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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5年 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

议”)，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

二个“历史决议”)，再到 2021年 11月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百年间，

中国共产党共作出了三个“历史决议”。三个“历史

决议”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的重点有所不同，前两个

“历史决议”旨在分清重大历史是非、总结党的历史

教训，第三个“历史决议”主要是总结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因而，三个“历史决议”对毛

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不可能不存在着一定差异。

本文力求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历史

起点上，系统回顾和总结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三个“历史决

议”对确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这

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

概括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在全党整风，特别是党的

领导干部学习党史、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党成

立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对党的六届四

中全会至遵义会议间的历史所作出的决议。虽然，

这一决议的文本中尚未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也没有专门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系作出分析、概

括和阐述，但却在肯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分析和批判以王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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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同时，在正确与错误路线

的比对中，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对毛泽

东已经提出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作出了较为清晰

的分析和阐述，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党对毛泽东思

想科学体系基本框架的重要概括。

第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政治上肯定了毛泽

东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它概括了毛泽东在中国社

会、中国革命以及党的政治路线方面所提出的一系

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并强调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是

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

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

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

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

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

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

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

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

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

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

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

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

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

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

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

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

‘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1](P88-89)这一概括，既

指明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

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及发展规律，又指明了党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基本政策，集中反映

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同时，批评

了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

上、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在进攻和防

御的策略指导上的一系列错误。

第二，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军事上肯定了毛泽

东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它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现

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

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

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

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1](P97)第一个“历史决

议”还从两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基本观

点：一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也不能

是其他样式的军队，而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

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由

此产生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思想，诸如：人民军

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为着

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

的军阀主义倾向、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

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必须同时负起

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

任务，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

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

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

党的组织；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

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

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

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

虏的正确政策。二是人民军队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

游击性的运动战是主要的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

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

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

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由此产生了人

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如：我们的战争不

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

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

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

胜利和发展；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

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

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

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

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

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战略战术

原则。[1](P98-99)批评了各次“左”倾路线违背毛泽东军

事思想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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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一个“历史决议”在组织上肯定了毛泽

东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正确

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P100)

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强调“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

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

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

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

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1](P100)第一个“历史

决议”肯定了 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

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在党的建设历史上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指出，“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

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

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

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

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

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

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1](P100)肯

定了毛泽东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

全体，所规定的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

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

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等重要原则。批评了“左”倾领

导者在组织上所推行的各种错误方针和政策。

第四，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思想上肯定了毛泽

东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它充分肯定了思想路线

对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极端重要

性，强调指出，“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

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

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

发。”[1](P102)第一个“历史决议”肯定了实事求是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路线，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

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

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

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

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

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

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

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

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1](P102)同时指

出，一切“左”倾错误发生的思想根源乃是坚持主观

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结果。

毫无疑问，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彻底消除

“左”倾错误影响、统一全党思想而制定的重要历史

文献，并不是为阐述毛泽东思想所撰写的理论著作，

因而它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概括还不可能具有明显

的体系性和完整性，难免具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

是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后不久召开的党的七大上

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却完成了对毛泽东

思想进行系统认识和概括的任务。其中在关于党的

指导思想部分，集中了全党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的正确认

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特别是毛泽东

思想所进行的深入和系统的阐述，以及在此基础上

对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奠基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

思想的科学概念、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等

均给出了一个在当时所能作出的最为完整的体系性

概括，为全党学习、宣传、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提

供了基本遵循。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认

识和概括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

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当时，党面

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新中

国成立以来党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

物的是非功过问题，尤其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

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的正确道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第二个“历史决

议”，从一开始就提出要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

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2] (P444)作为这个决议

“最核心的一条”[2](P444)，反复强调要贯彻这一“中心的

意思”[2](P444)。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是总结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错误及其教

训，由于既要分清重大历史是非，又要正确评价毛泽

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因此才有了对毛泽东

思想科学概念及其主要内容的系统阐述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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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第二个“历史决

议”在深刻揭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

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基本特征

的同时，对其科学内涵作出了严谨的概括。决议强

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

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

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

结晶。”[3](P826)

一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

的运用和发展，这就正确回答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从

属于而不是并列于或外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所以“不要把毛泽东

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

个东西”。[4](P140)“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

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

最根本的东西。”[4](P141)

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

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正确回

答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毛

泽东思想并非抽象思辨的产物。如果说，马克思列

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那么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基

础。没有中国特殊的社会和历史状况，没有中国人

民英勇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同

样，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并

用来指导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胜

利。毛泽东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生动

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

实践的认识论路线。

三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

结晶，这就正确回答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毛泽东个人的贡献与党的领导集体的贡献之

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毛

泽东是毛泽东思想最杰出、最卓越的代表，但同时，

党的其他领导人，比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也都

作出过贡献。割裂毛泽东个人贡献与党的领导集体

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对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的理解。

此外，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提出要区分毛泽东

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毛泽东晚年错误特

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一

理论既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脱离

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国情。它与已经被实践

证明了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具有本质区别，属于不

同的概念范畴。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有严重的“左”

倾错误就怀疑、否定和抵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

而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提出，则从根本上把毛泽

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了开来。

第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二个“历史决

议”强调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

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

解决这些问题。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来看，它

是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

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

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

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3](P826)毛泽东思想

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结构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从中国的历

史和现实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

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

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

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

谨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包含了关于中国国情和中

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

路线和基本纲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

经验等内容。

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毛泽

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

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采取社会

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

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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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的、经

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

务。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

于积极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特

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以及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等。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

主张，对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三是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毛泽东系

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

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

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解决

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

何开展人民革命战争、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战术、

如何巩固国防等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规定了人民

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指挥枪而不是

枪指挥党的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政治建军的

原则，提出了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四是政策和策略理论。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革

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总结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

想。其中包括：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

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藐视

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

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

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

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以及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

具备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

得胜利、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

育的两个条件。

五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其中包

括：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

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

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

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

产阶级世界观等。

六是党的建设理论。主要包括：首先从思想上

建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

无产阶级思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

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

志；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

志的目的；创造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

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鉴于共产党成为领

导全国政权的党，还多次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

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

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重要思想。

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把贯穿毛泽东思想全部内

容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活

的灵魂，并明确指出，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

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早在第二个“历

史决议”起草之前，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没有毛泽东

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

夸张。”[2](P28)决议起草过程中他又尖锐地指出“不提毛

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

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

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

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

辉历史。”[2](P452)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

思想历史地位所作出的科学结论，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党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开

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创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

基础。

一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性的

理论成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

多新的内容。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

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人

类社会不断推向前进。[5](P462)毛泽东在创造性运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过程

中，率先垂范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在

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过程中，通过运用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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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

的正确理论观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工程

逐步引向完善并加以体系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了走西方的路和走俄国人

的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行了一系

列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正如第二个“历史

决议”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

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

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

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

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

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

前进。”[3](P837)

二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旗

帜，为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社会变革

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引领，将长期指导中国

共产党人的行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人民

为救亡图存所进行的所有努力和斗争之所以屡遭失

败，究其根本是没有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导。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正是由于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

立了毛泽东思想，才有在这一思想引领下取得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第二个“历史决议”

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

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3](P836)它强调“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

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

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

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

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

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

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

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

的。”[4](P836-837)决议还指出“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

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3](P836)

三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重塑的重要标

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提供了牢固的思想政

治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毛泽东思想产

生的一个直接动因，也是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关注的

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其根

本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华民族

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内在品质和魅力，使得它

在中国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思想，而成为整个中华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哺育了几代中国

人，它的精髓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在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实现民族富强而努力

奋斗。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

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

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

精神财富，永远是鼓舞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强大精

神动力。

第二次“历史决议”的通过，为以邓小平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利完成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

的任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极为重

要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也为学界从学术上开始研

究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

概括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作出系统概括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10周年、120周
年的讲话中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有

过一些新的概括。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重点是“要

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

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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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

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6](P78)第三个“历史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和新概括集中体现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

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6](P13)这三个重要论断上。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

性运用和发展。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

的认识和概括同第二个“历史决议”有所不同的是加

入了“创造性”三个字，从而凸显了毛泽东思想不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运用和发展，而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创造性贡献。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

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在中国没有革命的武装就

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中国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

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

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强

调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

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通过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

党、政治建军原则；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

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

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

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

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九一八事

变后，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

运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实行正确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

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

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面对国民党反

动派在抗战胜利后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

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赢全国人

民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三座大山；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

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

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

方向；党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

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

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

的建设三大法宝，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毛泽东思想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所作出的

重大贡献。

第三个“历史决议”还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重大贡献作出了简要概

括。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

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

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

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党领导建

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

件；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

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领导

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

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

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

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国

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尊重和赞誉；这一时

期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

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内的关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所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

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都从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展

示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

明了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三个“历史

决议”关于“十条经验”的概括，不仅极其深刻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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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党一贯重视总结经验的优良传统，而且其主要内

容不少即为毛泽东在历史上所首创并被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坚持和贯彻，充分展示了毛泽东思想中许多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了的完全正确的理论

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在新时代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的根本理论之基。

第一条“坚持党的领导”和第十条“坚持自我革

命”是围绕着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领导力量”

所作出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是领导

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6](P65)来源于毛泽东在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所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

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7](P350)这一原则既是对

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党在

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

原则，是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的重要理论依据。“坚持自我革命”的原

则及相关思想虽然是在新时代提出来的，但其基本

精神仍然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关于“有无认真的自我

批评”[8](P1096)“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

志之一”[8](P1096)的重要论断，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

要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相关论述。先进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

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

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自我革命既是

党对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新时代全面从

严治党必须努力贯彻的一条重要原则。

第二条“坚持人民至上”是围绕着革命、建设、改

革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所作出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

结，其中关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群众观点，“以

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

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8](P1096)等重要观点，都是毛泽东

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

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的根

本依据，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第三条“坚持理论创新”和第七条“坚持开拓创

新”都是围绕党的指导思想而作出的相关理论概括

和经验总结。其中对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根本指导思

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

着实践发展而发展，以及敢为天下先、走出前人没有

走出的路等观点的概括，也与毛泽东关于指导我们

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敢于超过马

克思等重要思想直接相关。百年来，党之所以能够

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

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

务，根本在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路线。也正是由于党始终坚持奋力开拓、锐意进取，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才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

理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了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

真理力量。

第四条“坚持独立自主”、第五条“坚持中国道

路”和第六条“坚持胸怀天下”，都是围绕中国道路的

开创而作出的相关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毛泽东始

终认为“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

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9](P2119)党历来坚持

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

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

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党始终坚持从我国国

情和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民

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因

而使党和人民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无比深厚的历

史底蕴、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同时，党始终以世界

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

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国

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

类进步的一边，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

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

前途前进。

第八条“坚持敢于斗争”，是对中国人民革命精

神力量所作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党和人民取得

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

而是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不断斗争所取得的。党在

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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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壮大，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无论

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党总

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第九

条“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

立、坚持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对如何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作出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

结，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

要法宝。

总之，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百年奋斗历史经

验的新概括，特别是对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的关

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

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

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的重申，为我们在新时代认识

和理解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个新框架，更是彰显了

党在新时代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引领的高度

重视。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

历史性飞跃。第三个“历史决议”紧密结合党在百年

奋斗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国情和

实际以及在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怎么样

才能中国化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持续探索中所积累的

宝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明确作出了毛泽东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

概括。这一概括，既是对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历史上所具有的奠基性地位的充分肯定，也

为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作出了

重要理论铺垫。

从第一个“历史决议”，特别是党的七大对毛泽

东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所作出系统的阐

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

持续到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以前，因为苏共中央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文献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往往不再提及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或命题，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个“历史决

议”虽然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更为完整

准确的概括，肯定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

位，此后，学界也逐渐展开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

究，但仍然未能将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联系

起来进行深入的思考，作出更高的理论概括。

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持续推进，

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亦逐渐展开，特

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启动，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和发展，以及学界对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的不断深化，人们开始更多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

对党的创新理论开展系统性研究，这就使得第三个

“历史决议”着力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对毛泽

东思想科学内涵及历史地位作出更为精准的定位成

为可能。习近平认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

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

握。”[6](P78-79)这就为学界立足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创造了极为重要

的条件。

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定位，是对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首创者、主导者

地位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奠基性理论成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毛泽

东思想在新时代、新阶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充分肯定。第三个“历史决议”

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有其重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一

是在从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创立

过程时，更加注重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运用和

发展的创造性的特征；二是在对毛泽东思想主要内

容进行提炼概括时，更加突出毛泽东思想基于实践

基础上的系统性特征；三是在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

位的概括上，更加突出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历史上的整体性价值及对其意义的理解和掌

握。总的来说，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

认识和概括，更加简洁而精准。

76 年间，党先后制定并通过了三个“历史决

议”。虽然这三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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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有所不同，但却都

是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都对党的指导思想作出

了相应的分析和概括，进而对统一全党思想、意志和

行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

要的影响。如果说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

的认识和概括，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创

做了必要的奠基；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及毛

泽东思想的系统阐述，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

的重启做了必要的准备；那么，第三个“历史决议”则

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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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derstanding and Generaliz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th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of the CPC

Tian Keqin

Abstrac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in its century-old history, which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per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 first
"historical resolution"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whole Party's rectification actually formed the party's preliminary
summary of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provided the basic follow for the
whole party to study, publicize, understand and master Mao Zedong Thought. The second "historical resolution" ma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rrectly appraised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and summarized the scientific concept and main contents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 third "historical resolution" made at the centennial historical nod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closely
revolves around the scientific proposi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makes a new understanding and new
summary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have made th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Party, and then unified the thought, will and action of the whole Party,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s various undertakings.

Key words：Mao Zedong; Mao Zedong Though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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