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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少奇的历史地位 

 

２０世纪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掀起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

命，其规模之宏大、情况之复杂以及它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彻底性，

同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相比都毫不逊色，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之一。正像每次伟大历史事变产生伟大人物一样，刘少奇便是中国这

场伟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

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些灿烂群

星中，刘少奇又具有自己的独特历史地位。概括地说，那就是：中国

工人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和卓越领导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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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在它诞生前，中国工人阶级的

斗争还处在自发和零散的状态。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一开始所做的就是两件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国的

工人运动，从此走上自觉地为工人阶级解放而斗争的道路。刘少奇的

革命活动一开始，就是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同其他领导人相比较，

刘少奇从事工人运动有这样两个特点： 

一是时间长，功绩显著。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刘少奇

几乎都参与了，并且做出了重要贡献。择其要者有： 

１９２２年刘少奇参加领导闻名全国的安源大罢工。“二七”惨

案后，在北洋军阀的血腥镇压下，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惟独安源

工会在他领导下继续得到发展，被誉为“硕果仅存”。１９２４年刘

少奇领导重振汉冶萍总工会，当选为委员长。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

国最大的产业工会。１９２５年他主持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

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当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１９２

５年刘少奇在上海参加领导五卅运动；１９２６年兼任湖北省总工会

秘书长，领导武汉工人收回汉口英租界。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在江

西中央苏区，刘少奇领导了中国第一批无产阶级企业。１９４８年４

月他指导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中国

成立后，刘少奇仍负责指导工会工作。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就是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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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评价刘少奇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

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全国工会中组织最好的工会”，说“刘少奇是我

们工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民党人士也公认刘少奇“乃最忠实的工人领袖”，说“刘（少奇）

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从１９２５年５月到１９６６年因“文化大革

命”停止活动，其间共召开８次全国劳动大会或工会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过８届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刘少奇是第一

届至第四届全总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第六、第七届的名誉主席。 

二是有着丰富的理论建树。刘少奇在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

中，系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写下许多造诣精深的理论著作。

１９８８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合编了一本３０

多万字的《刘少奇论工人运动》，汇集了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在众多的中国工运领袖中，刘少奇论述工人运动的理论著作最多、最

系统、最深刻。 

 

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 

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中，对刘少奇有一个重要评价：“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

代表”，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１９５３

年高岗曾私下散布议论对这一评价提出怀疑。事实证明，《决议》中

的论断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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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由此开始的１０年内

战时期，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即白

区建立秘密工作，发动群众，配合土地革命战争。刘少奇在白区工作

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他的白区斗争经历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从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到１９３２年冬，刘少奇先后

在天津、北平、奉天、哈尔滨、上海等白色恐怖严重的国民党统治区

工作。众所周知，这段时间中共党内发生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

线错误，受到一些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同志的反对。在关于白区工作方

针问题上，刘少奇强烈抵制种种“左”的做法，写文章批评中央对白

区工作的错误指导，提出一系列后来被证明是较为正确的斗争策略。

但当时的中央指责这些言行是严重右倾，撤销了他的中央职工部部长

职务。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苏区军事战略等问题上同错误路线

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政委等职务。可以说，在这

一时期，毛泽东、刘少奇是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两个代表

人物。 

第二段是从１９３６年春到抗日战争爆发，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

代表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山西、东北等整个北方的白区工作。他

在局势复杂、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大刀阔斧地推行中共中央瓦窑堡会

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肃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统治白

区多年的“左”倾路线影响，在短时间内开创了新局面：恢复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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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大量新党员，一批高级干部被营救出狱派往各

重要岗位，通过抗日团体吸纳了大批群众积极分子，华北地区出现前

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这些成绩归结起来

是两个方面：一是白区党组织的思想政治路线得到拨乱反正，能齐心

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二是党的队伍和影响迅速扩大，形

成一股比较强的力量。这对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是极为重要的准备工

作。因此，抗战爆发后，随着八路军开进华北，来自苏区和白区的两

支队伍、两股力量汇合成一体，文兼武备，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心应手

地建立起一块又一块党政军民机构齐全的抗日根据地。 

在这期间，刘少奇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总结中共白区斗争的历

史经验。１９３６年前后他撰写了多篇关于白区斗争的文章，提出一

整套策略方针。特别是１９３６年４月《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

阐明了白区斗争中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

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是中共关于白区工作的第一

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件。它的提出和贯彻，标志着中共白区工作的

根本转变，成为指导白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１９３７年２月至３月，

刘少奇又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四封长信，回顾中共成立以来在白区工作中

的历史教训，旗帜鲜明地提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

的指导方针上“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的这几封信，为后来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开了先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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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５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受

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全面回顾总

结党的白区工作，提出今后的指导方针。这个报告引起一些与会者的

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对过去白区工作的评价。有些同志不同意刘

少奇提出的过去白区工作中“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

改变”。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刘少奇的意见，肯定“少奇的报告

是基本上正确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

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称赞“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

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正确的，在

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

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刘少奇在白区工作

会议上的报告和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意见的讲话，冲破了统治白区工作

１０年之久的“左”的思想禁锢，把长期盛行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

的“革命”面具撕碎，引起党内对“左”倾错误的警觉和反思。 

现在回头来看，当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围绕刘少奇的报告发生这场

争论并不奇怪。因为报告提出的问题这时大部分人还认识不到，在有

些人看来过于尖锐和超前，况且刘少奇报告中也确实存在对白区艰苦

条件下坚持工作的同志肯定不够的缺点。但就总体来说，刘少奇指出

过去白区工作“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这一提法并不过分。延安

整风中严肃地批判和清算了３０年代前期的“左”倾错误路线，这就

等于为白区工作会议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做了结论。 

回顾中共白区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到：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不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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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突出，并且能坚决抵制“左”倾路线；无论是提出白区斗争的一整

套策略方针，还是全面总结白区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刘少奇

都是党内的第一人。早在１９４１年９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 就对“刘少奇代表了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形成共识。经过延安

整风中深入讨论党的历史，这一点更为全党所确认，写进了党的决议。

毛泽东也明确说过：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

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由此可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刘

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论断，是正确的、恰当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论断有着确定的含义。它所说的“白区工作”是

指１９２７年国共合作破裂后的１０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

党统治区进行的秘密斗争；所说的“正确路线”，是相对于发生在这

一历史时期中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而言。现在有一种广义的“白

区”的说法，时间跨度延伸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地域范围扩

大到北洋军阀统治地区、所有国民党统治地区、日本侵占的地区。这

种划分方法可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中所说的白区的含义已经不一样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列宁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

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

主持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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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领袖集团。刘少奇是其中的一位主要成员。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

间里，刘少奇一直处于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是毛泽东的第一助手。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于１９４３年３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成为中

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但在组织上只是补选为政治局常委。这以后又发

生张国焘、王明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央领导成员变动频繁，很不稳

定。后来经过延安整风，分清了路线是非，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空前

一致，为中共在组织上形成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铺平了道路。１

９４３年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重大调整，决

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并成立由毛

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和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

领导党的日常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党的主席（即

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第一次担任中央书记处

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事实上成为党内第二把手。周恩来这时在重庆担

任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作为军委副主席，也都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１９４４年５月，中共中央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

会议一开始首先通过一个决议，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

德、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

停止行使职权。１９４５年４月，六届七中全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中

共七大，五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又

作为中共七大主席团的常务主席，继续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他们又在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全部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５０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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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时逝世，陈云被补选为书记处书记。１９５６年９月召开中共八大，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上述六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１

９５８年５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但

他因病很少工作，中共中央基本上维持着原来的领导格局，一直到“文

化大革命”才改变。这一历史过程表明，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为主的领导集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长期稳定的领导集体，正

如邓小平所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

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形成一个惯例：当毛泽东外出时，由刘少奇

代理毛泽东的职务或代为主持中央工作。其中经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

决议，明文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职务的有三次：第一次是１９４５年

８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第二

次是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三次是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毛泽东去杭州休

假和主持起草宪法，刘少奇又一次代理毛泽东职务，并主持召开中共

七届四中生会。刘少奇是中共党内唯一代理过毛泽东的党中央主席职

务的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八大后，毛泽东多次提议中央领导分成

一线、二线，他本人退居二线，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在适当时

候不当党的主席。后来的实践表明，所谓的一线、二线，在工作范围

和起止时间等方面没有形成清楚的划分，毛泽东事实上也没有完全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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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二线，但由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在党内是明确的。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毛泽东

一般不再参加，由刘少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１９５９年４ 月，

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党和国家的很多重大方针、决策，

都通过他的报告或声明向公众宣布。 

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表明，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早在１９５７

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时就向赫鲁晓夫介绍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１

９６１年９月，他在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提问“你的继承人是谁”

时，又明确地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会谈前他还向熊向晖等人解

释这一问题的由来，说：“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１９４５

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１９５６年

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

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

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

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

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

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

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

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

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

席都姓刘.”毛泽东还一再提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中共中央书

记处为此成立了专门班子并很快编出送审清样。在当时领导人著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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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出版过《毛泽东选集》的背景下，这是表明刘少奇是毛泽东接班

人的又一个重要信号。 

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毛泽东第一助

手的这种地位，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地形成的。１

９６３年９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

《关于斯大林问题》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改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

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改动的这句话，大体揭示了刘少奇在中共党内

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毫无疑问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都

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刘少奇也一样。例如他在抗

日战争时期开辟和发展华北、华中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八路军

和新四军大规模进军东北、主持全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等，对壮大党

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夺取全国政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远的不

再说了，就说在筹备新中国成立的过程中，他除同毛泽东等一起进行

开国的决策、筹划外，还做了不少独到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几件： 

１９４８年３月起，刘少奇主持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

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

创办面向全党全国的中央党校（当时名为马列学院）、中央机关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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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在他指导下组建的华北人民

政府，成为新中国中央政府的雏形和基础。华北解放区建立的各种政

治、经济制度，后来为全国所取法。 

１９４８年９月起，刘少奇负责筹划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这年９

月他撰写《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１０月至１２月详细修

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１２月在华北

财政经济委员会作关于新中国经济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１９

４８年９月和１９４９年１月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

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接管城市的发言。他在这些讲话和文章中，提出对

未来新中国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性意见：新中国成立后应实行新民主主

义的经济政策，其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各

种经济成分都要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家争取用１０年到１５年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

级，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意见，对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本政策

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４９年４月，刘少奇到天津、唐山指导工作。当时在新解放

城市中，相当普遍地存在工人自发清算资本家，甚至分店分厂等“左”

的倾向。资本家停工关厂、抽逃资金等情况时有发生，劳资矛盾严重，

导致工人大量失业，城市经济滑坡。刘少奇视察期间发表了多次讲话，

解释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这些讲话对天津、唐山等地

恢复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左”的情绪在其他

新解放城市的蔓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认为少奇同志那些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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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

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那时天下还没有定，

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

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

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 

１９４９年７月，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访苏联，就成立

新中国及有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经过双

方会谈，苏联决定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意向中国提供３

亿美元贷款，并立即派出２００多位经济专家随刘少奇来华帮助中国

建设。刘少奇的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为未来新中国争取到了有力的国

际支持和经济援助。这对于新中国的顺利诞生，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孤立、封锁新中国的图谋，是非常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刘少奇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

国成立刚两个月，毛泽东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６日出访苏联，１９５

０年３月４日回到北京。在这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大量困难的情况下，处理千头万绪的内政外交

工作，为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贡献。１９５４年９月，刘少奇当选首

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建立了新中国法制体系的基本框架。 

１９５９年４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１９６５年１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连任。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逝世。作为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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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留下了他

参与决策的印记。特别是在探索社会建设道路方面，他思路开阔，勇

于革故鼎新，并直接领导对教育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生产资料流通

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某些方面进行改革。刘少奇还以国家主席身

份，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会谈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多次出访外国，

为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改善同邻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

献。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师 

刘少奇有着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喜欢阅读和著述，善于把实践

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经过总结和概括上升为理论。他曾经说：“没有理

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掌握了理论才

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人不懂理论，又要站在指挥台上指挥，行吗？

不行。”他一生笔耕不辍，又述又作，留下大量言论和文稿。近年来

陆续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

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刘少奇论合作社经

济》、《刘少奇论教育》，合起来达２２０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在

编辑《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预计可编成七八卷，约３００万字。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刘少奇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毛泽东思想的

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理论贡献。阅读刘少奇的论著可以感觉

到，无论是思想的深邃，还是论述的精湛，他都堪称大师。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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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的有些内容，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共同研究阐发的。其中有些观

点，是刘少奇先提出，经过毛泽东加工提高而成为毛泽东思想一部分

的，如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和矛盾、要处理

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几大关系等。此外，刘少奇还在不少方面以

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建设。刘少奇通过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

特点和社会地位，论证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提出

一整套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和工会建设的基本原则。他在这方面的主

要著作有：１９２６年５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一年来中

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论述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和职工运动方针。１９２７年在武汉撰写《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

问题》、《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提出和解决工会建设中的三个

基本问题。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在领导苏区工会工作期间发表《论

国家工厂的管理》、《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等著作，是

我国论述无产阶级政权条件下工会建设和工人运动的第一批文献，对

后来根据地以至新中国的工人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

发表的《工会工作大纲》、《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中国职工

运动简史》等著作，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揭示中国工人运

动产生发展的许多规律性问题。１９５１年所写的《读邓子恢和高岗

两篇文章的笔记》，论述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新中国工会的基本任

务，第一次提出国营工厂的内部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同

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１９６４年提出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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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工和合同工、临时工并存，成为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先声。 

关于白区斗争策略。刘少奇以他长期从事白区领导工作的丰富经

验，从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党在白区工作

的基本方针：“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

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他解决了在白色恐怖严重

的白区从事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

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和合法的组织形

式，特别注意领导群众的经济和政治的日常斗争，以争取群众和积蓄

力量并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切暂时的同盟者，建立广泛的

统一战线，去反对主要敌人。刘少奇关于白区斗争的策略思想，比较

集中地体现在《论口号的转变》、《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公开工

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等著作

中。 

关于党的建设。刘少奇在党的建设方面的贡献十分突出，论著众

多，为大家所熟悉。最有代表性的是《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论党内斗争》这三篇。他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理论；

提出中共“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的建党路线；

最先把群众路线概括为党的基本路线，并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民主

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做出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他所

写的《论党内斗争》，“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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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把毛泽

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在许多方

面的思想观点，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他最早把毛泽东思想

看成是一个体系，对它的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和阐发。１９４５年４

月他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第一次

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准确而科学的定义，做出全面、系统的概括和论述，

使全党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有了完整、鲜明的认识，在毛泽东思想发

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刘少奇曾说：“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

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在研究

中国国情和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刘少奇提出了很多可贵的

真知灼见。其主要观点有：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处于新民主主

义阶段，应该鼓励多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

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我们的基

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

性和灵活性；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要按

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利用、领导自由市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

商品流通；农业可实行生产责任制，工业可试办托拉斯，等等。他在

这方面的一系列主张，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 

列宁说：“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

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刘少奇能够成为久经考验、出类

拔萃的职业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确实有许多高人一筹的地方。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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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中善于总揽全局，提纲挈领，大刀阔斧地解决各种复杂棘手

问题，因而多次在紧要关头被中共中央派到具有关键意义的地方去打

开局面。他又是一位多谋深思、高瞻远瞩的思想家，长于将庞杂的实

践经验和纷繁的社会现象，经过缜密的思考，做出富有创见的理论概

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广阔舞台使刘少奇得以充分发挥雄才大略，逐

步构筑起使他足以自立于世纪伟人行列的历史地位。 

 

 

（转载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刘少奇研究》，黄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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