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

《反对党八股》对加强当前文风建设的新启示
＊

金筱萍，王佳乐

(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党八股产生的根源、表现形式及其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强调了反对

党八股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改进文风的措施，明确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新文风的要求。在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切实改进文风的新形势下重读这篇“讲话”，从改进文风要提高自身文化理论素质、要有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几个方面仍能给我们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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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velation of“Oppose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
to Improve the Style of Writing

JIN Xiao-ping1，WANG Jia-le2

( 1． 2．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published a famous speech called“Oppose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which focused on the issues to im-
prove the style of talking． The speech stressed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to oppose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analyzed the
causes，forms and harm of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pointed out the method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tyle of writing and
raised a clear requirement for the new Marxism writing style． Under the situation in which Xi Jinping，the new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ha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Party’s work style and change the style of writing，re
－ reading this“speech”can still bring us a lot of inspiration．
Key words:“Oppose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the style of writing，revelation

在 1942 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

志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在演讲

中，毛泽东剖析了党八股产生的根源、表现形式及

其危害，强调了反对党八股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改

进文风的措施，明确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新文风的

要求。在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

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切实改进文风的新形势下，

重读这篇“讲话”，仍能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一、从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中深刻

领会改进文风的重要意义
文风不仅关乎党风和学风，而且关乎党执政

的群众基础和干部的能力素质。文风既在表征层

面是党风学风的表现形式，例如“主观主义、宗派

主义，它 的 一 种 表 现 形 式 就 是 洋 八 股，或 党 八

股”［1］812 ; 它又在方法层面制约群众路线的落实和

干部能力素质的提升。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

股》中提到的: 某些同志在“大众化”过程中“仍旧

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

大才疏，没有结果的”［1］841。随着我国国情、世情、
党情的不断变化，为更有利于引导群众思想、开领

党内风气、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我们必须进一步

加强优良文风的建设。
( 一) 文风折射党的作风

文风折射党风，是党风的表现形式和宣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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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马克思指出:“我要求他们: 少发些不着边际

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作些自我欣赏，多说一些

明确的意见，多探讨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

实际的知识。”［2］436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
中对此问题也做过精辟的论述: “主观主义和宗

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

形式。”［1］830 并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

风，都是党风”［1］812。毛泽东同志提倡贴近群众的

文风折射出密切联系群众的党风，开启了文风和

党风相关性问题的研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

文风建设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也曾

指出: “开 会 要 开 小 会，开 短 会，不 开 无 准 备 的

会。”［3］283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这种求真务实、通

俗易懂的唯物主义文风是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党

风重要表现形式，是实事求是党风的具体体现。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的决定》中也谈到过文风问题，他说: “从中

央做起，改革会议制度，大力精简会议、文件和简

报，切实改进文风。”［4］文风是党风政风的体现，

也影响着党风政风，求真务实的党风政风首先应

该反映在文风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党风与文风的

关系问题也表述了自己明确的观点，他指出: “党

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5］习总书记这

句简短质朴的话语对党风和文风的关系进行了深

刻而精练的概括。
( 二) 文风关乎追求真理的态度

文章的内容决定文章的形式，文章的形式反

映文章的内容。文章应该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对客观事物的全貌和

本质进行深入的研究。毛泽东同志曾说: “共产

党人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

是吃饭，靠科学吃饭。”［1］836 但是我们有些人却错

误地认为，对文章内容正确恰当地反映只需要在

修辞语法上下工夫即可。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克思

主义文风观的基本要求，是应该摒弃的。在文风

中语言的组织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依

据什么来运用文字，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

弄虚作假的态度? 只有坚持反复调查、深入细致

的认真态度，才能使事物得到正确的反映，才能形

成实事求是的良好文风。因此，领导干部是否坚

持良好的文风，反映出他是否具有坚持追求真理

的科学态度。
( 三) 文风体现群众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也

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因此，

我们党员干部一切行为必须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为衡量标准，正如《反对党八股》中

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

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1］843文风从

不同的角度出发，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但是从根本

上来说就是老百姓想不想看、愿不愿看、喜不喜欢

看。在这个问题上，文风首先体现了干部是否始

终站在群众的立场之上，是以“人民的朋友”还是

“人民的上司”为出发点。其次，文风体现了干部

是否采用群众的语言开展宣传，是采用晦涩难懂

的学术名词还是采用简易通俗的“接地气”语言。
再次，文风体现干部制定的具体政策是否结合群

众的实际利益，是自说自话还是以需诱导。因此

说，文风是群众观深刻而具体的体现。
( 四) 文风反映干部的能力素质

毛泽东认为夺取政权需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

这两大武器。虽然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夺取政权枪

杆子和笔杆子都非常重要，但是他自己却从来没

有拿过枪杆子; 指挥千军万马，自己不曾开过一

枪。这纵然离不开他杰出的驭兵才能，但实事求

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文风也是一大法宝。良好的

文风反映了毛泽东同志渊博的知识积淀和杰出的

执政才能。当前形势下，有些干部之所以形成不

良的文风，是因为他们“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

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1］839，是因为他们讲

不了短话、讲不了管用的话、讲不了明白的话，与

他们没有知识积累和缺少执政能力有直接关系。
因此，要切实改进文风，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学习、
提高综合素质。

二、以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为指导

认识文风不正的表现与危害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从无产阶级政党

党性要求的角度，揭示了整风运动时期党内文风

建设存在的八大问题，并深刻分析了其产生的现

实根源、阶级根源以及危害。这对我们充分认识

当前领导干部文风中存在的问题有深刻的指导

意义。
( 一)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文风不正

现象的剖析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针对当时党内本本主

义、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在《反对党八股》中从

内容、态度、忽视对象、语言、思想方法、缺乏责任

感等六个方面深刻剖析了党内文风建设存在的

问题。
一是针对文章的内容问题，分析批判某些文

金筱萍，王佳乐:《反对党八股》对加强当前文风建设的新启示



31

章和讲话没有正确的观点和革命内容。“空话连

篇，言之无物”［1］833，《反对党八股》一文指出了当

时某些同志写的文章又长又空洞，并在此基础上

精辟论证了内容和篇幅的关系。毛泽东在《反对

党八股》中提出，文章篇幅长短并不重要，重点在

于“有内容的文章”［1］834。二是针对写文章的态

度问题，批判当时装腔吓人的无赖态度。“装腔

作势，借以吓人”［1］834，指出当时某些马克思主义

者，采取行政手段粗暴地推行马克思主义，不是以

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三是针对文章忽视对象

的问题，导致宣传效果不佳。“无的放矢，不看对

象”［1］836，指出忽视宣传对象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

式。某些宣传忽视群众的实际情况，不理解群众

的知识水平、实际需求、思想状况。毛泽东在《反

对党八股》中指出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实质是

“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懂，

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1］836。四是

针对宣传的语言问题，导致宣传枯燥无味、缺乏生

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主要指出某些宣传

依然沿袭苏联传统教科书的教育模式，干巴巴的

语言，缺乏鲜活的实例，远离人民大众实际生活的

日常用语。五是针对思想方法，分析批判文风上

的形式主义方法。“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指出

某些文章“使用一大堆没有互相内部联系的概

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他

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

游戏”［1］839。六是针对革命责任感，批判责任心薄

弱的坏习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1］840，揭露

“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

准备”［1］840 和“文 章 写 好 之 后，也 不 多 看 几 遍

……，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1］840的陋习。毛泽

东同志认为这些表现都是缺乏革命责任感的具体

体现。
( 二)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文风不正

原因及其危害的阐述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不仅从上述

六个方面分析了文风不正的表现，同时深入分析

了文风不正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危害。
毛泽东同志认为文风不正的原因主要分为阶

级根源和现实根源两个方面。阶级根源是“剥削

阶级 所 需 要 的”［1］833、“小 资 产 阶 级 思 想 的 反

映”［1］833 ; 现实原因是“怕别人驳”和“下决心不让

群众看”，是为了“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

目的”［1］836。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深刻分析了

文风不正所产生的六个方面的危害。其一，影响

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培养。不正的文风仅仅“使用

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1］839排列而成，

不仅自己做“概念的游戏”［1］839，而且引导“人家

都做这类游戏”［1］839，“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

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

列”［1］839。其二，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

的”［1］835。如果某些同志仅仅口头上宣称马克思

主义，不仅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反而

会损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理性和吸引力。其

三，脱离群众，影响执政基础。不正的文风，在宣

传内容和宣传语言上忽视群众实际，造成“他们

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 他们的演说，也没

有多少人欢喜听。”［1］837 其四，不正文风容易导致

形式主义，“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1］840。
某些同志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时时搬出马克思

主义的词语吓唬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言必称马

克思，最终导致理论和现实脱离的形式主义作风。
其 五，从 长 远 看，不 正 之 风 容 易“造 成 坏 习

惯”［1］834，最终影响群众素质的提升。某些同志运

用“言之无物”、“装腔作势”的文风，打击不同意

见的人，使某些干部群众丧失了辨别真理的能力

和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能力，最终影响整个中华

民族人民素质的提高。其六，不正之风“流毒全

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1］840。不

正的文风不仅会影响党的作风和革命事业，而且

会造成祸国殃民的恶果。
( 三) 当前我们文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随着“八项规定”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逐步开展，文风会风的改良已初见成效，但现状

仍不容乐观: 毫无营养的文风和形式主义的会风

的弊端仍未根除。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文章篇幅一味贪大求长。正如习近平

同志指出: “长，就是有意无意的将文章、讲话添

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

里。”［5］现在许多文章、文件都是洋洋洒洒数千

字，但真正的实际内容不多。这类文章全面而肤

浅，听着好像不错，但是用起来不顶事。古人写

列传多为 1000 字，今人动辄几万字，本来几句话

就能说清楚的问题，非要引经据典，以为这样才能

显示自己知识渊博、理论水平高。
其二，文章内容空洞说教。针对这个问题习

近平同志作出过尖锐的批评: “空，就是空话、套

话多。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

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5］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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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的讲话讲述了一个平实的道理: 文章是给

群众看的，演讲是给群众听的，如果文章和讲话没

有群众看、没有群众听，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因

此，文章和讲话一定要结合对象。而现在我们一

些同志在工作中就没有坚持群众路线，只是一味

地迎合上级，将自己文章中的言论逐渐变为领导

的“传声筒”和“扬声器”。这种现象正如毛泽东

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指出的: “现在中党八

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

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功夫去学。因此，群众就不

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

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1］833

其三，文章素材弄虚作假。针对这种现象，习

近平同志也曾指出:“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

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

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5］有的领导干部

做了一点事情，或者仅仅做了规划，唯恐天下人不

知道，用大量夸张的词汇，“新亮点”、“新思路”层

出不穷，更为甚者用“填补空白”来形容自己的丰

功伟绩。把个别写成普遍、把自发写成有序组织、
把计划作为成果，更为甚者不惜采取欺骗领导、欺
骗群众、欺骗自我的手段来夸耀自己的功绩。这些

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对党八股》中所指出的:

“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

预先准备; 其结果是，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

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1］840。
其四，文章风格官腔官调。有些文章和文件，

说不出令人信服的道理，而善用官话大话压人。
文章中充斥着左一个“不许”，右一个“必须”，左

一个“要求”，右一个“禁止”，文章显示出盛气凌

人的架势，把人民群众当作无知的顽童耳提面命。
只注重上级的“一般号召”，不结合群众的需求进

行“个别指导”，结果形成了官腔官调的文章风

格。正如《反对党八股》中指出:“装腔作势，借以

吓人……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

是妨害真理的。”［1］835有的领导虽懂得结合群众实

际的重要性，懂得文风平实的重要性，但却只肯坐

听汇报，不愿意深入基层实地调查。在这种情况

下形成的文件，即使把党的政策“具体化”了，也

难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三、积极探索改进文风的有效途径

我们党内存在的类似于“党八股”的文风会

风，已严重威胁到党的威信和群众基础，必须集中

力量整治。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提

出的解决当时文风弊病的方法，对于我们探索当

前改进文风会风建设的有效途径具有积极的指导

意义。
( 一) 改进文风要提高自身文化理论素质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是我们改进

文风、提高自身文化理论素质的首要任务。恩格

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文中深刻论述了人民群众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6］304。
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价值的创造主体，是物

质财富、精神财富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

量。这一点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普遍共识。其

次，人民群众是社会价值的实现主体和评价主体，

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以及满足程度，应

该作为衡量无产阶级政党政绩的重要标志。领导

干部只有深刻领悟这一内涵，才不会将人民群众

作为制造政绩的工具和手段，而把人民群众的利

益作为追求目标。再次，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

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符合社会历史的

发展规律，端正这一认识才能虚心向群众学习。
正如《反对党八股》指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

说，一概 要 靠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的 真 理，要 靠 有

用。”［1］836因此，提高自身文化理论素质、改进文风

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理

论修养和文化修养。首先，应该树立“本领恐慌”
的意识，端正学习态度。领导干部首先应懂得读

书的价值，懂得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忽视知识可能

带来的恶果。其次，善于总结经验。将总结自身

经验和群众实践经验相结合，经过科学思维的加

工，形成有说服力的理论成果。再次，勤于关注时

政，认真进行理论思考，做到先学先思，回答群众

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努力做到如毛泽东同

志在《反对党八股》指出的那样: “所以我劝这些

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

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

疏，没有结果的”［1］841。
提高自身文化理论素质还需要丰富语言应用

知识。毛泽东同志提出要说出有味的语言应该从

三个方面加以学习: 学习群众语言、外国语言和古

人语言。首先，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他们不仅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创造精神财

富，同时也是丰富词汇的创造者。其次，向外国语

言学习，可以开阔视野，增加语言的生机和活力，

提高应对外来事物的能力。再次，向古人学习语

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文章要主旨鲜明、文字精练，

金筱萍，王佳乐:《反对党八股》对加强当前文风建设的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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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要言不烦，达到“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

短”的境界。与此同时，要注重写文章、做演说的

技巧，正如《反对党八股》指出:“把国际主义的内

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

的人们的做法。”［1］844 因此，领导干部所讲述的思

想内容必须与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相结

合。文章和讲话要讲究文采，叙事生动形象，形成

“生动活泼的、为老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1］844

( 二) 改进文风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体现了彻

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

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

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801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做到在调查和研

究两个阶段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立场

和方法。“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

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

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

决的办法。”［1］839因此，在发现问题阶段，必须采用

矛盾的分析方法全面分析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

前提和基础。在调查阶段，坚持客观的态度，要从

客观事物本身出发，从客观事实中找出真相。在

研究阶段，运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
由此及彼”科学的分析方法对材料进行全面综合

的分析，切实做到“不做调查不发言”和“不正确

的调查不发言”。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应该做到科学理

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

义; 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

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1］844 毛泽东在《反对党

八股》中的这段话告诫我们: 其一，我们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根据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具体

工作，做到理论与实际历史的统一。其二，要做到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做到理论与实际具体的统一。其三，

及时总结经验，随时纠正政策落实中偏离实际、偏
离群众的地方，以保证中央政策得到有效的落实。

( 三) 改进文风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 “但是

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 对于这

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

《苏联共产党( 布) 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

所说的方法。”［1］835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三大

优良作风之一，是我党的传家宝。
因此，我们要坚持原则，敢于开展批评。“为

维护真理敢于斗争而没有任何畏惧，为坚持原则

开展自我批评而毫不苟且调和，是每一个共产党

员应该具有的风格。”［7］46 首先，开展批评要有不

怕担风险的气魄。如果我们面对原则和利益问题

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躲避矛盾，我们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将无法保证。其次，开展批评要有不怕

得罪人的勇气。有的干部害怕批评会得罪人，尽

可能“多栽花，少栽刺”。这样的做法不是“爱人

以德”的表现，它玷污了纯洁的友谊，也会使同志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次，开展批评要有

不怕打击报复的革命主义情怀。作为人民群众的

领导干部，在开展批评时，不应有患得患失的情

绪，要有敢于为党和人民利益而斗争的革命主义

情怀。同时也应该相信党组织一定支持真正的善

意批评者。
严于律己，敢于自我批评。唯物辩证法告诉

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

展的条件，内因通过外因起作用。别人的批评只

能作为一个引子，自身的自我批评才是改正缺点

和错误的关键。首先，要破除自我批评就会丢面

子的思想，树立讲真理比讲面子更重要的科学态

度。其次，不仅要口头上做检讨，更要在于行动上

改正错误。
文以载道，言由心声。改文风要从现在做起、

从党员干部自己做起。讲实话、讲短话，根除一切

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东西，切实形成良好的文风。
同时，文风的改造不能仅仅是一阵风，要构建完善

的长效机制，从而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不断深入，不断夯实党的群众基础，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 “党

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5］从这个角度

看，文风改进既刻不容缓又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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