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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辩
证统一。《反对本本主义》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蕴含着丰富的
群众路线思想。毛泽东通过系统批判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在党
内初步确立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立场；通过对“谁是群众”“如何熟悉和了解群众”“熟
悉和了解群众重在哪里”等问题的回答，提出了认识和了解群众的方法论原则；通过确立调查
研究的重要地位，形成调查研究的正确方法，树立长期调查的优良传统，找到了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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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于 1930年 5 月的《反对本本主义》，
原名《调查工作》，是为了反对当时党内和红军中
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而作。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
魂的 3 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
自主，首次在文中得到了集中展现。“毛泽东同志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
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
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
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62《反对
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具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毛泽东自己特别看重的代
表作之一。“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
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2]10

《反对本本主义》具有丰富的群众路线思想，是党
的群众路线理论和方法的奠基之作，在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之际，重温毛泽东这一重要著作，具有
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是一句空话，隐藏着丰
富的哲学智慧和现实能量。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
告中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
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
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
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
被我们所压倒。”[3]1096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
指出以往革命工作中存在一味执行上级指示、盲
目听从著作典籍的“本本主义”倾向，对这种相信
本本甚于相信群众、依靠本本甚于依靠群众、背离
群众路线基本原则的做法进行深刻批判。本本主
义实质上是违反群众路线基本原则的，是不相信
群众、不依靠群众、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一种表现。以本本作为决定与决策的依据，不做
调查研究，不去了解实际情况，其结果总是事与
愿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在破除了将本本
作为决定与决策依据的思想之后，相信群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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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群众，将群众看作“真正的铜墙铁壁”[4]139“克服一
切困难”[5]220的法宝，群众路线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第一，反对教条主义，相信群众甚于相信本
本，依靠群众甚于依靠本本。1961年 3月，毛泽东
在为印发《反对本本主义》而写的批语中交代这篇
文章的写作背景，“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
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6]553在之后
召开的“南三区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这篇文章
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
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7]252-253

什么样的大斗争呢？众所周知，20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经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处
于艰难探索革命道路和发展方向的时期。敢不敢
革命、怎样革命、依靠谁来革命，成为必须回答的
时代课题。当时红军党内存在盲目照搬苏联军队
一长制的建制，贯彻共产国际不正确的指示，主张
成立军委来代替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前委。毛
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
远方到来”，争论的核心“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
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
题。”[8]277、276 这实际上点出了“以唯书为根本尺度的
教条主义”和“以唯实为根本尺度的群众路线”之
间的现实分歧。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明确
对如何认识本本进行本质的界定，“我们说马克思
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
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
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4]111“马克思主义的‘本
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
合。”[4]111-112 而本本主义者不了解革命任务会随着
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经济和政治环境
的改变而变化，少数人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打主
意，或者开口闭口说“拿本本来”，一味盲目地执行
上级的指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需要“本
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脱离群众，将
“本本”奉若神明、盲目遵从的本本主义。这一论点
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奠
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第二，反对官僚主义，到群众中汲取实际知识
和养料，依靠群众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官僚主
义”是另一个阻碍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探
索正确革命道路的错误思想，给根据地建设和革

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后果。毛泽东针对当时存在的
问题指出，一些人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
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
错误。他严肃地批评道：“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
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
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4]110毛泽东后
来指出：“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
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
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
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
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
呢？”[7]264毛泽东强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
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那个
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
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
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
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
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
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4]109

不到群众中汲取实际知识和养料，不到群众中了
解中国现状和历史，领导者就会像“没头苍蝇乱
转”，找不到方向和目标，决策者就会胡乱决定、盲
目决策。毛泽东对此批判道，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
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本本主
义）在那里作怪，因此必须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二、熟悉群众，了解群众

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首先必须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在《反对本本主
义》中，毛泽东系统提出了认识和了解群众的方法
论原则，即“谁是群众”的阶级估量、“如何熟悉和
了解群众”的社会经济调查以及“熟悉和了解群众
重在哪里”的范围判断。

第一，认知前提：了解群众的阶级属性。毛泽
东早在 1925 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中就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
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3了解群众就
是要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了解谁是革命的主力
军、谁是革命的同盟军、谁是革命的反对派。经济
基础决定伫立于其上的整个上层建筑结构，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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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判断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倾向与革命立场，也
只能从现实的物质生活中去寻找。我们要得到正
确的阶级估量，进而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秘诀在
于对社会各阶级做社会经济调查，解剖各种社会
阶级，了解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明了社会各阶
级的政治经济状况。毛泽东把当时的社会阶级、阶
层排列如下：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
农、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农、富
农、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等。毛
泽东指出，“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
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
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4]114“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
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
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
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
倒的”[4]113-114，成为熟悉群众、了解群众的首要任务。

第二，认知方法：“每事问”而非“听故事”。人
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中国共
产党人要时刻放在心里，要有切实的把握和了解。
只有这样，群众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怎
样才能有切实的把握和了解呢？毛泽东指出，要
“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4]110，细致解剖社会各阶
级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对
人民群众建立起本质而深刻的了解。与之相反的
是“听故事”式的调查方法。毛泽东批判这种“调查
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
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
郭。”[4]113看似进行了形式主义的调查研究，但只是
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其结果用处不大，并不能达
到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在调查农民成
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以租
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量，尤其要知道富农、
中农、贫农等以阶级、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
量；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
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
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
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
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
间的相互关系。”[4]113

第三，认知范围：农村与城市的辩证关系。根
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和俄国十月革命的

斗争经验，一般认为，农民虽然具有革命性，但落
后的生产方式决定其难以克服自身的阶级局限，
不可能在革命中占据领导地位。处于艰难探索时
期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内也长期存在着“畏惧农
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
革命”[4]102的观点。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既然中国
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不变，那么，革命的潮流就不
可能低落。当务之急仍在于组织暴动，甚至在一些
反动势力强大、敌人控制严密的城市举行起义。毛
泽东指责这是一种盲动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
“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
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4]112。这是共产党
早期盲目认知革命形势的阶段，对城市的工人和
农村的农民都尚未得到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毛泽
东结合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强调农
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提出了中国革命
新道路理论。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就是从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出发，为了答复当时
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毛泽东
有力地驳斥了中层以上社会和国民党右派关于农
民运动“糟得很”“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非议，指
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4]12，势
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运动代表着中国革命
最深层的力量，“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
解放的路上迅跑”[4]13。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
毛泽东进一步重申“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
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
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4]103。
以上充分表明，以农民为调查重点是这一时期群
众工作的主线。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结合
新的斗争形势，尤其是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多次“围剿”的事实，提出以往调
查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
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
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
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
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
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4]114-115这实
际上提出了农村调查与城市调查并重的调查方
法。这种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及时调整调查重
点的工作方式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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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
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重
要内容。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到斗争
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的要求。毛泽东指
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
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
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
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
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
生。”[4]115他又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
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
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3]112“必须洗刷唯心
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
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
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4]112机会主义、盲动主
义都是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的。这样，毛泽东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之中，形成了
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第一，确立调查研究的重要地位，强调调查研
究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必经环节”。毛泽
东历来提倡和亲自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
研究，把它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
的基础。1921年他写给周士钊的信中表示，“吾人
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
‘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
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8]54大革命时期和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
尤其是农村情况，进行了深刻、全面而细致的调
查，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以及《中国佃农生活举
例》《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
村调查》等调查报告。这些著作和报告为中国共产
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开展土地革命等活动提
供了科学依据。毛泽东针对“许多做领导工作的
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的情况，
告诫他们如果“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

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
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
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
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
决了。”[4]110身体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群众
工作的有效方法。他形象地形容“调查就像‘十月
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4]110只有深刻
注意到群众生活中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
柴米油盐问题，针对群众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
方法，才能真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
群众之所困，将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毛泽东后来曾这样举例：“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
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
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
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
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
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
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
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4]138

第二，形成调查研究的正确方法，为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提供方法支撑。马克思主义认为，归
根结底地说，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制定斗争
策略的咨询者。毛泽东指出，仅仅明确要进行调查
研究是不够的，现实存在的问题在于“很多人的调
查方法是错误的”[4]113。1931年 4月 2日，毛泽东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布
《总政治部关于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在“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基础之上，补充提出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8]337的口号。在
《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以一个章节的篇幅
系统探讨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主要有 7
个方面：第一，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第二，
参加调查会的人要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有丰
富的斗争经验，包括老人、青年和各种不同职业类
型的人；第三，参加调查会的人数多少要依调查人
的情况决定；第四，要定调查纲目，要有大纲和细
目；第五，各级领导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
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第六，要深入调查一个地
方、一个问题的底细；第七，调查过程要自己作记
录。这些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是党的群众工作

2021年 6月
第 6期 总第 324期理论探讨

52



者必须切实掌握的基本手段。这些方法技术行之
有效、指导性强，为后来的共产党人学好和践行
“群众”这一课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树立长期调查的优良传统。世情国情党
情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总有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涌现。这就决定了调查研究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
工作，而是长期的事业，永远做不完的课题。在《反
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对保守主义倾向作出深刻
的批判，指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
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
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
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4]115-116。我
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社会调查。
1941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的调查，也是长
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
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
得新的知识。”[9]3281961年，遗失多年的《反对本本
主义》失而复得，毛泽东感慨万千，第一反应就是
以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契机，号召全党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个实事求是年”，强调“民主
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
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6]56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
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既是
政治路线也是组织路线；群众路线既是领导方式
和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作风。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
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毫无自私自利
之心，践行群众路线，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
汲取历史经验、立足时代大局、展望美好未来，我
们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所说的，“每一个党员必须
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
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
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的方法”[10]217；也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不断强
调的群众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来自人民、植
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

力。”[11]135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与贯彻群众路线中走
过百年辉煌历程，也将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崇高理念指引下迈进更加光辉灿烂的第
二个百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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