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毛主席语录》诞生、传播始末

提起《毛主席语录》，凡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眼前就会

浮现出万众欢腾、人人挥动《语录》，热烈而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

岁！毛主席万岁！”的红色海洋；浮现出毛泽东神采奕奕、红光满面、

微笑着向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招手的盛大场面。

在文化大革命这一轰轰烈烈的政治舞台上，《毛主席语录》被当成

人们对毛泽东崇拜和敬仰的象征，也成了一些人用来攻击对方、为我所

用的“锐利武器”，以及一伙人装扮自己、欺骗群众、搞阴谋诡计的政

治道具和“法宝”。这个辑录毛泽东各个时期重要讲话和论述的小册子，

是人们必读、必带、必用的“红宝书”，它的影响力和发行量，远远超

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本书、杂志和小册子。可以说，《毛主席语录》是

解读 20 世纪中国史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一把钥匙。本章将以唐平铸遗留

的工作笔记、交代材料、未刊文件等为基础，详细追溯《毛主席语录》

从编辑、发行到流传，以及风靡世界这一过程的始末。

历史背景

曾经有人写文章说，《毛主席语录》是某一个人编出来的，这不是

事实。

＊ 本章初稿曾以《〈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为题发表于《百年潮》2015 年第 1

期，第 18–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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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平铸文革实录

唐平铸从始至终主持了《解放军报》的《毛主席语录》的收集、摘

录和编发工作。他回忆说：《毛主席语录》是根据中央军委、总政的指

示，由解放军报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集体完成的，正像出版《毛泽

东选集》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集体完成的那样。1964年 1月，

《语录》最早定名为《毛主席语录 100 条》，后改为《毛主席语录 200 条》。

根据总政的意见，1965 年 5 月在此基础上重编的《语录》定名为《毛主

席语录》。1965 年 8 月刊登有林彪题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前

言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6 年 12 月，由林彪署名再版前

言的《毛主席语录》正式面世。1

为了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笔者专门采访了文革时期的解放军总政

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解放军报》代总编辑

胡痴，《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吕梁、张秋桥等人。他们都曾领导或参与

过《毛主席语录》的编审工作，为笔者详尽地讲述、分析了《毛主席语录》

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都认为：《毛主席语录》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特定发展时期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当时中共中央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

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的决策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与当时广泛开展

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分不开的。他们同时还认为，这也与毛泽

东晚年欣赏个人崇拜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了。1945 年 6 月，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

针。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并向

全党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

进行工作，乃是每个党员的职责。

刘志坚说：“战争时期条件十分艰苦，印刷很困难。我军的指战员

手中如果有一本毛主席著作就很不错了。在打仗的间隙读读毛主席的

书，从中能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和教育，是很大的政治享受和提高。”2

姜思毅说：“蒋介石十分惧怕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惧怕毛主席的

书，把它称为‘禁书’‘匪书’，说共产党在搞‘赤色宣传’。毛主席的《矛

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多篇著 

作，在海内外流传很广，不少人能背诵几段，当时已是脍炙人口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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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章 《毛主席语录》诞生、传播始末

胡痴说：“战争时期，我一直从事军队的报纸工作。那时的办报条

件非常差，通讯手段也很落后。日本鬼子扫荡时，我们只有一台油印机，

有时连蜡纸都没有。解放战争时条件就好多了。当时，一有党中央的声

音，一有毛主席对时局的分析和评论文章，我们都以最高的热情在第一

时间刊登出来。淮海战役双堆集战斗中，我们的一位连长在冲锋时牺牲

了，在他的挎包里找到了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鲜血已把它浸透

了。他把书中的重要论述都作了标注和整理。有人说这是最早的语录雏

形。有个战地记者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纪念这位为了胜利献出生命的烈

士，可惜我记不起文章的名字了。在战争环境中，我们经常在《战友报》

和《人民战士报》上选登一段或几段毛主席的论述。当时还不叫语录。”4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

的宣传和普及。党中央还专门成立了毛泽东著作编委会。经毛泽东同意

和审定，《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章节和内容进行过多次修改补充。

1956 年，在第二十届苏共党代会上，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公开批

判已故领导人斯大林，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共产党带来了强烈冲击，

继而发生了波匈事件，更加剧了混乱和分裂。5 在同年 9 月召开的中共

八大上，修改后的党章中指导思想只保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毛

泽东审定，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而是写进了集体领导的内容。然而

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的构想，要高举“总

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并强调了个人崇拜的必要性，

并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必须要赞成，错误的

主张必须要反对。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毛泽东

的话无疑与党章中集体领导的内容相悖。

1959 年 4 月，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毛泽东退居二线。在实际工

作中，大跃进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对此有所

察觉，7 月举行了庐山会议，意在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然而因

国防部长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方针和问题据实提出了不同意见，引起了毛

泽东的震怒，“纠左”骤然转为“批右”，彭德怀等人被批判、撤职。9 月，

长期托病的林彪就任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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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平铸文革实录

大跃进是 1959 年至 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毛泽东

“三面红旗”的政策受挫，在党内受到了质疑。1962 年 1 月，在总结教

训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毛泽东关于错误、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

个指头”关系的比喻公开表示不认同。这时，林彪站了出来，拥护毛泽

东的领导地位，突出强调毛泽东思想，并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

解放军。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林彪就任国防部长后，于 1959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12 日在北京召

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

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

径。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

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

上可以用。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6

1960 年 8 月 30 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林彪元帅号召学

习毛泽东思想”的报道。9 月 14 日至 10 月 24 日，林彪在广州主持了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

恩格斯主张不要死背，但是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肚子里就是要

背得那么几条。”7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决

议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推向

新的高潮，并提出要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会上，林

彪还提出了“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

活的思想第一）和“三八作风”（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

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唐平铸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是中央军委决议的执笔人之一。毛

泽东非常赞赏这个决议，他亲自主持修改，并批示：这个决议“不仅是

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标，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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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章 《毛主席语录》诞生、传播始末

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决议说：“在我军

有一些人，以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为借口，排斥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企图

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性。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荒唐错误的观点。”

该决议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并由毛泽东批转全党、全军、全国。

由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掀起了一个大张旗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解放军率先从 1960年开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到 1963年时，全

军干部的 100％，战士的 90％以上，职工和家属的 80％以上都参加了。8 

受到解放军的影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在全国日益高涨。

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他强调突出政治，用毛泽东建军思想

整建军队。他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四好连队”（政治思

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政治思

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以及“两

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等一系列

举措，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

《解放军报》对林彪“突出政治”的整军方略进行了积极配合。1960

年 9 月 30 日，发表了《坚决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的社论；10 月 1 日，

发表了林彪的长文《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11 月 23 日，用第一版整版刊登了《毛泽东论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

语录；26 日，在第二版用黑体字刊登了“困难的工作就像担子一样摆在

我们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的语录；12 月 19 日，又发表了《用毛泽

东思想回答实际问题》的社论。

1961 年 1 月，林彪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

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

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1 月 24 日，《解放军报》在第一版

刊登了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序言》；25 日，在第一版和第二版刊登了《毛

泽东论调查研究》的语录；2月 6日，又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论政策》

的语录；3 月 31 日，在第一版头条刊登了“有很多人以为，搞不好官兵

关系、军民关系是由于方法错了⋯⋯”这条语录。

对《解放军报》在全国的报纸中率先刊登毛主席语录的情况，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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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唐平铸文革实录

很满意。1961 年 4 月，他在视察北京部队时指示说：“为了让战士们不

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及时得到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解放军报》应经常

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9 从 5 月 1 日起，《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右上方

的“报眼”上，开设了《毛主席语录》的专栏，根据当天的报道内容，每

天选登毛泽东的语录。

《解放军报》在每天下午召开的编委会上，根据选出的稿件和总政

的要求进一步确定第二天的报道重点，并分别由各处室从《毛泽东选集》

里挑选出相应的语录，由资料室确认和校对，最后送总编室审定。如《毛

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等，

都是动员全社编辑人员进行挑选和编辑。这些主题，有的后来成为了

《毛主席语录》最初的题目。

1961 年，解放军有数以千计的连队被评为“四好连队”，几十万名

战士被评为“五好战士”。在军内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时，林彪提

出应主要学习“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

公移山》三篇著作。这些著作都强调舍己为公、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献

身精神。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模范连队和典型人物不断涌现，有代表性的

是“抵御资产阶级腐蚀”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毛泽东当时欣然写下了

《八连颂》的著名诗篇；以及“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好战士雷

锋；还有作风过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六连”等一大批典

型。由于《解放军报》的大力宣传，这些模范和典型在全国引起了巨大

反响。在雷锋的遗物中，有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扉页上有雷锋手

写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

主席的好战士！”后来，林彪用毛笔写下了这段话的前三句，印在《语

录》的扉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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