就是一

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



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

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

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

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

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

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一九三九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

九四二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

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11]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

叶剑英[12]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 

  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

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 

  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负伤而起的。他这次写给我的信[13]，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

很久才下决心写的。 

  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

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

家选他。 

  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

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

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

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

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次要有

东北同志当选才好。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王稼祥（一九○六――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一九三一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

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

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

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

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一九四四年因伤病复发离职休养。一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3]四中全会，见本卷第76页注[12]。 

  [4]任弼时（一九0四――一九五0），湖南湘阴人。一九三一年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进入江西革命根

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5]顾作霖（一九○七――一九三四），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一九三一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

团成员身份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 

  [6]指朱德。 

  [7]遵义会议，见本卷第102页注[14]。 

  [8]六中全会，见本卷第143页注[4]。 



 

  [9]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中央革命根

据地，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为中共中央起

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10]十二月会议，见本卷第278页注[3]。 

  [11]王若飞（一八九六――一九四六），贵州安顺人。一九四一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党务研

究室主任。 

  [12]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13]王稼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因病未能参加会议。他在一九四五年

四月十七日和二十二日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谈到对待党的批评和自己的错误应采取严肃态度。信中

说：“党严肃的检讨过去历史问题，每个个人也应严肃的对待自己。”“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

的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的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

遗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若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康健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病中脑力不

济，思路前后不连续，故写得零乱。是否妥当，尚乞指示。”这两封信毛泽东曾批示印发七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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