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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张闻天恪守党的宗旨，践行党的思想，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党群思想，它以党是人民群
众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实践是检验党的群众路线正确与

否的最高尺度以及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危险和致命的错误等为科学内涵。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传承和践行张闻天党群思

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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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所形成与发展起
来的张闻天党群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群思想的

继承、丰富与发展，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党群

思想的深刻表达。张闻天党群思想既是对前人党

群思想的扬弃，又是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如实

反映，它由党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是

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的

群众路线、实践是检验党的群众路线正确与否的最

高尺度以及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危险的和致命的

错误等为主要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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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党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

张闻天指出：“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人民

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１］３２２这是张闻天阐述党

群关系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张闻天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服务的一生。作为党的领导者，张

闻天始终践行着人民公仆观。在他看来，“领导人

民，就是为人民服务”，［２］为人民着想，就是为了人

民群众的一切，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

要一是一，二是二；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张闻天

说，党的工作，就是为了群众的一切，就是为人民服

务，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为了人民群众

的利益，党必须接受任何艰难困苦的挑战。张闻天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其一，倡导党员干部若缺乏实践要“补课”的思

想。实践是思想的根基，是理论的来源，而人民群

众是实践的主体，党员干部只有“补课”，才能了解

群众的冷暖疾苦，才能做好人民勤务员份内的事

务。在中央苏区时，为了解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

张闻天不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

总结革命经验和吸取革命教训，并对“左”倾错误思

想加以反对和纠正。在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

之际，张闻天深入安远、建宁等几个革命据点，了解

和洞察群众路线的实施情况。他指出：我党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群众的实践是我

们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源泉，所以，我们党的同志

都应该接触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中去，从

群众实践中获得最可靠的材料。张闻天进一步强

调：一切革命和建设经验，都是从群众实践中获得

的，而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们的学习也就永

无止境。因此，他又继续从事东北实践活动、庐山

会议后的调查实践以及在生命垂危之际的调查研

究等，这些实践活动为他制定正确的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提供了可靠的根据，也为他的党群思想的形成

提供了条件。

其二，奉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走一根草去”

的理念。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张闻天始终严于律

己、克己奉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１９４１
年，为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张闻天化名张晋西，

组织了“延安农村调查团”，开赴晋西北地区调研。

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严重封锁，禁止“一粒粮、一尺

布进入边区”，张闻天和其他同志，常常食不果腹，

饱尝艰辛。有一次，调查团的事务长偷偷给他买了

“干粮”以备不时之需，他却严厉拒绝了。１９４６年
末至１９４７年初，张闻天在桦川县会龙山屯蹲点时，
一直坚持自备干粮。即便到了生命的垂危之际，他

还对妻子刘英说，一定把他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

款全部交给党，以弥补他对党带来的损失。

　　二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天起，党“就始终保持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３］。“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

泽东同志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大会上

演讲时首次提出的，是适应社会要求而产生的一种

新的道德思想。毛泽东在谈到党的作风建设时进

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

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

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

脱离群众。”［４］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党的根本利益，

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我们所有的领导人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

员，没有权利当老爷。”［５］“为人民服务”，这一简单

而朴实的思想，明确了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自诞

生那天起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性质决定了为人民

服务是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这种思想在张闻天

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１９３５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两面夹
击，张闻天认为，目前党的策略就是要发动群众，而

不能脱离群众，“关门主义”是要不得的，是党内最

主要的危险。在如何争取群众的问题上，他强调：

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想方设法让

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而斗争

的，要使他们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最忠实的代表。次年，在《关于白区工作

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张闻天谈到：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我所代表的是群众的血中血、肉中肉，我与

群众是不能分割的”，［６］１１５并进一步指出，党员干部

要“时时刻刻去为群众服务，处处能够为他们谋利

益，为他们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６］１７８。正如周

恩来同志说过的，共产党员 “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

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７］因为，中

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忠实代表，无产阶级的

革命运动，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运动。１９３９
年，张闻天在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略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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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党群众的关系》的文章，提出党是群众的一部

分而又不同于群众，要高于群众；党是群众的政治

领袖又是群众的学生；党要等待群众又要帮助群

众；党是群众的领导者又是为群众服务的公仆等一

系列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论述，并深刻指明，党是

人民的党，人民是党的主人。１９４６年６月，在全国
内战爆发的背景下，张闻天为纪念党诞生２５周年
和中共合江省委机关报《合江日报》创办而写了社

论《紧紧依靠人民战胜敌人》，主要论述了２５年来
我党能够壮大的原因：一是我党始终为中国人民的

利益而奋斗，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为人

民服务，“充当人民的勤务员”；二是相信人民群众

的力量是强大的，是不能摧垮的，一切工作都要依

靠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８］。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张闻天遭到残酷的迫害，但即

便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仍然坚贞不渝地贯彻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为人民服务”，最重要的就是关心人民群众的

利益，尤其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利益。张闻天认为，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就是我国社

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然而，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的３年自然灾害，以及 “文化大
革命”对经济生产的破坏，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雪上加霜。此时，张闻天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一

针见血地揭露了“四人帮”的丑恶罪行，批评其只注

重“阶级斗争”而忽视经济建设的做法。他说，人民

群众最关心的是他们最直接的物质利益，如果他们

的物质利益不能得到满足，且生活继续恶化，要想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有

为了人民利益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满足人

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９］。

　　三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张闻天认为：“需要党真正领会毛泽东所提倡

的领导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即群众

路线的领导方法。”［６］５７２这一方法是防止党脱离群

众的根本指导方针。纵观我党的发展历史，凡是能

够坚持这一方法的，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就能

更好地得到巩固，就能树立党的良好形象和权威。

因此，张闻天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党必须坚持的正确处理党群

关系的方法。

第一，要真心实意为了人民。张闻天指出：我

们党要时时刻刻关心群众，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尽

瘁；要心平气和、谦虚谨慎，与群众打成一片，甘愿

做群众的学生；要积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中的积

极分子，并培养积极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群众中

的模范带头作用；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以民主

的方法吸收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相信我们才

能接受我们，我们才能成为他们的领导者。

第二，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

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

它是马克思主义党群思想在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

的具体体现，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

度，是实现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行性的制度

保障。张闻天认为，我们不仅要懂得群众路线，而

且要把这种路线付诸实施，而为了贯彻落实这种路

线，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集中制，就

不可能有真正的群众路线”，［６］５７３－５７４“没有民主，

‘从群众中来’就会成为空谈”。［６］５７３张闻天又指出：

“党不但要在‘从群众中来’时虚心向群众学习，而

且在‘到群众中去’时也要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

鉴定和批判。”［６］５７２－５７３所以，我们的方针政策是在

民主的基础上“从群众中来”，然后又“到群众中

去”不断修正和补充，这既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又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继续发挥民主。［１０］坚持民

主集中制能够为减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各种主

观主义等不良之风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要正确处理党群之间的矛盾。辩证唯物

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张闻天

认为，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是由矛盾规律所支配的，

二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党的群众路线只有“从群

众中来”，才能符合实际，才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和意志；而只有“到群众中去”的时候，才能得

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它

们之间也有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如果党对群众

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不能满足群众的利益和要

求，那么，党所提出的方针和政策必然激起群众的

反对。深入实践、接触实际，是我党制定正确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的前提条件，也是正确处理党群矛

盾的关键。良好的党群关系是内省和外化共同起

作用的结果，内省即群众自身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

同，外化是党的宣传教育等工作对群众的影响以及

群众实际获得的利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党群之

间的隔阂与矛盾才能更好地化解，只有这样才能使

党群步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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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群众实践是检验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最
高尺度

　　每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群众实
践是检验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亦或称最

高尺度。１９７１年，张闻天提出：共产党的一切路线、
方针和政策必须从群众实践中来，同时又必须经过

群众实践的检验。他还指出：我们党的每一个口

号、每一个决议、每一个政策，都要以人民群众的利

益为出发点，能够经得起群众实践的检验。１９７３
年，张闻天又强调“人民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

线的最高尺度”［１］３３６，并阐述道：党所制定的路线和

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人

民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才能证明，［６］５９３能给人民

群众带来利益的说明我们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反

之，则是错误的，就要改正。因此，“只有人民群众

的实践，才能最后证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６］５８８也

就是说，群众的实践才是衡量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正确与否的最后标准。他还补充说，如果我们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给群众带来的不是利益而是损

失，那说明我们这种措施是错误的；相反，如果给群

众带来的是利益而不是损失，就说明它们是正确

的，是可行的。因此，当人民群众的实践证明党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时候，党

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和校正之；若通过

群众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决定时，党必须毫不迟疑

地抛弃这种决定，并根据群众新的实践重新采取新

的正确的决定。用群众的实践，而不是主观臆断，

更不是迷信权威，来检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

否，是衡量的最高尺度，必须做到不唯书、不唯上、

只为实。这是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理的科学阐述和正

确运用。

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具体情况下，张闻天始终坚

持用实践的标准来衡量党的各项决策的正确与否，

并在各项实践活动中突出强调群众实践的重要性。

如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根据他多年来
的调查研究结果针砭时弊，指出了“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的错误，并强调党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是在我们缺乏经验的基础进行的，错误在

所难免，需要我们不断地修正和不断地完善，才能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文化大革

命时期，受到前期“左”倾和右倾扩大化的干扰，唯

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加之林彪、江青对群众

路线的大肆摧残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搞个人

崇拜等，整个社会思想一片混乱。面对严峻的形

势，张闻天再次重申了党的路线的检验标准问题，

并强调：“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必须来自人民群

众，并由人民群众来检验，赞成与否，拥护与否，执

行与否，只能人民群众自己下决心。”［６］５６９这说明张

闻天始终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深

入贯彻党是“公仆”的思想。

总之，张闻天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

工作的首位，并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问

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反复强调人民群众的实践

是衡量党的政策是否正确的最高尺度，这是对“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在

党群思想中的具体运用与发展，是对党的群众路线

的丰富与完善，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五　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危险和致命的错误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

体，是历史的缔造者和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

中国近现代史上，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失败的事实

证明，若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革命取

得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

就无从谈起。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

国的革命和建设才日新月异，才不断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所以，党不能没有群众，脱离群众的党就

会失去存在的源泉和根基，犯下最危险、最致命的

错误。

“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便是被“流放”，即便处

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更深入地研究党群思想和

解决党群之间的矛盾，张闻天仍然苦苦思索。经过

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张闻天在《人民群众是主

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两篇力作

中，阐述了至今仍闪烁着真理光芒的党群思想。文

章指出：“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

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６］５７０在他看来，党要巩固

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必须为人民谋利益，必须防

止和克服任何脱离群众事件的发生。针对“文革”

中脱离群众和“严重损害了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

系”的政治现象，［１１］张闻天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

政权以前，这种脱离群众的政治领导，决不可能使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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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领导就会导致无产阶级失去政权。”［６］５８６－５８７对于

党执掌政权以后容易犯脱离群众的错误的问题，张

闻天详细阐述了以下原因：一是党执政以后，执政

党的地位和权利容易使一部人高高在上，从社会的

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加之传统剥削阶级思想的影

响以及部分党员抵制不住各种诱惑，他们逐步脱离

了群众，“最后蜕化变质为同人民群众对应的官老

爷”；［６］５７１二是从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转变为党的领

导者后，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领导取得的成果，他们

不仅解放了自己，也解放了广大人民群众，人民应

该对他们感恩戴德。事实上，他们并不真正地理

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

定力量。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当时的实际相

结合，张闻天不仅分析了党脱离群众的深层次原

因，而且还阐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首先，

从实践的地位来看，要立足实践，缺乏实践要“补

课”。在整风运动中，张闻天深刻体会到，接触群

众，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上的一

课。任何一名共产党员，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头脑就会“硬化”起来，最终必将走进历史的陈列

馆。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解决所

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最起码的要

求。其次，从党员自身来看，要树立“公仆”意识。

在张闻天看来，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公仆，这是正

确处理党群关系的基础。党员干部只有顾全大局，

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和拥护，而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党才能树

立良好的形象和威信，才能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

位。最后，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要不断完善

制约和监督机制，完善制度建设，这是根本性和全

局性措施。在张闻天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他充

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并积极倡导民主

集中制制度，使党内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有了

明显的改观。所以，制度好，能使犯罪分子无可乘

之机；制度不好，会给他们提供生存的条件。当

然，无可否认，我们“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

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

性、稳定性和长期性”［１２］，所以，制度建设历来受

到各界党政干部的重视，不仅过去是如此，现在更

需要加强。

张闻天关于党群关系的观点，正确地指导了我

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我党历史上正确处理党群

关系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其对当下我党关于党群思

想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诚如历来高度

重视党内制度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要增

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

权管事管人。”“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

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

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

筋。”［１３］唯有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能拥有

更加稳定的和平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才能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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