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论述 

 1928 年 5 月 2 日  毛泽东在永新县城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提

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

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报告还汇报了以永新为中心深入开展工作的策略：对内建立军

队的党组织和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

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 

 1937 年 5月 2 日-14 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

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

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张闻天致开幕词指出：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和平，

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而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

一切工作的核心，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

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在 3-4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目前政治

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

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

的发展阶段。目前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成为保证抗战胜

利的中心一环。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

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

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

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关于无产阶



  

级领导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报告指出：这是中

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

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政治

领导的问题，报告指出：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

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

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无限的积极性，

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

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

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在 8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

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

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

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我们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

“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是为了把革命车轮推进一

步。关于民主问题指出：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

强调抗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

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

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关于革命前途问题指出：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

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



  

会主义而斗争。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

会主义方向去，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

于社会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不

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和力争的。关于干部问题指出：要完

成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

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

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

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

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关

于争取千百万群众的问题指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

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

怕麻烦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

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毛泽东的

报告和结论分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42 年 5月 2 日-23 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

百多人。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表讲话，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

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 5

月 2 日讲话时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讲话指出：在为中国人

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

的军队，但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

可少的一支军队。他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

场、态度问题，还要注意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



  

主义和学习社会的问题。朱德在 5 月 23 日针对会议上出现的

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发言指出：文艺工作者要看得起工农兵，

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

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我自己就

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

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

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毛泽东在同一天作结论报告。结论

分为五个部分，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

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他

指出：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

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一）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

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

用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

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

立足点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

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

产阶级的文艺。（二）关于如何去服务，也就是普及与提高的

问题。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

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中国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

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



  

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

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

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

但是普及和提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

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

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三）关于文艺工作的

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

务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

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四）关于文艺批评

问题。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

准。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

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任何阶级社

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

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

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

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

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五）

关于对文艺工作者的希望。希望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

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

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

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



  

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毛泽东的讲话和结论

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2018 年 5 月 2 日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好、

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广大青年

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

希望。高校要牢牢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

任务，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形成高

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他提

出，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

接班人，要抓好三项基础性工作。第一，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

向。第二，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第三，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

体系。 他强调，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广大青

年既拥有广阔发展空间，也承载着伟大时代使命。每一个青年

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

民期望。广大青年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了解中华民族历史，

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把自己的理

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扎根人民，奉献国家。要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培养奋斗精神，

做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不怕困难，勇于开拓，顽强拼搏，

永不气馁。要求真学问、练真本领，通过学习知识，掌握事物

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更好为国争



  

光、为民造福。要知行合一、做实干家，面向实际、深入实践，

严谨务实、苦干实干，在新时代干出一番事业。要以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

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二、党史回眸 

 1937 年 5月 2 日－14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

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

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

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

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

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

准备。会后，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会上，

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

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1942 年 5 月 2 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

者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会议的目的

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

题，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

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为此，必须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

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3 日，毛泽东在会



  

议结论中，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

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

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

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对文艺界的整风

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且促进了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习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1953 年 5月 2 日－11日  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

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致祝词。大会制定了工

会在国家进入有计划建设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关于中

国工会工作的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决议》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并选举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

七届执行委员会。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举行第

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名誉主席，赖若愚为主席。 

三、历史瞬间 

 
1942 年 5月 2日-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中共晋绥分局刊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座

谈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