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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
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
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
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
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还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
选集中的各篇著人，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
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    下面有几点属于出版事务的声明：    第一，现在出版的这个选集，还是不很完备的。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中革命文献的散失，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找到
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许多书信和电报（这些在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占很大
的部分）。
    第二，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例如《农村调查》，遵照著者的意见，没有编入；又如《经济问题与
财政问题》，也遵照著者的意见，只编进了其中的第一章（即《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
    第三，选集中作了一些注释。
其中一部分是属于题解的，附在各篇第一页的下面；其他部分，有属于政治性质的，有属于技术性质
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
    第四，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
一种是各时期的著作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
四卷本的第一卷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包
括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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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抗日战争时期（下）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序　  跋　改造我们的学习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
谋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　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引言　  结论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祝十月革
命二十五周年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质问国民党　开展根据
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组织起来　学习和时
局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人民服务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
战线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两个中国之命运　论联合政府  　一、中国人
民的基本要求　  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走
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人民战争　    两个战场  　  中国解放区　    国民党统治区  　  比较    　“破坏抗
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内战危险　    谈判  　  两个前途　  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我
们的一般纲领    　我们的具体纲领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中国解放区
的任务　  五、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愚公移山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
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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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序（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现在党的农
村政策，不是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全党应该执行一九四。
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应该执行即将到来的七次大会的指示。
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
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
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
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
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调查会。
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
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
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
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
要高明的学校。
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
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
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
吏。
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
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
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
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
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
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
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
知识。
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
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
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
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
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
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
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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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畦喇畦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
十个要失败。
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
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
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
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
”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
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
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跋（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
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
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
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
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
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
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
策无疑是错误了。
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
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
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
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
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
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
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
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
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
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
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
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
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
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
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
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
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
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
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
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其理由如次：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
的二十年。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
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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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
泣的。
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
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
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
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
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
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
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
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
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
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囱”，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
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
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
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
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
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
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
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
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
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
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
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问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
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
究。
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
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
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
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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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
统一。
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
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
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
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
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
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
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
，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
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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