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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我 们 党 延 安 时期 马 克 思 主 义教 育 运 动 的 学 习 文本 主 要是 《 整 风文 献》

和相 关 参考 资 料 。 系 统梳 理 《 整风 文 献 》 的 文 本 源 流
，
考 证 其 从初本 到 订 正 本

，
再 到

完 善本 的 演 变
，

整 理 考 证 和分析海 外 译本及其产 生 的 海 外 影 响
，
既可 还原 《

整 风 文 献
》

文本 的发展 全貌
，
也 可 以 通过其 演 变 历 程把握 延 安 时 期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教 育 运 动 的

錢齡 ；
既 可从 文 本 源韻 角 度Ｍ 重 要 文本 的 学 习 作 用

，
也 可 以从 《 整 风 文 献 》

的传播 方 式 中 重 现敌 后 新 闻 传煤 的 艰辛
，
以及 整风 运动 在 抗战 时 期 统 －全 党 意 志 和 行

动 的功 效 。 同 时
，
梳 理 海 外译 本

，
也 可 以 为 海外 中 国 学 研究 拓 展 新 的 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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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４２ 年我们党的延安整风运动作为
“
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教育运动

” ？
，

一直是 国内外

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 相关的学术文章与专著主要是从本体研究和外延研究两个层面展开 ， 就本

体研究而言
，
有论述整风运动的必要性

，

Ｂ 卩
： 它是

“

（
ａ

） 党员的再教育 ； （
ｂ

） 调动每个人的生产积

极性
； （

ｃ
） 克服党内存在的

‘

右
’

的和
‘

左
’

的偏差
” ②

；
有分析其重大意义

，

８ 卩
：
它为

“

解决党

内冲突提供 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

， 是推动
“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大事件
”

？
。 就外延研究而言 ， 有研

究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如何致力于马克思 主义中 国化研究？ ， 有分析整风运动在马克思 主义 中

国化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
，

还有深人剖析共产国际在这场学习 教育运动 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
可见

，

学界研究 日趋成熟和完善
，
但对这次

“

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整

风学习文件
，
系统研究并不多

，
大多是就某篇经典文献进行深人解读

，
或是在归纳整风运动学 习方

法时 ， 略有提及 ：

“

（ ａ ） 所有 的成员 ，
都要学习指定 的文献资料

， （
ｂ

） 这些文献资料大多 由 中 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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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克 思 主义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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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人所著或是有 中国人所写 （
２２ 个文献中有 １５ 个由 中 国人所著 ） ，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一

本也没

有… …
” ？

。 笔者认为
，
梳理其源流 、 演变过程

，
整理考证海外的不同译本

，
与解读文献本身具有同

样重要的学术价值 。

一

、 《 畫风文狀 》 文本洲 錄 回 潮

１９４ １ 年 ， 进人了建党第 ２０ 个年头的中 国共产党
，
在险恶环境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 日 益成熟

壮大
， 此时抗 日 战争也进人艰难的相持阶段 。 敌后抗 日 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抗 日 根据地进人空前的 困

难时期 。 如何走出困境 ，
成为中 国共产党必须正视 、 深思并解决的问题 。 毛泽东提出 ， 我们不仅要

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 ， 克服经济困难 ， 解决生存危机 ，
还必须加强党员 干部的学习教育 ， 整顿党 内

存在的种种错误倾向 ，
以振奋精神 ，

团结一致应对困难 。 为此 ， 在建党 ２０ 周年之际 ， 党 中央制定并

通过了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 ，
强调

“

党的统
一

性 、 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 ，
强调

政治上 、 组织上、 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 中央
” ②

。

为了在全党范 围内普遍开展整风学习运动
，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毛泽东为 中共中央宣传部写 了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 ， 文 中明确指 出 ：

“

鉴于遵义会议以前 ， 主观主义与

宗派主义的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 ， 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 的 ， 但在全

党内
，
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 ， 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 ， 并没有肃清

，
或者还很严

重地存在着 。

”？ 为此党 中央作出 了关于开展调査研究 、 建立干部学校和髙级学习 组等
一系列决定 。

同时
，
针对一些地方和部分党员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 ，

毛泽东先后作了 《整顿学风党风

文风》 和 《反对党八股》 的讲演 ， 由此确定了整风学习的时间 、 内容和形式 。

为了使党员干部更好地掌握中央决定和毛泽东所作报告的精神实质 ， 党中 央认为仅靠
一两次讨

论无法更好地解决
“

长时期 的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的问题
” ④

，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３ 日

， 中共中央宣传

部发布了 《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决定》 ） ， 指

出
，
这次整风

“

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
”

，
要达到

“

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 、 党风 、 文风 ， 改造工作 ，

团结干部
，
团结全党

” ⑤ 的 目的 。 同时
， 《决定》 规定了

１ ８ 个文件作为干部 （ 学生在内 ） 考试的范

围
，
这也是整风学习最初规定的 １ ８ 个文件 。

４ 月 １６ 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 《关于增加整风学

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 》 （ 以下简称 《通知》 ） ，
增加了 四个整风学习文件 。 随后

，

６ 月 ８ 日
，
中

共中央宣传部发出 《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 ，
指 出

：

“

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

学习运动 ， 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髙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 ２２ 个文件
，
有计划地

领导这
一

学习运动 。

” ？
由此就构成了整风学习运动 中的 ２２ 个基本学 习文件 。 为 了便于系统学习这

些文件 ，
最初是在延安 ，

后来很多敌后抗 日 根据地的出版社也整理出版了这些学习材料
，
逐步以

《整风文献》 命名 。

整风学习文本内容逐步确定的过程 ，
表明党中央对这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教育运动 的认识不断

加深和成熟 ，
也充分证明 了整风运动

“

是党中央到延安后开展思想建设的延续性结果
，
此前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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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运动是整风运动的先导
” ？

。 从此 ，
以规定的文献文件为教育 内容的整风运动也得以顺利开展 。

二
、
从

《
整 颉 三风文狄 》 到 《 整风文狀 》

的文本发表和涤外译本的 漬 支

在 《整风文献》 文本正式出现之前 ， 整风学习文件最早是延安 《解放 日报 》 社出版的 《整顿三

风讨论资料特辑 》
？

。 该 《特辑》 共出版六期 ，
内容正是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

， 后来这些文件都编人

《整风文献》 中 。 第一辑发表于 １ ９４２ 年 ４ 月 １ ０ 日
，
有毛泽东的 《关于纠正党 内的错误思想》 《反对

自 由主义》 《 〈农村调査 〉 序言 》 和斯大林的 《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四个文件
；
次 日

，
发表第二

辑 ， 是 《联共 （ 布 ） 党史简明教程》 的结束语
；

１ ２ 日 的第三辑 ， 收录了 陈云 《怎样做
一

个共产党

员 》 ；
１３ 日

－

１４ 日
，
第 四辑连续刊发 了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 的第四节等 ；

１８ 日 发表第五

辑 ， 有 《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査》 和 《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 ；

２０ 日发表的第六辑 ，

是 《斯大林论平均主义 》 和 《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两个文件 。 曾有学者就此归

纳并得出结论
，

“

最早的整风文献是由解放 日报社编辑出版的 《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 》

”？
。 但这并

不太准确 。 无论是从文本的特性考虑 ， 还是其所发表的学习文件数 （
仅 １ １ 个 ） ，

都远未达到初本的

条件 。 根据可考证的文献资料 ， 最早编辑出版的应是解放社的 《整顿三风文献》 。

１ ． 初本的考证

１ ９４２ 年 ４ 月
，
解放社整理出版了 《整顿三风文献 》 。 全书收人有关整顿学风 、 文风、 党风问题

的论著和学习文件 ２２ 个 ，
其中有两个作为附录编人 。 《整顿三风文献》 分为代序言 、 正文和附录三

部分？ 。 正文收录了毛泽东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等 ４ 篇 ， 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 、 陈云的

《怎样做
一个共产党员 》 ，

以及当时中共中央的文件 （ 决定 ） １４ 篇 。 附录是毛泽东 、 凯丰等的讲话 。

这个文本所收录的学习文件 ，
与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通知 》 所规定的 ２２ 个学习文件基本

一

致 ， 所以

它应当是第一部正式的整风文献 。 接着
，
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于 ９ 月 １ １ 日 出版 了 《整风文献》 。 除

了最初这两个文本的 《整风文献》 ， 其他出版社也出版发行 了不同版本的整风文献 。

作为整风文献的初本 ，
它是后期各种整风文献文本的借鉴版本 ，

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
“

学习丛

书
”

的第 四种
，
也是延安广大党员干部和其他地区党组织在相当长的

一

段时间里进行政治学 习 的重

要文件 。 这个文本收录的文献主要有四类 ：

一是中 央关于整风学习 的相关指示和文件 ，
这类文件有

序地布置了整风学习任务 、 学习 内容 、 学习方法和考试要求 ；
二是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

深刻体现了延安整风运动与共产国 际布尔什维克化的 内在联系 ；
三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

，

充分论证了 当时全党迫切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重大课题 ，
所以多 以 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

学习文件
；
四是宣传指南手册 ， 所收人的四篇文章直接为敌后抗 日 根据地的理论宣传工作提供了直

接有效的方法 。

２
． 订正文本的发展

随着 １ ９４２ 年整风运动的开展
，
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全体党员干部普遍参加 了整风学习 运

动 。 陆续有
一些新的文件被收人 。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 解放社编写订正和 １ ９４４年 ４ 月再版的 《整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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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创举——纪念延安整风运动七十周 年 》
，

《中共党史研究 》 ２０ １２ 年第 ４ 期 。

② 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 ：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 ，
北京 ： 求实 出版社 ，

１ ９８２ 年 ， 第 １００
－

１ １０页 。

③ 刘苏华 ：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 出版史研究》
（

１９３７
－

１ ９４７
） ，
长沙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２ 年 ， 第 ３５８ 页 。

④ 参见解放社 ： 《整顿三风文献》 ，
延安

： 解放社 ，
１９４２ 年 。

？

５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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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正本 ） 是 １９４２ 年版的 《整顿三风文献》 经调整 、 增订而成的订正本 ，
并增加了５ 个文件？ ， 即 ：

《关于统
一抗 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论党 内斗争》 《斯大都论 自我批评 》

《 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 和 《 毛泽东同 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同 时 ， 订正本的文

本抽去了康生的两次报告 ， 由此整风文献调整为 ２６ 篇 。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晋察冀 日 报社
，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 新

四军政治部都对这一文本进行了翻印 。 此后 ， 《整风文献》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重印时 ， 又增加 了刘

少奇的 《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 。 至此 ， 《整风文献》 （订正本 ）
几经重印和修改 ， 共收人整

风学习文件 ２７ 个 。 由此 ， 整风文献从初本到订正本 ， 再到当前普遍认同的完善本形成 。

值得注意的是 ，
订正文本的修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一是所增加 的五个文件并不是同时加人 。

如
：
在 １９４３ 年解放社版的 《整风文献》 （ 订正本 ） 中并没有收人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 。 这篇讲话最早在 《解放 日 报 》 发表
？

， 在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中共晋绥分局版的 《整风文献》

（订正本 ） 和 １９４４ 年解放社版的订正本中才被收入 。 二是与初本有所不同 的是
，
增加的学习文件并

不是通过党 中央的决定而加上的 ， 而是 由解放社编写订正而成 。 但这并不影响订正文本的权威性
，

因为解放社是延安时期全国革命的出版中心
，
它的出版活动紧贴中 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需要 ， 具有

高度的党性和政治性 。 三是在订正本修订过程中
，
还出版了并不是以 《整风文献 》 命名 的整风学习

文件 ， 所收的文献与 《整风文献》 有细微差别
，

但大多是整风学习 的 ２６ 个必读书 目 。 如 ：

１ ９４５ 年

真理社出版的抗战文献 《三风》 、 １９４６ 年文风出 版社的 《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 》 等 。 四是除订正

本外 ，
还 出版发行了一些具有较高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学习参考资料 。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１９４４

年 ３ 、
４ 月 间 ， 由苏 中区党委编印 ，

江潮社出版发行的
《
整顿三风参考材料》

（？
。 这部参考材料是在

苏中 区党委领导下 ， 由俞铭璜在 １ ９４４年主持编印
，
收人的 １ ３８ 篇文章基本反映了整风学习运动的全

过程 。 其中收入了 毛泽东 、 刘少奇 、 陈云等有关整风的讲话 、 文章和论著 ， 《解放 日 报》 社论以及

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 、 决定 ，
内容涉及党的政策 、 调査研究 、 经济 、 文艺 、 党的建设

，
干部工作和

知识分子问题等 ，
同时还收人了

一些同志在整风中的思想反省材料 。 参考材料在编写时基本都是经

过分类整理后收入 。 通过分类
，
参考材料的主 旨更明确 ， 针对性更强

，
更有利 于提高学习效果 。 这

些参考文献在整风运动 中很好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资料体系 ， 即围绕
“

学什么
”“

怎么学
” “

学后有

什么反思
”

等问题
，
使整风运动不流于形式 ，

真正成为触动思想深处的教育运动 。

３ 、 海外译本的演变

据可考证的资料
，
海外最早研究 、 宣传 １ ９４２ 年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整风文献的是 日 本学者 。

早在 １ ９４８ 年 ８ 月
， 小林信就在 《前卫 ：

日 本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理论政治志 》 上发表了 《 中共的

教育活动——以整风文献为研究 中心 》

一

文 ， 对中共的整风文献有所记载？ 。 １９５ １ 年
，
小林信翻译

出版了整风文献的 日 文版本 《整风文献 ： 中共的人间革命》
⑤

，
文中除了收录 《整风文献》 的相关文

件外 ，
还翻译了

一些相关文章 。 如 ： 刘子久的 《给淮北区党委的信》 《延安整风讨论的决议附录》

《 旧解放区半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活动和整党活动完成各类指示 》 等 。
１９５ ５ 年

，
日本的 《毛泽东选

集 》 出版会还编辑翻译了 《学习 的改革 ： 其他整风文献的重要论文 》
？

。 此外 ，
还有新岛淳良编的

① 解放社 ： 《整风文献》 （订正本 ）
，
延安 ： 解放社 ，

１９４４ 年 。

② 《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 《解放 日 报》 １Ｍ３ 年 １０ 月 １ ９ 日 。

③ 王紫根编 ： 《毛泽东书典》 ， 武汉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９５ 页 。

④ 〔 日 〕
小林 信 ： 《 中共Ｗ教育活動一整風文献 奁 中心 ｔＬＴ 》 ， 《前衛 ： 日 本共産党 中央委 員会理論政治誌 》 １９４ ８ 年第 ８

期 。

⑤ （ 日 ） 新民主出版社 （ 編集 ）
： 《整風文献 ： 中共 （７）人間革命》 ，

小林 信 （翻訳 ） ，
東京

： 五月書房
，

１９５ １ 年
。

⑥
〔
日

〕
毛沢東選集刊行会編

： 《学習Ｏ改革 ：
乇Ｗ他整風文献 ＣＯ重要論文》 ，

東京
： 青木書店 ，

１９ ５５ 年 。

？

６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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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运动资料 》
？

，
附注 中有延安 《解放 日 报 》 和 《文艺 》 目 录 （

１９４ １ ．５ ．
 １６

－

１９４３
．
 １０

．

３ １
） 等等 。 综合分析可见 ，

日语文本的 《整风文献》 并不仅限于翻译中文文本的 固定篇章 ， 而是加

入了作者认为在当时非常重要的辅助文章和报刊资料 。 这些译作 ，

一方面验证了 日 本学者
一

直重视

中 国学研究
，
延安整风运动结束不久 ， 就出现了 日 文译本 。 同时 ， 也为 日 本学者进行延安整风运动

研究提供了第
一手史料 。 此后 ，

许多 日 本学者以此文献文本为基础 ，
从不同角度进行相关研究 。 如 ：

朝 日新闻社调查研究室编的 《毛泽东和整风 》 、 藤 田正典的 《第
一

次整风运动史背景的历史学研究 》

等等 。

《整风文献》 最早的英文译本 ， 应当是美国学者 Ｂ ｏｙｄＣｏｍｐｔｏｎ 编译出版的
“

Ｍａｏ
’

ｓ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

－

ｔ
ｙＲｅｆｏｒｍ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１ ９４２
－

４４
” ？

，
于 １９５２ 年 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 它主要是 １ ９４２ 年解放

社版 《整风文献》 初本的英译本 ， 收人延安整风时期的文献 ２ １ 篇？
。 在译本中 ，

作者对这些整风学

习文件作出了极高评价 ，
认为其有助于填补西方学者对中 国共产党历史认知的空 白 。 同时研读这些

战时中 国共产党加强 自 身建设的文献 ，
能让西方人更好地从内部认识中 国共产党 。 这是国外系统收

集毛泽东文献资料汇编成册较早的英文本 ，
引起西方更多学者关注抗战时期的中 国研究 ， 注重延安

研究 。 同时
，
研究也从表面的事实研究深人到 内在本质的分析

，
逐步从语言学 习深人到话语体系的

转变 。 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教育运动 中 ，
中国共产党人学到的不仅是新语言 ，

更是一种看

待世界 的新方式 、

一

种新的思维方式 、 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

三
、 《 整凡文畎》 文本进洗 的考释价值

就历史学研究而言 ，
最可靠的资料 ，

不是当事者的 口述或 回忆录 ， 而应是第一手的史料 。 当然 ，

对其也要正本清源 ，
加以藤别 。 因此 ， 当学者进行延安研究 ，

特别是整风运动研究时 ，

不能忽视对

整风文献资料的掌捏和分析 。 而在传统上
，

一

般只会关注 ２２ 个或 ２６ 个学习文件 。 但实际上
，
对这

些文件的全面系统解读 ，
特别是对其文本源流进行梳理 ，

比单纯解读文献本身更有价值 。

１ ． 厘清 《整风文献》 的文本作用
，

明确教育运动在抗战时期统
一全党意志和行动的功效

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一场非常重要的学习 教育运动 ， 延安整风运动在统

一全党意志和纪律
，

凝聚力量
，
保持党的纯洁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

其成功离不开 《整风文献》 的修订 、 完善和普及 ，

也离不开 《整风文献 》 参考文件的资料整理和传播 。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 ，
党员干部对学 习文件态度 的变化与 《整风文献》 文本的发展完善是

一致

的 。 整风运动开始时 ， 有个别同志并不重视 ２２ 个学习文件 ， 认为
“

这些文件还不是老
一套

，
有什么

了不起 ， 我不看它 ，
也一样参加讨论

，

一样发言 ， 照 旧可以学习和工作
”④

。 对于这种现象 ， 《解放

日 报》 曾专门发表社论予以驳斥 ：

“

（
二十二个文件 ） 这是

一百年 国际革命运动与二十年 中国革命运

动 的流血经验的结晶 ……整顿三风本身就是当前党内 的 中心工作和改造整个工作的决定关键 ，
而二

十二个文件则是整顿三风和改造工作的锐利武器 。

” ？ 后来 ，
经过整风学习 ， 再加上学习 文件的推

① 〔
日

〕
新岛淳 良编 ： 《延安整風運動资料》 ， 東京

：
早稲 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

１％６ 年 。

②ＢｏｙｄＣｏｍｐｔｏｎ
，Ｍｏｏ

’

ｓＣＷｎａ
＿ＰａｒｔｙＲｅｆｏｒｍ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ｓ１ ９４２

－

４４
，
Ｓｅａ ｔｔｌｅ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Ｗａ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５２ ．

③ 在施金炎主编的 《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 第 ７４９ 页 中对该书有记载
， 但提 出包括延安整风时期 的文献有 １９ 篇 ， 应

是有遗漏
。

④ 《

一定要学习二十二个文件》 ， 《解放 日报 》 （
社论

）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５ 日 。

⑤ 《

一定要学习二十二个文件》 ， 《解放 日报 》 （社论 ） １ ９４２ 年 ５ 月 ５ 曰 。

？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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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

“

已经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学 习热潮
”？

。 同时
，
从初本到订正本 ， 再到完善本的演变过程 ， 也表

明学习的 内容越来越完备 ，
目标越来越清晰 。 各种参考文件和参考资料的 出现 ，

也充分表明各根据

地对这场教育运动的重视 。

２ ． 文本演变体现了敌后新闻传媒的艰辛
，
为延安时期 《解放 日 报》 已经成为党报提供了有利

佐证

《整风文献》 的多种文本 ，
直观反映了整风教育运动

一直处于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中 。 当时的

物资极度匮乏 ，
但为了夺取全国胜利 ，

中 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的 自我整顿 、 学习 与建设 。 虽有党 中

央明确规定的学习文件 ，
但由于处在敌后抗战中 ，

统一的学习教材并没有全面 出版发行 。 最初的学

习材料更多是以 内部资料的形式 出现 ，
因此各地党员干部的学习教材并不完全一样 。 １９４４ 年 ， 冀鲁

豫书店发行的 《整风文件》 增订四版 ， 就是发行于抗 日 战争最后阶段的敌后根据地 。

由于整风运动直接关系全党全军今后的胜利发展 ，

“

有助于推动对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４ 年间根据地制度

变迁影响深远的统一组织所需的制度 、 评价体系的建设
”

？
， 即便是在信息不畅的艰苦的战争年代 ，

整风学习文件也不断向各根据地传达着 。 在残酷的斗争 中
，
在被敌人分割 的敌后

，
国 内外的新闻 、

电讯都是经过报务员
一字一字收抄下来 ， 然后经过译电员翻译才能在报纸上出现 。 整风运动的学习

文件也是这样发送到前线 ， 并在指战员中传达学习 。 甚至在抗战第一前线的指战员也是通过新华社

电台 的报务员拍发接收的 。 １ ９４２ 年改版的延安 《解放 日报》 在整风运动 中 已经发挥了党报作用 ，
许

多学习文件首先在 《解放 日报》 上刊发 ， 然后才被陆续收人到 《整风文献》 中 。

３ ． 梳理海外译本
，
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拓展新视角

《整风文献》 日文译本和英文译本的出现 ， 说明海外学者一直关注中 国学研究 ，
也关注史料的

翻译 。 《整风文献》 的海外译本 ，
以第

一

手资料 ， 让海外学者更直观 、 更深人地认识彼时的中 国共

产党
，
为他们研究和审视延安整风运动史提供最直观的史料 。 同时

，
这种研究也从表面走 向 内在 ，

从对事实的简单认定上升为对内在本质的归纳提升 。 当然 ，
也提供了 可借鉴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 我

们在进行海外研究时
，
不应局限于对史实本身的研究

，

还应当充分挖掘和运用相关史料 。 同时
，
在

对史料进行翻译和还原时 ， 不能仅局限于史料 自 身 ，
还应当广泛地査阅 同 时期相关的重要资料 。 比

如 ，
日文译本并不局限于 《整风文献》 规定的学 习文件 ，

编译者广泛研究当时重要的学习资料
，

一

并编译人册
，
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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