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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年11月到1952年7月，邓小平任中共西南

局第一书记，主政西南，其间他非常重视党建工作，

党建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文所讨论的主

题——“清党”，正是他重视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表

现。有关这方面的思想和成果，主要证据就在《邓

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一书中。该书收入了邓小平在

西南地区工作的文章、报告、讲话、电报、指示、书

信、题词等文稿，共计140篇，这些文稿多处深刻地

讨论了清党工作和清党工作在党建工作中的重要

作用。比如：

1950年7月1日，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9

周年大会上讲：“我们党内也有另外一种党员，他们

入党的动机是不纯的。他们入党，不是来革命，不

是来为人民服务，而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国

家政权的党，想利用共产党员的地位，来达到他们

贪污腐化、升官发财、营私舞弊，甚至保护封建势

力、压迫人民、破坏革命的目的。这种人在我们党

内虽然不多，可是他们的行为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

有不少的损害，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对于那些

暗藏在党内的阶级敌对分子，对于那些屡经教育不

知改悔的贪污腐化分子，就必须在精细审查之后清

洗出去，以保持党的纯洁性。”[1]p187

1950年9月11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

央的报告中写到：“党内还有另外一种品质恶劣的

人，这种人跟着党走了十多年，可是思想作风却很

少有党员的味道；党内一有问题，他们总要兴波作

浪，从思想上和行为上散布毒素。他们又善于看风

转舵，一遇批评就很快缩回去了。有的还标榜：‘大

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并引以为自豪。胜利后由

于党的组织松懈，这种人数量虽然不大，但显得非

常活跃。西南党的情况是：各级领导机关忙于一般

政策和工作的指导，没有足够精力注意到党的内部

生活的指导。党的生活很不健康，自由主义空气颇

为浓厚。这是各种坏倾向都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也 是 少 数 恶 劣 分 子 得 以 兴 波 作 浪 的 重 要 原

因。……我们觉得，一个胜利了的党对于党员的要

求应该更严格些。我们有一批党员的觉悟确实太

低，这只能逐步地而且主要从教育中加以提高。但

如果我们不在党的组织上采取严肃的态度，就不可

能使党员水准即共产主义的水准逐步地获得提

高。对于个别品质恶劣的人，对于完全不合乎党员

条件的人，对于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谨慎地、个

别地清洗出党是必要的。”[1]p240-241

1950年9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组

织工作会议上讲：“要搞好审查或整理党组织工

作。要看到有一部分党员不合格，对个别品质极坏

的必须清洗。有一个干部在汉口病了，占一幢洋房

子，一天大叫中菜西吃，后勤部只得给他八个病号

饭，病好了回到重庆还要八个病号饭。这种人最好

请他自动退党。又如重庆市朝天门一个税收干部，

每月工作时只收税三十几万，但实际上可以收取一

千多万。这种消极怠工的你们说合格不？有的南

下干部身上有窟窿，骄傲自满，认为革命成功了。

有一位同志要回上海休养，以退党来威胁，这种思

想觉悟不高的请他退党，否则按党章开除出党。到

西南后我们忙于行政，党的组织松懈，支部工作没

人做了，坏思想、坏作风就腐蚀我们党。今天个别

的、少量的清洗，以典型教育大家很有必要，这会使

我们党更健康。

整理和发展党组织都是建立在教育基础上的。

清除个别不符合条件的人是必要的，但绝大多数人

应该通过教育来加强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思想。

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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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什么，不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

义。有的乱搞男女关系，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得不管，

我们必须把这种人从防空洞中拉出来。”[1]p250-251

1951年1月3日，邓小平在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

议上讲：“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

上。……对现有的共产党员，凡不合乎起码条件的

要作适当清洗，不能拿党龄长短来作标准。一般不

够条件的党员，凡能教育改造的都应加强党的教育

与组织生活，使他逐渐合乎条件，这是主要的一面。

但是完全不合乎的党员，我们就要劝其退党，如果他

不愿出党就开除他的党籍。把这种人洗刷了，党就

会更健康、更纯洁，就会获得更大的胜利。”[1]p310

1951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

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会上讲：“现在加入共产

党，很少冒着生命危险，所以吸收党员要更严格。

同时要注意对老党员的教育。党内还可能混入个

别的坏分子，对于这些人必须加以清洗。刘少奇同

志号召全党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最近

党中央还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形成了

《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了党员标准

八个条件。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这八个条件，特

别是今天，党已是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对党员的要

求要更高。……对于那些不愿遵守党员八条标准

的同志，要劝他们出党；对于新党员同样要给以长

期教育，必须合乎标准。”[1]p403

1951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作报告讲：“把整党与整风结合

起来，同时可以结合清理中层。于明年五六月（贵

州是六七月，云南可按自己的情况定），即土改完成

之后，分批集训所有党员，进行整党和整风。整党

的目的在于使每个党员受到八条标准的教育，同时

清洗少数蜕化分子出党。整风的目的是总结工作，

布置今后工作和讨论生产、节约问题，形成节约、增

产风气。”[1]p450

二
上述这些材料，邓小平是在充分肯定我党主流

好的基础上看到的问题，它表达的是一个生活、工

作、战斗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但自己还在努力解

放大西南的、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远大抱负的

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邓小平对党建工作及其意义

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意识。这些

材料的中心思想是：清党是必要的，谨慎地使用清

党手段有利于搞好党的建设工作。具体内容有如

下几点：

1、他指出了清党的对象，即哪些党员是应该或

者是必须要清除出党的人。这些人有：一是“那些

暗藏在党内的阶级敌对分子”，“混进来的阶级异己

分子”，混入党内的“个别的坏分子”。 他们入党的

动机是不纯的。他们入党，不是来革命，不是来为

人民服务，而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国家政权

的党，想利用共产党员的地位，来达到他们贪污腐

化、升官发财、营私舞弊，甚至保护封建势力、压迫

人民、破坏革命的目的。二是品质恶劣的人，即那

些跟党走了很多年却“思想作风”很少有党员味道

的人，那些党内一有问题就“兴波作浪”的人，那些

居功自傲、自私自利、贪图享乐、消极怠工的人，那

些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等等。三是“完全不合乎党

员条件的人”。四是少数思想蜕化分子和不符合起

码条件的人。这几种人中，前三种人必须清除，第

四种人作适当清除。

2、他指出了为什么要清党，即指出了清党的背

景、出发点和意义。关于这些，邓小平明白无误地

指出了两点：

第一，他认为清党是纯洁组织的需要。他讲的

“如果我们不在党的组织上采取严肃的态度，就不

可能使党员水准即共产主义的水准逐步地获得提

高”、“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上”就是

这个意思。这说明清党是一种组织手段，是一种组

织纪律手段。党的组织不纯，党的事业难成。上述

这些人如果在党内，那是党极不纯的表现，他们腐

化党的思想，败坏党的形象，破坏党的事业，阻碍革

命胜利，影响社会进步发展。所以，从组织建设的

角度，从组织纪律的角度，必须坚决把这些人清洗

了（“洗刷了”）。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的纯洁

性”，提高党的“共产主义水准”，使“党更健康”，使

党的事业“获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他认为清党是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的现实需要。原来我们是革命党，1949年新中国成

立后我们党转变成为了执政党。这样，党肩上的担

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历史使命更高了……。在

这种背景下，对党的要求、对党员的要求，都比过去

更高更严了。邓小平反复强调：“现在（即新中国成

立以后）加入共产党，很少冒着生命危险，所以吸收

党员要更严格”、“一个胜利了的党对于党员的要求

应该更严格些”、“党已是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对党

员的要求要更高。”更严、更高，是党成为执政党后

新形势下的客观要求，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对我们

党和党员的要求，是党自身发展进步的需要。更

严、更高，是人民对我们党和党员的要求，是历史对

我们党和党员的要求。清党，从一个方面可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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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更严、更高的要求。

3、他指出了清党如何“清”法，即指出了清党的

原则和方法。这里，邓小平至少指出了四点：

第一，清党要以党员标准为准。是不是一个合

格党员，党章中有明确规定，党纪党规中有明确规

定。因此，清党首要的一条就是以党章和党纪党规

中对党员的要求为基本依据。凡完全不合党员标

准的，或者“劝其退党”，或者按党规“开除”其党

籍。凡不符合起码条件的，适当清除。同时，邓小

平指出：清党“不能拿党龄长短来作标准。”

第二，清党必须坚持教育为主原则。清党，是

党建工作的一个辅助手段，它不是主要手段。清党

目的是要把党组织整好整强，是建设党，不是要把

党组织整垮，不是借机报复整人。因此，邓小平指

出，党建工作，主要的方面还是“教育”。其实清党

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手段。他讲的“个别的、少量的

清洗，以典型教育大家很有必要”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有句古话：“杀鸡给猴看”能形象地表达这个道

理。清党，一方面是对那些屡教不改的顽固分子的

最后教育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这些人的处

理教育别的人或者后来的人。

第三，清党必须坚持个别性原则。清党的个别

性原则表达的是要清除党组织的对象是个别的，甚

至是极个别的。因为党主体是好的，只有个别的腐

化了变质了需要清洗。邓小平认为“个别的、少量

的清洗”，“这会使我们党更健康。”

第四，清党要坚持谨慎性原则。归根到底，清

党是处理人的问题。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莫过于

人的问题。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清党要“谨

慎”。“第三”讲的个别性原则已能够一定程度反映

这个谨慎性原则的特点。为什么只处理个别人甚

至是极个别的人呢，这里充分体现了我党在清党时

特别的谨慎。所以，邓小平经常把二者连在一起反

复地讲：“谨慎地、个别地清洗出党是必要的。”再看

看上面文字中的用语和用词：“必须在精细审查之

后清洗出去”、“凡不合乎起码条件的要作适当清

洗”，看看“精细审查”，看看“适当清洗”这些用词，

就知道我党在做清党工作时是何等的谨慎了！

综上所述足见，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期间对清党

工作是高度重视的，并深刻地认识了清党工作与党

建工作之间的重要联系。一方面他指出了清党的

对象、清党工作开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

他也指出了清党工作的严肃性，要求必须掌握原

则、标准，要注意方法等等。同时，他认为清党工作

与党建工作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清党工作是属于

党建工作的一个方面的工作。它的开展，前提是要

把党建工作搞好、把党建设好！

三
学习了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关于清党工作以

及清党工作在党建工作中作用的上述论述之后，笔

者有如下几点认识和体会：

清党就是历史上把那些钻进党内的异己分子、

品质恶劣的人和思想蜕化以及不合格的党员从党

组织中清洗出去从而使党组织更纯洁、更健康发展

的整党建党活动。清党，历史上不少党派都开展

过。为了党的健康发展，为了党的目的实现，历史

上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主张清党的。

翻开马克思主义党建史，马恩在《共产主义者

同盟章程》中多处讲到退党、离盟和“开除出盟”的

问题，尤其是在“反盟罪行”条文中明确指出：“凡不

遵守盟员条件者，视情节轻重或暂离盟或开除出

盟。凡开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2]笔者理解：

“暂离盟”就是暂时清除出盟，是反盟罪行之小罪；

“开除出盟”就是永远清除出盟，是反盟罪行之大

罪。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开展过两次大规模“清党”

工作，一次是1919年，另一次是1921年。尤其是第

二次规模特大，共开除了17万党员，占当时俄共布

党员总数的25%左右[3]。列宁还留下了一段“清党”

的至理名言“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

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

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

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4]足见，马克思主

义政党历史上是十分重视清党工作的。

历史镜头对准了今天，对准了21世纪，人们如

何看待清党及其在党建工作中的作用呢？众所周

知，清党早已成为历史了。尽管我们的党章中还是

写着什么情况下该退党、什么情况下该开除出党，

也就是说在我们党章中、党的文件里虽然还保留着

清党的理论和政策依据；尽管我们也同时经常在开

除党员，但事实上人们不再提“清党”了。为什么

呢？因为清党在历史上出现过“左”的一面，它总是

和可悲的运动连在一起，曾经有过很深的历史教

训。所以今天人们不再提“清党”了应该是有可以

理解的一面，但是，是不是由此历史上“清党”的意

义我们也不再提了？甚至由此我们连党章中规定

的“劝其退党”、“开除出党”这些工作也就不再做了

呢？据说，有的地方、有的单位领导有这样一个逻

辑：即是说，如果有人退党，有人被开除党籍，说明

自己的领导工作就做得不好，这样的话，上级党组

织就要来追查，领导就要被处理。因此，“劝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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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开除出党”就成了纸上谈兵、一纸空文了。当

然，更不要说“清党”了！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党是

不容许任何影响党健康发展因素存在的。对于党内

存在的问题，我们党是十分清楚的。党的十七大报

告明文指出：我们“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一些基层党

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

然比较严重。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认真

加以解决。”[5]因此，为贯彻党的文件精神，近年来全

党经常开展全面的整党整风活动。这些整党整风活

动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历史教训的警

示，加之现实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的地方整党整风

就是搞形式，靠把文字材料做好来欺骗群众和上级

党组织，对那些党性不强、党的组织观念差，尤其对

那些腐化堕落的党员不做恰当处置，造成很坏的影

响，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党的建设，影响了党在群众中

的形象。今年我党建党九十周年，值此时节，笔者以

为，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应该记住邓小平60年前说

过的话：“个别的、少量的清洗，以典型教育大家很有

必要，这会使我们党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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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ext illustrates Deng Xiao-ping’s ideas on cleaning the Party and its role in the building of the
Party. He believes it is necessary to clean the Party individually and cautiouslly，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organization means in the Party building and is beneficial for the Party to develop healthily and to win greater
victory. Objectively，his discussion is still meaningful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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