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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被称为“培养合格的成熟的共产党员

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刘少奇同志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丰富了

党的建设理论，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写作时代环境相比，当代中国共

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环境更加复杂，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永不过时，它依然是激励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重要思想力量。今年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

80周年，让我们重读经典，重温初心。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形成过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形成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1938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

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加上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社会各阶级不同身份的人积极要

求加入到党组织中来，党员数量迅速增加。1939 年，共产党员的数量从抗战初期的 4 万多急速发展到 50

余万。这为我们党增添了大批新生力量，但同时，一些青年把当时国统区的不健康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

和作风带到了延安。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

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党员队伍的现状让刘少奇敏锐意识到“思想入党”的重要性，如何加

强党员修养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同时，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发展，特别是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

理论命题，为刘少奇系统研究共产党员修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环境和理论主题。毛泽东在全会报告《论

新阶段》中提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现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

我们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他强调要加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毛泽东的

这番话引起刘少奇的强烈共鸣，他开始进一步思考关于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问题。

1938年 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

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

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11 月 23 日，刘少奇偕中原局委员朱理治等离开延安，当晚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

处，在这里他听取了中共豫西特委的工作汇报。11 月 28 日，刘少奇率领秘书、警卫等一行 17 人离开西

安，先乘汽车绕道潼关以南山区到达安全地方转乘火车，当日下午到达渑池。

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地工作后，刘少奇深感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

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但当时党员的学习材料太少，他产生了写作论述“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

这一重大课题的想法。于是，刘少奇在百忙之中，利用寒夜认真撰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提纲

和部分初稿，在 1938年底至 1939 年 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他亲自为训练班讲

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讲述共

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

1939 年 1 月 22 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 月 28 日抵达中原局驻地确山县竹沟镇。刘少奇立即指示中原

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连续在竹沟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



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先后有 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训练教育。

1939年 3月，刘少奇由竹沟镇返回延安，主持筹备召开全国职工代表大会。应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的

邀请，1939 年 7 月 8 日和 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作了两次《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学员们反映极为强烈。张闻天请刘少

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解放》周刊上发表。刘少奇将整理出来的前两部分内容仍定名为《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交给张闻天，张立即转给《解放》周刊责任编辑吴黎平送毛泽东审阅。通常，毛泽东对其送审稿

一般都要一个星期才退回，而毛泽东看了刘少奇的这篇文章三天就退回来了。同时，毛泽东还写了一封短

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当尽快发表。”于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

文先后在《解放》周刊 1939 年 8月 2 日第 81 期，8 月 30 日第 82 期和 9 月 20日第 83、84 两期合刊上全

文予以连载。文章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很高评价和充分肯定。新中国成

立后，该书陆续译成英、德、法、日和西班牙文等多种文本，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概括来说，刘少奇对党员修养问题的思考，始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初步总结于河南渑池，进一步发

展于当时中央中原局的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最终成熟于 1939年 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主要内容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围绕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修养什么以及如何修养这一核心命题进行论

述，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进程。

关于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刘少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一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决定的。刘

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从社会斗争中产生的政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

可能改造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二是共产党员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

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

三是革命胜利以后，为了防止党内腐化、堕落现象的发生。刘少奇认为，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

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

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

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主要内容，刘少奇指出，为了保持我们作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革命

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这包括“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

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

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

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

识的修养等”。

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途径，刘少奇指出：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我们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他还特别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习

理论，但是学习到的就必须做到，而且是为了用才去学习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才去学

习的。刘少奇还特别将传统文化中的“慎独”作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有效形式加以提倡“：即使在他个

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后，成为推动党的建设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问题，成为当时党员干部思想言行的一面



镜子，对当时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党性修养，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面临新形势新情况新

问题的挑战，提高每名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尤为迫切和重要。重温和研读这部著作，对于当前我们党员

的党性修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正如刘少奇所说，“现在来讲讲这个问题，对于党的建设和巩固，

不是没有益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