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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学习运动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启示 

——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研讨会”会上的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陈亚联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处在重大关头，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开展学习运动（或 “活动”），是中国

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和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的重要任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一次大提升，更是党建思想的一次大发展。 

一 

 “我们党历来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这话70年前的1939年毛泽东就说过，事实也是如此。但开展
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始于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在此之前，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恶劣的斗争环境等原
因，没有也不大可能以“运动”的规模和力度开展全党学习活动。 

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的传统和风气，期间很多学习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毛
泽东等中央领导干部不仅自己带头学习，还积极倡导全党同志学习。1939年，全党干部的学习活动首
先在延安揭开了序幕。党中央为此专门设立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随后，还成立了各
级高级学习组，目的是“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其中，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
为对象，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还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
亲自任主任。总学委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学习运动进行情况，
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总学委还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推动了学习运动
的深入开展。 

毛泽东时代影响较大的另外一次学习运动是在建国前夕和初期。当时党中央号召全党为迎接建设



 

新中国的伟大任务而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全
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指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
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建国初期，党中央又下发一系列决定、
指示，要求加强全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并收到了显著的成效。邓小平曾回忆说：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
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在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学习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总结、不断走
向成熟。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认识出现失误，自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党内“左”的错误逐渐发
展，并最终演变为“文化大革命”。在此背景下的学习运动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总的实际
效果并不怎么好。正如邓小平1978年所指出的“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精力放到政治运
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学习活动，用的字眼一般是“活动”，但实际也是
一种运动。这些“活动”继承了过去以前学习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注意克服了“运动”可能导致的异
化或者带来消极因素。这些全党范围内的学习活动大多为我们所熟悉。如，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
央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强调要学会用正确的立场、
观点、方法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他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无论是新干部还是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 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他一方面强调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无论是新干部还是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强
调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又如，1992年以后开展的学习活动，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全党兴起的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至今正在进行的科学发展观学习活动，等等。 

 
二 

      过去70年来进行的多次学习运动或学习活动，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层面解决了关于政党学习的一
系列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应该成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笔者认为，延
安时期学习活动的经验尤其值得认真总结和学习。 

为什么要学？——学习的必要性。这个问题我们党几代领导人都说过，其中尤以毛泽东1939年在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得最为全面、最为透彻。毛泽东认为，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
遍性和永久性。他借古人“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话，要和牛马等动物不同，就要知道古今，就
必须学习。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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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这实际上是一种终身
教育或者学习型社会的思想。这是学习运动的一般原因。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则有三点：一是领导革
命工作的需要。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
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
各样的事情。二是改善工作的需要。三是建设一个大党的需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历
史任务，需要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大党。要建设的一个大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 

向谁学？——学习的对象。一是先进国家学习，要学苏联，同时也要学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1959年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
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二是向群众学习；三是
同志间互相学习；四是国内不同地区互相学。1963年，毛泽东成分肯定湖南省委学习外省优良经验的
态度和办法，提出要“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
一种方法，定为制度。” 

学什么？——学习的内容。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策。作为共产党员，还要学
习文化、学习管理经济、学科学技术。两者并重，这是一个经验，也是教训。 

怎么学？——学习的方法。针对学习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没有功夫”和“看不懂”问题，毛泽东
提出用“挤”和“钻”的办法分别解决。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
忙。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
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
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 

学多久？——学习的期限。相对于有期限的学校教育，毛泽东提出了无期大学和长期大学的概
念，他说，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活
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他还以孔子、孙中山、高尔基为例，说明伟大人物的成就都是在学校之外
的学习中取得的。20世纪60年代，法国人首先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概念与毛泽东的思想基本一致。 

怎么保证学习的效果？——学习制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中央设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
全党的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
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一样设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学习一定要学到
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
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提出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1940年规定以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干

 



部学习节。1941年5月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毋庸讳言，70年里我们党开展的多次学习运动和活动中，曾经有过并且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

主义，但总体上看，其积极作用无疑是积极的、巨大的。 
 

三 

    历史能告诉未来，但未来更需要我们去创造。建设学习型政党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总结过去学习运动
的经验教训，还要结合新的形势进行创造。 

首先，建立全党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制度。目前，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学习制度。但
普通党员平时的学习活动基本无制度可循。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制度，也谈不上学习型政党的建
设。 

其次，要把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开展学习运动的经验整合，形成一种终身学习的机制和手段。现在
我们党是7500万党员的大党，要避免学习活动的形式主义，就必须有一套促使党员终身学习的机制和
手段。比如，把党员分成若干类型，不同类型，选择偏重不同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并确定奖惩措
施。保证强制性学习不走形式，自觉学习不变为不学习。 

最后，还要把全党崇尚学习的风气内化为党的一种习惯与气质。以全党的学习风气带动全社会的
学习风气。制度和运行机制是外在的，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应把学习的强制性和自觉性结合，内有动
力，外有压力。使学习成为全体党员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生活必须，并以此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
立。 

总之，建设学习型政党，就要建立保障全体党员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机制和手段，建立全党学习和
终身学习的制度，并把全党崇尚学习的风气内化为党的一种习惯与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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