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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没有根据地, 就没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没有根据地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生存、 发展、 壮大的历史。
根据地是新中国的雏形, 没有根据地丰富的土地革命的经验、

政权建设的经验、 经济建设的经验、 军事斗争的经验, 新中国的建

立、 巩固、 发展难以想象!
中国革命走的是 “农村包围城市” 的道路, 即中共把工作重心

放在农村,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 进行土地革命、 政权建设、 武装斗

争, 长期积蓄发展力量, 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城市和全

国政权。
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根据地建设历史中, 不仅深入进行了土地

革命, 得到了占中国人数最多的亿万农民的拥护, 铸造了一支战无

不胜的人民军队, 而且建构了一套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

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 实践了议行合一的民主共和制, 成功

实现了在中国版图内的局部执政。
早在 1920 年代末 1930 年代初, 毛泽东就把中共领导下的土地

革命、 武装斗争、 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到了一起, 提出并实践

了 “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想, 走上了 “农村包围城市” 的中国特色

的革命道路, 建立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认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 土地革命是中国

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 根据地则是中国革命的依托和阵地。 没有根

据地, 武装斗争难以成功, 土地革命不能开展, 土地革命的成果难

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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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根据地建设是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性质、 经济社会状况以

及中国革命特点的结果, 也是他总结历史经验, 特别是黄巢、 李自

成流动作战以致失败的历史教训的结果。 毛泽东在 《关于纠正党内

的错误思想》 一文中强调, “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 建立

人民群众的政权, 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 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

法, 去扩大政治影响”① 是极严重的错误。
学界一直比较重视根据地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资料方面先后出版了韩延龙、 常兆儒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江

西省档案馆、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

料选编》 上中下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甘肃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室编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1 ~ 4 辑 (甘肃人民

出版社, 1985 年版), 陕西省、 四川省文化厅编 《川陕根据地革命

文化史料选编》 (三秦出版社, 1997 年版), 等等。 此外, 原各根据

地所在区域的党史办、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了大量的资料, 按

不同的根据地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分别出版, 如中共广西党史资

料征集委员会编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上下册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 1989 年版), 等等。 各根据地史料的搜集整理为根据地史的研

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此基础上, 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就笔者所见:
1980 年代重要的著作有马齐彬等著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 (人

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魏宏运主编 《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 (天津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共党史研究会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根据地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陈廉编 《抗日根据地

发展史略》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温贤美主编 《川陕革命根

据地论丛》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等。
1990 年代的重要著作有魏宏运著 《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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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1990 年版), 谢忠厚、 肖银成主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
(改革出版社, 1992 年版), 唐志宏、 谭继和主编 《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史稿》 (成都出版社, 1993 年版), 舒龙、 凌步机主编 《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等。
21 世纪前 10 年又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如陈廷煊著 《抗日

根据地经济史》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谭克绳主编 《中国

革命根据地史》 上下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等。
有关根据地史的研究成果涉及根据地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

方面面。 不过专门研究根据地政权的不多, 目前所见有杨圣清著

《新中国的雏形: 抗日根据地政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版), 蒋伯英、 郭若平 《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后者并非研究政权组织本身而是梳理政权建设的历史。

本书是笔者多年研究根据地政权结果的汇集, 当中不少内容是

第一次公开展示。 全书分三篇:
第一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研究, 主要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权力机关、 行政机关、 行政监督机关、 司法机关、 选举制度、 干

部制度为研究对象。 本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政权建设中的地位和影响, 力图总结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政

权建设的经验教训。
第二篇为川西北康北红色政权及相关问题研究, 主要以 1930 年

代中期川西北、 康北苏维埃政权, 格勒得沙共和国, 波巴共和国政

权为研究对象。 本篇指出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康北建立的少数民族

政权是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早期实践。 同时为了对川西北、 康

北红色政权及格勒得沙共和国、 波巴共和国有接近历史真实的正确

解读, 笔者对川西北土司土官在民国时期的变动作了系统考证, 并

对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北后川西北土司土官 “一边倒” 地反对红军的

政治态度及原因作了仔细的分析。
第三篇为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研究。 本篇不同于

以往根据地政权研究之处在于把视角放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

据地乡村, 探讨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中的民主问题、 廉政问题、 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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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参政问题。 本篇通过一系列典型个案的分析, 指出华北抗日根据

地政权是民主的、 廉洁的、 平等的、 开放的。
必须强调的是本书虽名为 “20 世纪前半期中共根据地政权研

究”, 但并非根据地政权史、 政权建设史, 它并没有建构一套严密

的体系, 而是根据笔者研究所长, 随心所欲, 将与根据地政权相关

的研究展示出来, 显得较为松散。 从研究时段看, 本书主要立足于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中期, 并未涉及 1940 年代末解放区政权。 从

研究内容看, 笔者第一篇从政权体制层面探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权机构设立的得失却没有对苏区政权建设的过

程加以描述; 第二篇探讨了 1930 年代川西北康北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建立过程却没有对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内部结构进行解析; 第三篇虽

然研究了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中的民主制

度, 并对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一些重要政策如廉政、 禁毒等进行了探

讨, 但缺少对根据地县级政权、 边区政府内部机制的分析, 且仅仅

局限于华北抗日根据地及陕甘宁边区, 整个研究都没有论及华中抗

日根据地。 所有这一切皆是本书的遗憾。
不系统、 不完整且结构松散难符 “20 世纪前半期根据地政权研

究” 之名, 故笔者以 “感悟” 二字示人, 望读者批评指正。
如果把学术研究领域比作百花园的话, 雍荣华贵的牡丹、 光彩

迷人的玫瑰固然非常重要, 但一些其貌不扬的小花仍然不可缺少。
虽然它不能给你带来你所期待的享受, 但你只要专注于它, 也是会

有所收获的。 本书正是这样一朵不起眼的小花, 祈盼同行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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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刚刚过去的 20世纪曾发生了许许多多让人震惊并令人深思的重
大事件。下面就是其中的两件:

1935年 12月，年轻的成长中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已有 4年历史
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7 年 2 月又在
致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作出了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
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保证。作为一种国家政权，苏维埃在中国消
亡。从 1927年秋天开始的长达 10 年之久的中华苏维埃运动正式画
上了句号。

1991年夏天的苏联处在动荡之中，莫斯科“八一九”事件举世
瞩目。它的发生标志着苏共作为有 70余年执政历史的执政党被赶下
了台; 它的发生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结束; 同
样，它的发生也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瓦解和苏维埃
政权历史的终结。

众所周知，1920 年代后期至 1930 年代中期的中国苏维埃政权
从名称到体制均来自苏联，这已是不争的史实。苏联的集权体制和
过“左”政策对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这既推动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也给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
政权和苏区人民带来了消极影响甚至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触摸历史，研究者会发现，将“苏维埃”从苏联 “移植”到中
国，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乃至最终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具
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巨大意义，而且中国苏维埃同苏俄式、苏联式，
即苏式苏维埃在指导思想、运行模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个
区别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中国苏维埃称为 “中国特色的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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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或“中国式苏维埃”。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国苏维埃运动
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着把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政权中国化与企图
把中国农村革命政权苏联化两种倾向。在两种倾向的斗争中，前者
最终战胜了后者，这使一开始就有中国地方特色的中国苏维埃运动
及其政权最终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政权模式。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苏维埃运动及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学者，注
意到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政权同苏维埃俄国及苏联的相同和
相似之处，这无疑是有重大价值的，但对中国苏维埃政权同俄国及
苏联苏维埃的区别论述甚少，至于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更是无人论及。
那么，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政权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呢? 毛泽东在讲到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时，说它有三性: 人民性、民主性、民族
性。对中国苏维埃革命及政权特色的界定我们可以借用毛泽东的这
句话。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特色就是人民性、民主性和民族性。

我们认为，对苏维埃政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不能仅仅看
到共产国际、苏共、苏联、列宁、斯大林等等对它的影响。中国苏
维埃运动发生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从发生发展的平台来
看，受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环境等诸种变动因素的
影响，这是苏式苏维埃所没有的; 从民族精神和文化历史的演进来
看，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忧患意识、民本思想、革新精神、和谐包
容开放的民族心态更是苏式苏维埃缺少的。这种有别于苏式苏维埃
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就是中国式苏维埃的民族性。

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儒学文化为核心并以儒学知识分子的价值观
为导向的国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很长时间里，国家是通过科举制
度吸引知识分子并让他们参与到国家政权管理中来。知识分子则以
正心、诚意、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做人准则
和政治理想。这种修身原则和政治诉求在近代并没有中断，而是在
近代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下被像孙中山、毛泽东等这样的知识分子
继承下来。这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仍然是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影响着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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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等无
不受中国儒学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以各自扬弃的态度和不同的方
式把中国民族精神中一脉相承的忧患意识、民本思想、革新精神等
贯穿在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中。这样一来，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持激进主义态度的中共知识分子群体建设下的中国苏维埃政权便
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了自身的中国特色。

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性，还因为它的组织者、领导者就是典
型的爱国者，他们是为了中国，为了中国的 “救亡图存”才接受十
月革命的炮声所送来的列宁主义，并进而接受斯大林为中国规划的
苏维埃运动。当日本军国主义的炮声使中国陷入民族危机的深重灾
难而苏维埃国家政权组织已成为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障碍时，中
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它。在我们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
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客观要求，果断地从外 “移植”苏维埃政权
模式，将它“中国化”，并为它的发展壮大奋斗牺牲，当人民的利
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要求建立新的民主政权时，就及时提
出了建立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主张，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精
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体现。

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性在华北事变至西安事变后这一历史发
展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民族危机每加深一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权的民族性就越
明显。中国共产党人放弃苏维埃政权模式是中国苏维埃政权本身的
民族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历史性的抉择赢得了人民的拥
护和支持。在这里民族性体现着人民性。

人民性是中国特色苏维埃政权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最重
要的特色。

江泽民论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其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
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这一条讲的就是人民性。在中国，人民性既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民主观的中国化，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主义
精神。人民性蕴含在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及其组织运行中。
这不仅在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建设中有充分的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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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的是议
行合一的民主共和制。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民众是国家和社会的
主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既体现了人民性又
体现着民主性。

———工农民众以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全国苏维埃代
表大会、地方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乃至最基层的苏维埃乡、村代表
会议。苏维埃的选举制度充分体现了工农民众当家做主、监督、管
理国家的权利，苏维埃选举运动锻炼、培养、提高了工农民众参政、
议政的能力。可见，苏维埃国家的选举制度体现了人民性和民主性。

———苏维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工农代表构成的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关人民
委员会及最高司法机关、司法检察机关，还有最高军事机关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都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产生。
它们，包括苏维埃中央政府都受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监督，向它负责。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
会有权罢免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司法检察机关、最高
军事机关相关领导人的职务。省、县两级苏维埃地方政府以及区、
乡、村苏维埃基层政府都由工农民众直接选举的区、乡、村的同级
苏维埃代表会议和间接选举的省、县苏维埃同级代表大会产生，受
它监督，并向它负责。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苏维埃代表会议都有
权罢免同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可见，苏维埃国家政权体系的组
织运行也体现着人民性和民主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根本大法是由苏维埃全国代表大
会通过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
各项法律法规，其制定和实施受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及地方苏维埃
代表大会的监督。从国家根本大法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到各项法律法
规，如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等无不把保护工农的利益、体现
工农当家做主的原则放在第一位。苏维埃各级政府都在为做到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而努力。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各项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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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和工作制度，形成了司法制度相对独立的体系。在司法过程中
普遍采用的陪审员制度、法庭审判合议制度、法庭审判回避制度、
辩护制度、上诉制度、重大案件复核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巡回法
庭、群众法庭、司法机关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的制度等等都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的苏维埃政权在立法、司法及司法监督中的人
民性和民主性。

———苏维埃政权实行 “党管干部的制度”，苏维埃政府的重要
干部的选拔、培养、考核、监督，中国共产党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许多重要的干部采取直接或间接委任的制度，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干
部同时又兼任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职务，但是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代表、各级苏维埃政权的许多干部是由工农民众直接或间接选举产
生的，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要求阶级出身好、能代表工农的利
益，同时又有相当的行政能力。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共产党的干部
而且要求苏维埃国家的干部都必须廉洁奉公、全心全意地为工农服
务，成为像巴黎公社委员们那样的 “人民公仆”。可见，苏维埃国
家的干部制度也体现了人民性和民主性。

———干部腐败和官僚化是近代以来各种国家管理制度下难以避
免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发动、领导苏区人
民大张旗鼓地开展廉政运动，并通过法律的力量把腐败减少到了最
低的限度，还使官僚主义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这更体现了苏维埃
国家政权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处理党政关系，执政党和政府
同群众团体，如工会、妇代会的关系时也始终把工农群众特别是妇
女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颁布相应的法规予
以保障。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代表，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从根本上体现和维护着苏区人
民的根本利益。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权虽然体现了民族性，
并在根本上体现着人民性和民主性，但其人民性和民主化的程度是
非常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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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国家政权，
在中央及地方国家权力机构中是清一色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共同
时代的中国其他党派，如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人权派、乡
村建设派等与苏维埃政权无缘，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则是
革命的对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并非各个阶级的联合政权而是工农独裁
专政，只有工农群众才享有国家权力。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在苏维埃政权下失去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富农成了打击对象，地
主则成了专政对象。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追求国家政权
的民主化、法制化，但非法制化、非民主化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了
镇压反革命，国家政治保卫局成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集侦查、逮捕、
审讯、判决、执行于一身的特殊机关; 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政府
成了执政党的派出机构; 践踏剥削者及其家属人权，蔑视剥削者及
其家属生命的事实层出不穷; 肃反被严重扩大化了，残酷打击，无
情斗争，刑讯逼供，很多杰出的革命者和优秀的人才蒙冤受屈，无
辜丧生，他们被不公正地非法地处理、杀害而又难以通过正常的法
律途径予以纠正; 法律法规不少停留在纸上，难以实际贯彻执行;
反“围剿”战争后期大规模的、不断的征兵、征粮、公债使民众负
担十分沉重; 通货恶性膨胀、经济迅速凋敝，经济失败，军事失败，
被迫战略转移，苏维埃政权名存实亡，最后不得不放弃。

1920年代末至 1930 年代中期的中国苏维埃政权是今天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权的雏形。今天的人民共和国政权是历史上苏维埃共和
国政权模式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华苏维埃运动及苏维埃政权建
设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才值得我们深深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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