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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青年读毛泽东著作

1958 年 6 月 2 日至 8 月 13 日，共青团中央召开了长达 73 天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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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三中全会，会上做出了《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

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全国性学毛泽东著作（下称“毛著”）活动由

此兴起。

全国青年学习毛著的活动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和引导，并获得过多

次具体的指示。1960 年 3 月共青团三届六中全会批准了《共青团中央

关于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工作规划》。其后还

会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习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还在全国 25 个省市区的 87 个城市进

行了观摩学习和经验交流活动，影响很大，使各地 100 多万人次受到了

宣传教育，全国青年读毛著的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a

中山青年雷厉风行，1960 年中，已有近六万名青年参加了毛著的

学习运动，全县已建立了毛著学习小组 625 个。团县委还要求团干部都

要参加学习小组，公社团委书记以上干部，年内要学完毛泽东选集第四

卷，有阅读能力的，应学完全部毛泽东选集。b

1964 年，中共中山县委在多次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在工农群众中

掀起学习毛著的热潮。要求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发扬奋发图强、自力

更生、苦干实干、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

在 1964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中山县第四次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

子大会上，共青团中山县委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开展比学

赶帮的革命竞赛，为促进我县青年更加革命化而努力》的工作报告。报

告提出了 1964 年中山青年工作的任务，其中第一点就是：“努力学习

毛主席著作，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报告指出：“学习毛泽东思

想，是使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进行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当时有人担心青年文化水平低学不了，也有人认为青年不是领导干

部学了用不上，农村青年更认为整天参加生产劳动没时间，城镇的青年

也认为无人辅导坚持不下去。共青团中山县委认为：“这些思想都是不

a 李玉琦主编：《中国共青团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第 244—246 页。

b 共青团中山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充当社

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英勇突击队》，1960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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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只要坚持按照‘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的学习方

法，就能真正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到手。”

为了推动青年学毛著的运动，共青团中山县委还采用树立先进典型

的做法。当年佛山市刚刚脱去文盲帽子的青年职工、小榄搬运站托儿所

的保育员、龙端大队的团总支书记、平沙农场的青年职工是青年学毛著

的榜样，他们都“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到武器，增

添力量”。

共青团中山县委还重点推广了沙溪公社龙瑞大队青年民兵学习毛泽

东著作的经验，还举了一个“四学反对自由主义”的例子：一学解决了

“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思想，二学解决了“不敢批判生产队长

的思想顾虑”，三学学到了“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风格，四学

学到了做宣传工作。

在群众性的读毛著活动中，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三篇文章被人们称为“老三篇”。这个“老”字有两重含义：

一是经典，二是要反复学习背诵。这三篇文章确实对中国人的精神境界

和人生品格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在“老三篇”中提倡了三种精神：

一种是以八路军战士张思德为代表的“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

一种是以抗战期间加拿大援华大夫白求恩为代表的“毫不利己，专门利

人”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种是以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故事为象征的一往

无前的奋斗精神。这三种精神，在当年的延安和新中国建设，都曾经成

为行动指南，发挥过无比巨大的威力。“为人民服务”又因其成为一种

时尚风气而广为传播。

在全社会学习毛著的热潮中，共青团还特别强调学习毛泽东的《青

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

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

支强有力的军队。”毛泽东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

标准呢？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

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

或者是反革命的。毛泽东的教导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走与工农相结

合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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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中，中山全县有青年学毛著小组 114 个，人数 2073 人。a1965

年，毛泽东著作群众性学习运动向纵深发展，中山各单位普遍建立了学

习毛泽东著作的制度，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b1965

年 9 月 20 日至 23 日晚，中共中山县委召开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

子经验交流会，有 300 多人参加，县委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

大红旗奋勇前进》的报告，一批积极分子介绍了学习经验。会后县委

还组织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报告团，到各公社做巡回报告。1966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6 日，中山县委召开中山县贫下中农代表和农业先

进单位代表会议，强调要抓两个突出：一是突出政治，大学毛泽东著作；

二是突出自力更生，大抓积肥。同年 4 月下旬，全县上下大规模举办干

部和积极分子集训班，系统学习毛泽东的主要著作，培训时间为 20 至

25 天，参加人数达 1.53 万多人。c1966 年中，共青团中山县委组织了

34033 人参加学习毛著，占青年总人数的 88%，建立了一支有 6996 人

组成的学习辅导队伍。d1967 年 5 月 10 日至 13 日，共青团中山县委在

三角公社召开全县青年学习毛著讲用大会，全县 481 名青年代表参加。

大会采取了“听”“访”“看”“议”的形式，推广了东会大队狠抓根

本，大学大用“老三篇”，破私立公，开展“全家红”活动的经验。e

1968 年，中山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城乡普遍开展“三忠于”（忠

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活动，青年成为活

动中的积极分子，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在青年中广为流行，青年踊跃

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68 年，中山全县发行《毛泽东选集》（一

至四卷）13.5 万册，平均 1.2 户一册，《毛主席语录》45.7 万册。为了

a 共青团中山县委：《中山县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团的工作总结报告》，

1964 年 6 月 13 日。

b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中山历史（第二卷）》，中共

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0 页。

c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中山历史（第二卷）》，中共

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1 页。

d 共青团中山县委：《中山县四清运动地区青年工作的基本总结》，1966 年

9 月 18 日。

e 共青团中山县委：《中山县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情况报告》，

196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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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形式的需要，中山印刷厂日夜加班，印刷《毛主席语录》181 万册，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232 万册，“老三篇”90 万本，《毛

主席最新指示》51 万本。

1969 年 4 月 10 日至 17 日，中山召开全县“1969 年活学活用毛泽

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先进代表大会”，出席的先进个人 2658 人，先进单

位代表 460 人。会上，有 18 人做了“讲用”报告，20 人在小组会议上

做了“讲用”发言。1970 年 4 月 24 日至 29 日，中山县再次召开学习

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参加者

达 6300 多人。a

这一时期，中山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青年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推动生产的发展

和青年工作的展开。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意气

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塑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对于广大农

村青年来说，最为直接的效果就是，学毛著与文化扫盲工作相结合，青

年的文化识字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但也存在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个

人崇拜等问题，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果。

a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中山历史（第二卷）》，中共

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46—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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