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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辉实践与宝贵经验



第一编　历史的选择：西柏坡时期的由来

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移北

平，这1年10个月构成了中共党史上的“西柏坡时期”。西柏坡时期

虽然只有仅仅1年零10个月，但却书写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辉煌

的篇章。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领导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

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九月会议”

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建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实现了

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毛泽东曾赞誉西柏坡“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周恩来称西柏

坡是“毛主席、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

所”。西柏坡，这个普通的北方小山村，为什么会被党中央选中作

“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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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西柏坡时期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革命（救中国）、

建设（强中国）、改革（富中国）三个大的阶段，笼统地讲是三个

30年。第一个30年是指民主革命时期的28年；第二个30年是指建国

后的29年；第三个30年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36年。如果各用一句话

来概括这三个阶段的巨大成就，第一个30年，浴血奋战，实现了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二个30年，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奠定

了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牢固基础；第三个30年，实现了国家繁荣富

强，人民共同富裕。

2006年建党85周年时，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

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为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件就是确立了社会主

义制度，经过努力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

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东方；第三件就是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

西柏坡时期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阶段，即新民主主

义革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望志路106号

的石库门和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成长于江西的密林丛中，经过

二万五千里长征百炼成钢，在延安时期达到了政治理论上的成熟，

在西柏坡铸就了历史上的辉煌。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并不是

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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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曾经领导世界发展潮流，是世

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了。

自15世纪起，走向世界的西欧与封闭的东方便拉开了差距。18世纪

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仍停留在农业经济状态的中国完全陷入落后挨

打的窘境。从1840年开始，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

略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每战必败，战败后必签订不平等条约，

内容不外乎割地赔款、开口通商，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和

司法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在短短的6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就强迫中

国政府签订了709个不平等条约，勒索战争赔款折合白银共计19亿

5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6倍），抢劫掠夺的无

数珍宝的价值更是无法计算，侵占土地174万平方公里，加上外蒙

古，使我国失去土地330多万平方公里。就这样，中国从一个独立

的国家变成了受列强控制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从封建社会变成了

半封建社会。

（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艰难选择

按照当时的说法，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甘沉沦的中国人民奋起自救。在自救的

过程中，中国人民首先遇到的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来指导革命的

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武器有封建主义的，也有资本主义的。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运用宗教来唤起和组织农民。实践已经证明，宗

教虽然在斗争之初也能当作思想武器，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宗

教不仅不能进一步动员人民，反而成为了毒化人们思想的毒素，成

为了捆绑人民手脚的绳索。宗教最终葬送了太平天国革命。

1. 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

洋务派，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搞了自强运动，又叫洋务运动。

搞得怎么样呢？应该说还是有成绩的，特别是1860-1890年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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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学了很多西方的技术，也引进了很多西方的现代工业，中国民

族工业有相当多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甚至于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

也是在那时产生的。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是特别重要的，只要他

们走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他们为了保住第二步就

不得不走出第三步……这是蒋廷黼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的

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也就是说，一开始是想要仿效西方的军事器

械，那就必须发展军事工业，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走第二步，

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要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就

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只有轻工业才能提供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流

转，这种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过程又需要新式教育。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是非常坚定地认为，我们自己的文

化，我们自己的制度还是世界上的老大，所以和“师夷长技以制

夷”这个口号相匹配的，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叫“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中国的东西还是本体。

但是，这种依靠欺压中国的列强以挽救腐朽的封建政府的如意

算盘，无异于与虎谋皮。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随着北洋舰

队灰飞烟灭，以洋务求富强的黄粱梦也就做到了头。

1894年的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这

个分界是怎么分的？1894年之前，具有维新思想的第一批人，他们

的基本主张就是学习西方的技术。但是1894年以后，具有维新思想

的中国人，看法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中国落后于

西方的可能不仅仅只是技术，可能还有文化、制度这样一些更深层

次的东西。所以从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现象，叫西学

东渐，就是西方的许多思想、思潮纷至沓来了。

2. 戊戌变法

这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

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封建阶级有着较深的利益纠葛，他们既希



★　6　★

的光辉实践与宝贵经验

望发展资本主义以强国，又没有发动革命的勇气和力量，所以选择

了与封建统治阶级合作的改良道路。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他

们通过支持赞同改良的光绪皇帝，发布了几十道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诏书，一时声势滔滔，很有点一举扭转乾坤的架势。但是，几个无权

无势的书生，加上大权旁落的皇上，怎么可能改天换地呢？仅仅103

天，戊戌维新就在慈禧太后政变的刀光血影中黯然收场了。

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改革机会是被书生型的政治家所获

得，为什么是由他们来主导这次改革运动？萧功秦教授在《中国百

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中指出，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

两难性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官僚体制过于封闭，无法容纳现代化

的精英有序地进入这个体制，而进入这个体制的人在长期的官僚主

义的潜规则的影响下，已经磨合得失去了任何改革的动力、愿望、

能力和眼光，而体制外那些有动力、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之所以有

动力、有眼光是因为他们没受到这个体制的污染、干预。于是就出

现了这个情况，在体制内有经验的人没有这个改革的能力，有改革

的愿望的人在体制外没有任何经验。这是一个两难悖论。

此前此后，还有实业救国、文学救国、教育救国、体育救国等

追求国家富强的努力，结果中国还是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继续贫弱

下去，离富强的目标渐行渐远。

3. 辛亥革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

朝反动政府，以资本主义取代腐朽的封建帝制。1898年11月，孙中

山在檀香山成立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拉开了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序幕。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

出硕果———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有很多方面，其最重大意义就是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它不再是用

一个新王朝取代一个旧王朝，而是用一个新的制度体制去取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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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制度体制。

辛亥革命还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的主旨是不

要皇帝了，要人民当家做主，而在过去只有皇帝才是国家的主人。

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这应该说是重大的思想解放。在1912年以

前，在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制度下是不能有政党的。封建时代，中国

政治一向反对结党，结党就是营私，就是对皇帝的不忠，“党人”

往往是攻击政敌的有力话柄，不能结党是封建时代的特征。只有在

1912年推翻了皇帝以后，中国才产生了大量的政党，包括后来出现

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

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的历史功绩，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

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实

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革命的成果也为袁世凯所窃取。尽管孙

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运动，但是都没能挽回局面，

三座大山对人民的压迫依然如故。孙中山去世后，民族资产阶级中

再没人达到过他那样的高度。

旧式的农民战争、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自强运动、仿效西方

资本主义的种种改良和革命的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

任务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

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

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

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

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

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

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

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3~15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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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路走绝了吗？中国真的只有亡国一条死路了吗？正在

这一关键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但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像一阵风一样就刮过来了，

更不是像有些人讲的，说中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陈

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厉害，能说会道把大家骗了，甚至有人说他们

是江湖骗子，其实这个说法一点道理都没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

来，在五四运动以后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信的人越来越

多，是有它的道理的。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召开了一个年会，大家一起讨论，究竟

什么样的思潮能够救中国。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说能够救中国

或者影响中国的西方思潮，大概有五种最有代表性。

第一种是改良主义。毛泽东分析说，这个改良主义，我们今天

看来是走不通的。1898年的戊戌维新，就是当时一些改良派试图在

不触动皇权的基础上来改良，但是最后被保守的清政府残酷血腥地

镇压了。那么后面我们整个的革命过程，已经让大家清楚地看到，

改良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毛泽东讲改良无非就是搞一点小补小漏，

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第二个比较有影响的思潮是社会民主主义。毛泽东说好像也解

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在议会框架下走社会主义道

路。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在议会框架内走社会主义道路，那

么首先议会要立法，综观西方各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是保护有产阶级

的，在这样一个保护资产阶级的法律框架内，你要来搞什么社会主

义革命，岂不是痴人说梦。

第三种思潮是无政府主义。其实在20世纪初叶，人们对社会主

义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那个时候被称作社会主义的，既包括马

克思主义，也包括无政府主义。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包括克鲁泡特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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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公社等。

毛泽东一开始为什么接受无政府主义呢？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

确实太腐败、太无能了，特别是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毛泽东说这

样的政府要他何用，还不如让人民来自己管理自己。但是后来进一

步研究后，毛泽东发现这也是一个空想。无政府主义本质上不要权

力，这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行的，没有权力的社会至少我们今天还

做不到。

第四种思潮是温和的社会主义，也叫罗素主义，是英国大思想

家罗素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这种温和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和

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出一辙的思潮。

通过比较，最后毛泽东谈道，大概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

叫激进的社会主义）是有办法的，因为它要发动劳苦大众来推翻反

动统治。毛泽东说这可能是真正能够救中国的思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当时的中国，没有谁

逼着谁去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无数的西

方思潮之一而已。但是中国人正是在不断求索过程中，通过学习比

较，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而在这个过程中，十月革命的爆发确确实实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的思想界。

首先中国人有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前边中国人学了那

么些思潮，但是在世界上却找不出一个榜样来。你说哪个国家是靠

社会达尔文主义建立的？哪个国家是靠无政府主义建立的？没有。

但是俄国革命成功了，俄国革命靠马克思主义，人民当家做主了，

这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还有一

点，俄国的国情与我国颇为相似。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浪淘沙的比较

过程中，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当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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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四个革命阶级，就会看到：农民阶级力量最大，但总是找不到

正确方向，所以不能领导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缺乏革命

彻底性，也不能担当领导责任；小资产阶级没有经济基础，形不成

独立政党，拉不起武装，更当不了领导者；工人阶级不但能够把民

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且能够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立起先

进的生产关系以取代旧的生产关系，所以，只有他们能提出科学和

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这样，领导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工人阶

级身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很快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

国共产党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

海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也就是现在的兴业路

76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的住宅内。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不同地

区，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他们是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

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

博、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

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会上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辞，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

示祝贺，介绍了有关共产国际的情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

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之后，代表们讨论大会的任务和各项议程。7

月24日，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团组织的建立情况。7月25

日、26日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人起草供会议讨论

的党纲和今后的工作计划，其他的代表休会。7月27日、28日、29

日这三天连续举行会议，主要是讨论由前面三位同志起草的党的纲

领和决议。

7月30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但是，在会议进行期间，一个陌

生的中年人突然闯进了会场，这个人环视了会场一周之后又匆匆离



第一编　历史的选择：西柏坡时期的由来

★　11　★

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凭感觉他认为

刚才这个贸然闯入会场的人可能是侦探、特务，于是建议会议立

即中止，代表分散转移。果然，在代表们分散转移后大概10分钟左

右，巡捕房的特务就把会场包围，并且对会场进行了搜查，但是代

表们转移及时，巡捕们虽然搜查折腾了一番，却一无所获。

在原定的会址不能开会了，怎么办？在大家讨论新的会议地点

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去开会，因为

嘉兴离上海近，交通比较便利。于是，代表们就陆续转移到嘉兴，

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当时，为了不引

起怀疑，特意租了一艘比较豪华的游船。另外，还在游船上摆了一

些比如麻将等娱乐工具，表明大家是来南湖游玩的。于是，会议就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结束了。历史沧桑，烟雨茫茫，谁能想到我们今

天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的大党会诞生于一艘小船上。

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把党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

党，会议最后还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鉴于当时全国党员数

量不多，而且各地党组织也不够健全，会议决定暂时不成立党的中

央委员会，而只成立中央局，来负责领导党的工作。经大会代表讨

论，最后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个人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

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

行的，当时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但是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从此，在古老落

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

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大的事变。自从中国共产

党创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为什么？因为在中国

的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吃亏吃在什么地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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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组织。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老是挨打，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由

于中国积贫积弱，另一个是中国是一盘散沙。贫和弱，这是客观事

实，因为中国在近代落伍了，所以很贫穷，很弱小，这是客观的。

但是积呢？就是主观的了。其实贫和弱还并不可怕，关键是贫和弱

在不断地积累。那么为什么会积累呢？因为没有组织，所以我们就

叫作一盘散沙。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这种状况。

具体来讲，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

领导核心。过去一切旧的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领

导核心。因此，党的创立就使得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

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

自己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成

立的。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正是因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

走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而取得了胜利。第三，中国共产党

的创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的方案。经过艰苦探索，经过

曲折失败，中国革命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最后取得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上三点，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

中国革命的面貌真正地焕然一新了。

我们党首批53名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工人出身

的党员其实只有一个人，叫郑凯卿，他还不是产业工人，是武汉文

化书院的一个工友。这些人的家庭背景都很好，都比较富裕，他们

参加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

了追求理想，追求进步。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几位领导者，除了

毛泽东出身富农外，其他都是出身地主家庭，这个不奇怪，那时候

家里没有几个钱就很难外出读书，更别说接受马克思主义了。

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家的佃户就超过了1500人，他留学

回来已经当到了县教育局局长，可是却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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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农民起来革命。他甚至直接带人来分自家的地，这块给你了，那

块给他了，把家里人给气坏了，却被农民称为“彭菩萨农民王”。

广西的韦拔群，他家是当地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家里牛群

之多，甚至到了有的牛因拥挤踩踏致死，并且过了很长时间都不被

发现的程度。可是他也开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给农民自卫军购

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拔哥”。

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

多为了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

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

为信仰。没有一批这样的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建党28年就夺取全

国政权，它所领导的军队不可能建军22年，就能有百万雄师过大江

的气势。它的力量首先来源于它的信仰，来源于一批这样的人的献

身。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

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

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就来自广大党员干部

与革命群众对主义的真诚信仰。

2007年，温家宝在同济大学发表讲演时讲到：一个民族有一

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

那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关注天空，才能建立起一个宏大的理想和信

念；只有关注天空，才能抛弃个人狭隘的思想和利益；只有关注天

空，才会有全局意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干了两件大的事情。一是把主要精力

从事工人运动。为什么要从事工人运动呢？毛泽东在1962年召开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

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

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

说没有完全弄清楚。”由于对如何革命并不清楚，所以就照搬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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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

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把主要精力从

事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领导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

潮，前后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爆发的罢工斗争有100多次，参加

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从事工人运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

在全国的影响，并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有生命活力

的政党。但是，中国的国情和欧洲不同，中国工人阶级毕竟人数太少

了，仅仅依靠搞工人运动，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是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和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

共产国际的促动下，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党

的三大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和国民党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

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在政治上基本上推

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不懂得政权和武装的重要

性，没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蒋

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仅1927

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即达31万人。

中共党员人数从近6万减至1万多。就像毛泽东在七大的一次讲话中

说的：我们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

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在共产党员由6万人

锐减到1万人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在绝

境中奋起，开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共产党成长于江西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

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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