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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早期历史上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2016年 12月 26日至 27日召开民

主生活会，对照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加强
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政治

局要继续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成为全党典范，在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当前，党的各级组织的民主生

活会还在进行之中，这次中央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为全党提
供了样板。

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党的民主生活会在不同程度上

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流于形式，只是走过场；有的庸俗
化，成了聊天会；有的溢美化，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而

这次中央政治局的率先垂范给全党一个明确的昭示：开好民
主生活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是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为更好地推动召开不走样的民主
生活会，这里，不妨介绍一下党的历史上较早的一次民主生活

会，以供参考。
1926年 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

行委员会，杨闇公担任书记，童庸生担任委员和重庆团地委书
记。4月重庆党组织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批评会。为什么召

开这个会呢？原因就在于此前一位名叫杨洵的干部给中央写
信，反映重庆党团组织负责人的问题：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

化等。中央收到来信后非常重视，适值重庆党团组织负责人杨
闇公、童庸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有关负责人便召集

他们两人谈话，上来就说：你们重庆党组织怎么分成两派呢？
弄得两人一头雾水，直到看了杨洵的信才明白怎么回事。最后

中央决定，让两人回去召开一次会来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

结一致向前进。
1926年4月 15日，重庆党团干部共 10人召开了一个解

决自身问题的会。主持会的杨闇公开门见山地指出，涉及问题
的双方只可“赤裸裸地”陈述事实，然后请大家加以批评，弄清

问题，达成谅解，以使团体更加统一。杨洵首先发言，一连讲了
10个他感到不适不解的问题。接着童庸生一一作答，言谈之

中对杨洵的做法深表不满。然后，与会人员分别就事情本身及

二人所谈发表了看法。有人指出，这都是童庸生工作不讲方
法、对人颐指气使造成的，特别是随意批评同志，有时近似于

谩骂；有人说杨洵不愿承担更多的工作，不服从组织安排，显
然是不对的；有人说今天童庸生和杨洵的发言都有问题，带着

明显的情绪性，好像都是别人的错，如此种种。大家畅所欲言，
经过坦诚布公地一番相互批评后，双方当事人都认识到了问

题所在：除彼此的误会之外，对于杨洵来说，确实有点摆老资
格及选择工作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对于童庸生来说，确实个性

倔强，有点自以为是。最后，与会人员达成了思想统一。
会上，非常值得称道的是主持会的杨闇公同志。本来，在

情感和工作上他是比较同情童庸生的。两年前与其相识，之后
他感到“不觉精神大振，内心的痛苦亦全忘却矣”。而在工作

上，杨闇公显然是了解童庸生的，杨洵所提出的不少问题，在
很大程度上显然是不了解实际情况造成的。但是，在整个批评

会期间，杨闇公一点也没表现出自己的倾向，而是让大家尽可
能地表达各自的观点。最后，他根据大家的发言鲜明地指出了

两人的缺点，一方面强调了团体的统一性，不能因一点误会而

离开团体去说话；另一方面又提醒任何人都不能把团体个人
化，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会后，重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大大增加，各项工作积极展开，取得突出成绩，受到中央
的表扬。

从这次会的前因后果来看，与我们今天的民主生活会是
完全相似的。一是会前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就是要

解决上下级之间的误会、工作意见分歧、负责人的工作作风、

团体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二是会中“查摆严格，意见坦诚，交
流充分”，特别是开展了良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
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

得、碰不得”。杨洵及其他同志对童庸生的批评就非常明显地
体现了这一点。三是充分坚持民主集中制。主持会的杨闇公抛

开自己的个人倾向，尽情地让大家发表意见，而又不离主题，
做到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此后作了画龙点睛的总结，明确

了要求，维护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从而做到了“民主基
础上的集中”。四是会议的效果良好。“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

向”，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可以说是
民主生活会的一个良好典型。

由此可见，开好民主生活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
在要求，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一种行之
有效的保持团结的重要方法，它对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至今仍
然有着重要意义。

（本版文章摘自《学习时报》）

毛泽东同志的家风
毛泽东的家风，有一个醒目的标签：严。教子严，律己严，

持家严。毛泽东严格的家风，为人们称颂，值得我们学习。

严以教子

毛泽东对子女品格修为的要求非常高。他教育子女要以
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看待自己，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对待他人。

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相别19年的父亲让他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当
农民，拜农民为师。一开始，毛岸英是和毛泽东住在一起的，但

不久，毛泽东就让毛岸英搬到中央机关去住。他还问毛岸英：
“你吃什么灶？”毛岸英如实地回答：“中灶。”毛泽东一听便生

气地责问毛岸英：“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
吃大灶。”毛泽东如此“苛刻”，就是要让毛岸英“接地气”，让他

明白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能搞特殊。
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毛泽东对她疼爱有加，但也一

再告诫她，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搞特殊。上大学后，李讷努力过
着工农子弟般的生活，住学校，吃食堂，每周六下课才回家。有

一次，李讷离校晚，卫士李银桥担心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
全，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李讷。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狠狠地

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委屈地说：“就是怕不安全。”毛泽东严
厉地说：“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

用车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
因为从小上干部学校，上了大学的李讷身上还是多多少

少有一些干部子女的傲气。后来，当她在学习了《庄子·秋水
篇》之后，认识到了自己有自高自大的毛病，应该从根本上改

变对己对人的态度，要彻底和同学打成一片。于是，她写信向
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思想动态。毛泽东看后，深为女儿的进步高

兴。1963年1月4日，他给李讷回信予以鼓励，这让李讷的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在政治思想，还是在作风品格方面，都

产生了明显的进步。
行动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修为和品格。因此，毛泽东教育子

女：汝是党之子，革命是汝风，要积极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北

平解放后，首批进入北平的队伍中就有毛岸英。他和两名扫雷
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承担了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

药等重任。这其实是一项危险系数非常高的工作，但毛泽东却
没有阻止，因为他明白：作为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必须要有为

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
也正因为此，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在毛泽

东的支持与鼓励下，毛岸英立即就提出要参加志愿军。当时，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劝说，毛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

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 5位亲人。但是，
毛泽东却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后来，毛岸英的牺牲，让毛泽

东万分悲痛。当彭德怀就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向毛泽东详细作
汇报时，毛泽东听罢，沉默了一会，对彭德怀说：“革命总是要

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献出了年
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开怀家国事，不

言身与家，就是毛泽东严以教子家风的精准概括。

严以律己

毛泽东严以律己，有着严格的做事原则。在原则面前，他

是个明白人，沉淀出了铁骨铮铮见清廉的家风。
“人不以规矩则废”。讲规矩，守纪律，是毛泽东在亲情面

前的选择。他曾经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过话：我毛泽东是中国
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

好自为之。凡会见来北京的亲友，他总要讲他的三条交往原
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

公济私。

新中国成立前夕，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
求到北京工作。这一请求却被毛泽东严词拒绝了。毛泽东在写

给杨开智的回信中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
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同时，毛泽东

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杨开智
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

允许。”后来，杨开智也领悟了毛泽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
的教诲，根据自己的专长，安心留在了湖南的农业部门工作，

直到退休。
湖南毛泽东遗物馆陈列有一封毛泽东回绝外婆家 15个

人请求照顾的信件。这封请求入学、工作等照顾的书信转交到
毛泽东手里，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

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简单的一句“人们会说话的”饱含着
毛泽东是“人民的主席”的深情，道出了毛泽东不为“少数亲友

谋利”的清廉作风。
毛泽东常常批评教育身边的人，不要因为身份原因，就自

以为特殊。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外祖父老家一些姓文的亲
戚和朋友，纷纷到北京看望毛泽东。可有些人回到老家后，就

以为和主席攀上了关系，在乡亲们面前牛气哄哄，甚至以特殊
身份自居，不服从管理。当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他非常重视，专

门给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的众人
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

清廉不是亲情之殇，正是因为对家人深深的爱，毛泽东
才没有眷顾纯粹的亲情。毛泽东的亲情，不是营私徇亲、沾

亲带故的狭隘小爱，而是一种守住公与私分隔线、吃透严与

爱辩证法的大爱。他把对家人浓郁的爱化作了严格的要求，
用行动告诉他们，奉公守法、遵规守纪是讲亲情义务的基本

原则。

严以持家

毛泽东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普通的一员。在生活中，
他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终其一生厉行节约，始终保持着艰苦

朴素的作风。在这方面，他对儿女的言传身教，不仅发扬了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铸就了新中国“第一家庭”勤俭节约的

风气。勤俭节约，是毛泽东严以持家家风的重要表现。
毛泽东是个“恋旧”的人，他的生活用品总是能跟随他很

久，即使破旧不堪了，他也不允许工作人员随便丢掉。毛泽东
还经常嘱咐工作人员，生活用品需要多少就买多少，不要多

买，以免浪费。对于生活用品，他总是利用得“彻彻底底”，因
此，毛泽东的生活账中有很多类似修补热水瓶、换锅底、换皮

凉鞋底、修理手表等的消费记录。

毛泽东对全家的生活开支控制得非常严格。当时江青的

工资不高，家里有生病的毛岸青，还有正在读书的李敏、李讷
和侄子毛远新，另外，江青的姐姐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再加

上平时有湖南老家来的亲戚来北京看病，交通食宿、看病的
费用，都由毛泽东负担。这些开支经常让毛泽东的生活管理

员非常为难。后来，李银桥就为毛泽东家制定了一份《首长薪
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毛泽东在看了这份计划后，

认为每天三元的伙食标准太高了。李银桥解释说：“这三块钱

中还包括招待客人的费用。”毛泽东听后考虑了半天才同意了
这份计划。

在具体的饮食安排上，毛泽东始终奉行简单适合的原则。
他很少按照保健医生的安排吃所谓的营养餐。每日三餐，他吃

得很普通。只有在生日的时候，毛泽东才会同意多加几个菜，
叫上家人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顿便饭。能和父亲一起吃顿饭，算

是毛泽东的儿女们享有的“特殊待遇”了。要知道，毛泽东家还
有一条规矩，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儿女们与他同桌共餐，儿

女们平时都是去机关食堂就餐。当然，毛泽东的生日餐并不算
是生日宴会。毛泽东非常反感祝寿送礼这样的不良风气，他常

说：“庆贺生日不会使人长寿，因此，并无必要庆贺。”
毛泽东深知：吾是无产者，勤俭是吾本。所以，他经常告诫

子女，学习和事业要向上看，但生活要向下看。根据李敏的回
忆，毛泽东经常要求子女们艰苦朴素。解放后，虽然生活好一

些了，但毛泽东仍要求他们不要穿得太讲究，要和老百姓一
样，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行。在这方面，毛泽东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做了一件睡衣，而这件
普通的睡衣，他却穿了 20多年，线开了缝住就行，磨破了补

上就好。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缝补了多少次，当工作人员实
在看不下去劝他做件新睡衣时，他却说：“我看还是应该节省

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嘛。”一补再补，这件睡衣上最终落
下了 73个补丁。这些补丁，体现了毛泽东的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