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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

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

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

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

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

們的真正的敵人。

《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頁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

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

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

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

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

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

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

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

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

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

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

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

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

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

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

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幹部，它的黨

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

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裏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9—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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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又有了經

過鍛煉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煉

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為什麼？因為中國的漢

奸賣國賊是很多的，並且是有力量的，他們必然想出各種法子來破

壞這個統一戰線，用他們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來挑撥離間，

用兵力來強壓，來各個擊破那些比較他們小的、願意離開賣國賊而

同我們聯合起來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軍隊中缺乏共產

黨和紅軍這個要素，這種情形是難於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

敗，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不努力擴大自

己的隊伍（工農運動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而只依仗其暫時的同

盟者國民黨。其結果是帝國主義命令它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伸出

千百隻手來，首先把蔣介石拉去，然後又把汪精衛拉去，使革命陷

於失敗。那時的革命統一戰線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堅強的革命的武

裝隊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來，共產黨只得孤軍作戰，無力抵制帝

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的各個擊破的策略。那時雖然有賀龍、葉挺一

支軍隊，但還不是政治上堅強的軍隊，黨又不善於領導它，終歸失

敗了。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在今天，

這件事起了變化了，堅強的共產黨和堅強的紅軍都已經有了，而且

有了紅軍的根據地。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

強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

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

《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56—157頁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

長歲月中，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

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戰爭的最

前線。

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鬥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

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

用。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的偉大的歷史成就，使得今天處在民

族敵人侵入的緊急關頭的中國有了救亡圖存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

有了一個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因此選

中了的政治領導者。現在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

都易於為人民所接受。沒有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十五年間的艱苦奮

鬥，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除了犯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李

立三「左」傾機會主義兩個錯誤之外，還犯過了下述的兩個錯誤：其

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使

得土地革命戰爭受到了極端嚴重的損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圍剿」

中不能戰勝敵人反而喪失了根據地削弱了紅軍的結果。這個錯誤是在

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時糾正過來了。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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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發展

到破壞了黨和紅軍的紀律，使一部分紅軍主力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然

而由於中央的正確領導，紅軍中黨員和指揮員戰鬥員的覺悟，終於也

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了。所有這些錯誤，對於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

和戰爭，當然是不利的，然而終於被我們克服，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紅

軍是從這些錯誤的克服中鍛煉得更加堅強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而且繼續領導著轟轟烈烈的光榮的勝利

的革命戰爭。這個戰爭不但是解放中國的旗幟，而且是具有國際的

革命意義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著我們。在新的抗日民

族革命戰爭的階段上，我們將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完成，也將給東方

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過去的革命戰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

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

確的軍事路線。十五年的革命和戰爭，已經鍛煉出來這樣一條政治

的和軍事的路線了。今後戰爭的新階段，我們相信，將使這樣的路

線，根據新的環境，更加發展、充實和豐富起來，達到戰勝民族敵

人之目的。歷史告訴我們，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

地平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鬥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

方面，它要同「左」傾機會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

機會主義作鬥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有害的傾向作鬥

爭，並且徹底地克服它們，正確路線的建設和革命戰爭的勝利，是

不可能的。

《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84—186頁

關於十五年來黨的路線和傳統問題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

黨除在個別時期犯了「左」右傾路線錯誤之外，還在差不多一

切時期中犯了若干個別問題的「左」右傾原則上的錯誤，這在鬥爭

策略問題、宣傳教育問題、黨內關係問題上都有過，有些並在現在

還存在著，在將來也會不能免。這些錯誤不斷地發生，也不斷地被

克服，有些則至今還沒有徹底克服。黨就從歷來有過的各種「左」

右傾原則錯誤的發生與克服的鬥爭中鍛煉出來，成長壯大起來，也

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績。如果沒有（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這是可

能的）大的小的帶原則性的錯誤，成績當然不只今天這樣，這是以

後的殷鑒。而這些錯誤都是不符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的，要

糾正或要避免，必須借助於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革命的科學之真

正深刻的了解。

《毛澤東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50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