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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对党八股》谈党的文风建设

路 媛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反对党八股》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我党文风建设的重要指南。文风是关系党的建设的大事，新

时期加强文风建设，对于推进党建工作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一条主线、两个主旨、三个全面、四大要求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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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八股》是我党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重要指

南和纲领性文件，极大地教育和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

为党赢得了一支纯洁的党员干部队伍，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打下坚实的群众阶级基础。在我国深入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

“文风问题不是小事”。文风是指文章或讲话的文体风

格和讲话习惯，是文章、著作或讲话等所体现的作者的

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等，是一定时期某种倾向性的社

会风气及语言运用的综合反映。党的思想、政治路线

等都集中体现在党的文风中。关于党的文风建设，本

文以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为示例，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谈起：

一、一条主线

所谓一条主线，主要是指党建即党的作风建设的

课题。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建就从未终止，文

风建设也是常抓不懈的重要任务之一。党风、学风、文

风同是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的，共同构成党的建设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中，学风

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具体表现形式，党风是党员

干部在实践工作的生动展现，文风是党风和学风的重

要表现形式和集中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通

过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才能“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

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通过

反对党八股来整顿文风的意义不言而喻，它对于党的

建设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毛泽动在《反对党八股》中，用词辛辣、鲜明活泼，

列出了党的文风的八大罪状，即就是：“空话连篇，言之

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

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

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真

可谓是字字珠玑、针针见血。如今，文风问题又甚嚣尘

上：长而空，官腔盛行、内容空洞；公式化，广告盛行、做

作跟风；淡薄化，语言平淡、索然无味；形式化，粗枝大

叶、脱离实际等。这与《反对党八股》中的毛泽东的文

风：旗帜鲜明的战斗精神、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酣畅

淋漓的中国气派等唯真求实的马克思主义文风相去甚

远。文风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二、两个主旨

党的文风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态度的具体表现。文风体现

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来源于对实践的提炼和总结。通

过改进文风来拓展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在这里，所

谓两大主旨主要指：第一是通过文风建设更好的把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更好的发挥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二是加强文风建设旨在为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注入新鲜活力，

团结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

奋斗。

党群关系是加强文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巩固

和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是党建的必然要求和根

本任务。古语曾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

薯。”中国共产党始是无产阶级政党，终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理念，这也正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与其它

政党的显著标志。《反对党八股》借用列宁做宣传时候

坚持有的放矢，向工人揭露和宣传资本主义的丑陋和

罪恶，团结人民群众一道起来战斗为例子，提出我们应

该“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说群众懂的话。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应该团结群众的力量，为人民

谋利益，而不做任何危害群众的事情，把为人民服务发

挥到实处。真正建设一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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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为民所谋”的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

当前党内各种不良作风盛行，例如：调查研究不深

入，浮于表面；开会报告流于形式，广告官僚严重；坐在

办公室里想办法，不联系群众；思想懈怠，组织涣散。

具体的表现在文风中，现实的党八股有以下形式：官腔

文章盛行，内容空洞；跟风做作，广告行为盛行；语言寡

淡无味，党群关系渐行渐远；调查研究粗枝大叶，对策

建议脱离实际等。所有这些问题“不能反应真理，而是

妨害真理”！《反对党八股》一文旗帜鲜明的指出“党八

股如果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

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

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

的”。我们处在改革的深水区，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岔路口，绝不可以出现颠覆性失误，从紧抓文风开

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三个全面

所谓的三个全面即：在加强和改进文风建设时，应

该做到：在思想理念上，坚持党风、学风、文风全面协

调，相互促进；在方针政策上，做到驱邪扶正，抑伪扬

实；在具体措施上，不断推进正面说教与惩罚约束相结

合等。多管齐下，配套结合。

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

些都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党风、学风和

文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统一整体。党风不正，直

接影响端正学风和文风的树立；学风不纯，对党风和文

风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文风是党风和学风的直接反映

和体系。所以说在反对党八股等不正文风时，必须坚

持站在党的作风建设的高度，在相互协调中整体推进。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不仅列举出党八

股的八大罪状，即：党八股的八大表现形式，并以讽刺

透彻的语言对其进行批判和揭露；而且从正面举例：列

宁做宣传的方法、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鲁迅先生的文章

以及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等，告诉党员群众应该怎样

做。对不正文风进行揭露、批判的同时，还提出正确文

风的积极示例。这种驱邪扶正、抑伪扬实的方针，对新

时期我们的文风建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反对党八股这种不正文风，不应该紧紧停留在理

论说教的层面。向党员群众进行宣传，提倡“用马克思

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使他们明白不正文风危害发展是一个方面。但另

一个方面，对造成恶劣影响进行惩罚，对历史上的遗毒

进行清算。并要求同志们“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

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

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说

教惩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这样，才能把新时期

党的文风建设落到实处。

四、四大要求

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新征程上，党建不容忽视，作为党建的一个重要

方面，党的文风建设只有落到实处，才能起到应有的效

果。《反对党八股》作为党史上一次有重大影响整风运

动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对于当今指导我党文风建设仍

然有许多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关于加强党的文风

建设，本文提出以下四大要求：

第一，持之以恒的推进党的文风建设，使之走上制

度化、规范化道路。所谓持之以恒的推进文风建设，就

是要求党的文风建设“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

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是一阵风，吹

吹就过。具体说来，就是要求以“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

度”，在“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全过程中，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监督、预防和衡量机制。

只有这样，党的文风建设才不至于像一阵风一样吹吹

就过。

第二，党员干部带头，发挥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党的干部更是

先锋中的牌头兵。要想真正的彻底扭转不正之风，必

须从每一次党的会议抓起，从每一个党员干部抓起。

领导讲话要短而精，开会方式要简而清，充分利用现代

化的科技办公手段，缩减不必要的繁琐流程。与此同

时，还要注意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思想道德水

平。群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

更是我们党建工作不可忽视的。

第三，坚持多管齐下的方针，营造唯真求是的文风

氛围。良好的文风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在具体的文

风建设过程中也必须多管齐下。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

理论素养、增强科学文化知识的储备和积累、坚持正确

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的

战斗精神等，在长期的文风建设中逐步形成务实求新

的马克思主义文风新风尚。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健全

相应的配套措施和评价制度体系，实施鼓励和监督并

举、惩罚和奖励共用的措施。

第四，与时俱进，注意推进马克思主义文风的新发

展。时代在变化，文风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马

克思主义之所以常在常新，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与时

俱进。只有随时保持站在时代前沿的新姿态，我们才

能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文风的新标准，真正掌握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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