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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精神研究综述（代序）

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

挥所”。在这里，中共中央组织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彻底废

除了盘亘在中国大地上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根基；组织指挥了伟大的

战略决战，决定了中国的命运；组织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

中国的宏伟蓝图。党中央在西柏坡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它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向前迈

进的精神动力，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西

柏坡精神越来越焕发出新的更强的生命力。多年以来，学术界对西柏坡精

神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柏坡精神研究经历了从初步到逐步深入、从

河北省到走向全国、从理论研究到成为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实践指导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西柏坡精神”一词最早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初步研究则开

始于90年代初。1987年，斯苏民在《四川党建》上发表《西柏坡精神永放

光芒》一文，首次提出西柏坡精神。时隔三年，《河北日报》予以重发，

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1993年12月，河北省党建研究会召开“发扬西

柏坡精神座谈会”。在此前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与会的党史、党建工作者

对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内涵、意义等进行认真讨论，提出了有见地的学术

见解。

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柏坡精神研究进入了发展期。突出标志是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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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的报刊相继发表有关研究文章，一些著名学者也投入了研究。1995

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的文

章。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在全国范围扩大西柏坡精神的影响，对于促进

西柏坡精神的研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第三期《中共党史研究》

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

神”》。这篇文章引起研究者的广泛注意，被认为是一篇具有深意、富于

启迪、拓宽西柏坡精神研究思路的好文章。

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柏坡精神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其标志，一是举

行了规模较大、学术层次较高的理论研讨会，专题研讨西柏坡精神重要

问题。1998年5月下旬，河北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组织召开纪念中共中央、

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5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收到120余篇论文。河北

省理论工作者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陕西、甘肃等地的专家学

者，就西柏坡时期的历史地位、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和内涵、西柏坡精神的

现实意义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研究探讨。二是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著

作。1998年3月，《建设一个新世界——西柏坡精神》一书出版，这是研

究西柏坡精神的第一部专门著作。同年5月，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

学院联合选编的《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一书出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

室编写的《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一书出版。1999年12月，河北师范

大学课题组撰写的《西柏坡与新中国》一书出版；同年同月，河北省社会

科学院撰写的《历史转折之魂——西柏坡精神》一书出版。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2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并发表

重要讲话后，学术界又一次掀起了西柏坡精神研究热潮。与以往所不同的

是，在这次研究进程中不仅发展壮大了一支西柏坡精神的研究队伍，涌现

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及表现形式都得到了积极

拓展。突出特点：一是研究队伍的组织化。2002年10月在石家庄市成立

了西柏坡精神研究会，这是河北省第一家专门研究西柏坡精神的市级学

术团体。随后，清华大学又在该校建起了西柏坡精神研究分会等学术组

织。二是研究领域得到拓展，研究成果大量增加。2003年1月31日，《人

民日报》第九版发表了《牢记“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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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一文，引起了河北省领导的

重视。2003年5月，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和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了

《“两个务必”教育读本》一书。同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河北

省委联合召开了“弘扬西柏坡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研讨会。来

自中直单位和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论文作者参加了研讨，并编辑了

《西柏坡精神研究论文集》。2006年，中央党校主编的《试论西柏坡精

神》一书出版，从历史、现实与理论的新视角全方位地对西柏坡精神进行

了概括归纳。三是研究方式推陈出新。2004年，由河北省委、石家庄市委

和西柏坡纪念馆联合举办的“牢记两个务必，永葆政治本色———西柏坡

精神巡回展”在北京进行首展，随后又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了巡回展出，

探索出了一条利用巡展研究和宣传西柏坡精神的新途径。这次巡展将西柏

坡精神的研究又一次推向了新高。四是研究成果更加注重对现实的指导作

用。2006年，河北省委宣传部又组织编写了《西柏坡精神干部学习读本》

一书，该书除阐明西柏坡精神的几个方面外，更加侧重于西柏坡精神在现

实工作中的指导作用，教育人们如何发扬西柏坡精神，干好本职工作，此

举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掀起了学习实践西柏坡精神的热潮。2010年出版的

专著《西柏坡精神的当代价值》，用剥离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从内核、

表征、特质、宗旨、品质等多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此前后，西柏坡纪

念馆加大研究力度，从不同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出版了《西柏坡记

忆》（四册）、《西柏坡纪事》（两册）、《西柏坡档案》（三册）、

《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之解读》《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之见证》《走进西柏坡系列丛书》（六册）、《西柏坡口述历史》等，极

大丰富了西柏坡研究的内涵。

十八大以后，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成立以

来，从中央到省、市，给予西柏坡更多更高层次的关注。2011年6月，习

近平指出，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

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西柏坡精神。这是目前查到的中央领导第一次给予西柏坡精神这一概

念的表述。2013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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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到西柏坡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在多种场合提到西柏坡精神，并

给予西柏坡精神的现实意义以高度的评价。西柏坡精神再次成为人们关注

的热点。

从西柏坡精神提出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学术界围绕什么是西柏

坡精神、基本特征有哪些？核心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提

出了各种不同的论点。

一是把它作为一种革命精神来研究。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革命到底精神；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

进取精神；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

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艰苦创业精神；坚持群众路线，

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团结精神”四个方面。

二是把它作为党魂来研究。认为“两个务必”将鞭策共产党人面向未

来，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因此，不仅应当成为共产党人永

远保持的优良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永远拥有的党魂，而且应当成为世代

相传的民族之魂。

三是把它作为一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来研究。认为从

政治方向、道路的角度讲，在西柏坡确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

适合中国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精神。西柏坡

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

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这里是最后一站；同时始

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

源头。

四是把它作为一种善于改造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来研

究。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

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既善于破坏旧世界，又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

它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概括和总结，又是中华民族自

尊、自信、自强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升华。

五是把它作为一种历史转折之魂来研究。认为西柏坡精神产生和形成

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它是一种体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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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革命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的本质

是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

六是把它作为一种党的作风来研究。认为坚持“两个务必”，发扬艰

苦奋斗的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建设一个新世界”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

思想。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党中央再一次强调坚持“两个务必”，发

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综上所述，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学者们虽然在具体界定

上有所不同，但在基本点的把握上趋向是一致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

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变，

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它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留给我们的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

研究一种精神，最终是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指导工作实践的理论支

撑，并能在实际中真正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西柏坡精神产生于伟大的中国

革命胜利前夜和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因此它的指导意义更具时代性和现实

性。随着人们对其精神实质和核心的深入理解和认识，它的价值将进一步

提升，进而成为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精神动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彰

显其独特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

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

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

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两个务必’包

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

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

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

远。”在建党95周年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赶考远未结束”，号召全

党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西柏坡作

为“两个务必”的诞生地，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的终结地和进京“赶考”的

出发地，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研究西柏坡精神，让其发挥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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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功能及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

用，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此，西柏坡纪念馆将大家多年关于西柏坡精神的研究成果陆续缉印

成册，出版发行，以系列成果图书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希望这些成果，能

为领导干部治国理政提供借鉴，能为广大党史理论工作者提供资料，能为

全国各族人民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提供动力。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西柏坡精神的价值会越来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编　者  　　

 2018年6月　　



目　　录

在弘扬西柏坡精神中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刘　月　贾玉娥……………………………………………………………… 1

从“两个务必”到“两个永远”：续写“赶考”的新篇章

◎刘昀献………………………………………………………………………… 6

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

◎李庆刚……………………………………………………………………… 13

弘扬“赶考”精神以干部作风促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李鉴修……………………………………………………………………… 18

从西柏坡时期的“备考”看新时期的“赶考”

◎郭　强……………………………………………………………………… 27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推翻旧政权的战争智慧

◎王玉平……………………………………………………………………… 36

西柏坡时期凝聚社会力量的机制研究

◎魏先法………………………………………………………………………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柏坡研究文献统计分析及发展对策

◎翟军平……………………………………………………………………… 53

周恩来对西柏坡精神形成的贡献及其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徐　鹏……………………………………………………………………… 6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研究（四）2

平山经验之历史研究

◎刘建军……………………………………………………………………… 70

毛泽东遗物与践行西柏坡精神

◎桂新秋……………………………………………………………………… 76

西柏坡时期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初创

◎张志永……………………………………………………………………… 87

西柏坡红廉文化的继承探究

◎冯石岗　李　政…………………………………………………………… 99

西柏坡精神的哲学解读

◎黄亦君……………………………………………………………………… 107

弘扬西柏坡精神　化解“四种危险”

◎张　勇……………………………………………………………………… 116

坚持“两个务必”，强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李海新……………………………………………………………………… 124

同盟与分歧的开启

——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对中苏新关系的影响

◎饶品良……………………………………………………………………… 131

西柏坡统战实践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初探

◎袁树平……………………………………………………………………… 143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

◎周晓静……………………………………………………………………… 154

“中国梦·赶考行”

——68年执政党领导集体“为民”理念的历史传承

◎张洁娟……………………………………………………………………… 164

注重学习是西柏坡时期我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宝贵经验

◎韩丽君……………………………………………………………………… 172



目　录 3

以“两个务必”的作风践行群众路线

◎王彦坤……………………………………………………………………… 177

牢记“两个务必”，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李辉敏……………………………………………………………………… 183

西柏坡精神与“中国梦”

◎祁刚利……………………………………………………………………… 191

以“赶考”精神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车同侠……………………………………………………………………… 196

西柏坡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杜运辉……………………………………………………………………… 204

践行群众路线：党的“赶考”理念的第三次确立

◎郝晏荣……………………………………………………………………… 212

“两个务必”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制胜法宝

◎沙占华……………………………………………………………………… 224

“两个务必”的时代解读

◎张同乐……………………………………………………………………… 232

毛泽东与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季春芳……………………………………………………………………… 244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的历史回顾及当代启示

◎翟丽艳……………………………………………………………………… 255

西柏坡时期党的优良统战传统探源

◎河北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266

西柏坡时期根据地的货币统一与人民币的诞生

——兼论华北银行的历史作用

◎阚景阳……………………………………………………………………… 277





在弘扬西柏坡精神中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刘　月　贾玉娥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一

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

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

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

的答卷！”这是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进的政

治宣言。西柏坡精神作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的

传承和升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涵育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情怀

和执政理念。新形势下，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继续在历史性考试

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必须大力弘

扬西柏坡精神。

一、坚持敢于斗争，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

西柏坡时期，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但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仍存在

较大差距。尽管如此，我们党还是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

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当时，无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国民党

反动派，还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这么快

取得胜利。然而，我们党正确把握战略机遇，领导军队和人民发扬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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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

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弘扬西柏坡精神，就要坚持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接续奋斗。今天，

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

高，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复兴

这个伟大目标。但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政治经济秩

序大调整、科技革命酝酿新突破的发展形势，面对转方式调结构、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攻克体制机制顽疾的艰巨任务，面对

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外国势力围堵打压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伟大斗争，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

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必须弘扬西柏坡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

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强烈

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努力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从而创造新奇

迹，赢得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弘扬西柏坡精神，做到敢于斗争、敢于胜

利，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背离

或放弃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二、坚持勇破善立，不断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西柏坡时期，正处于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的时期。面对新中国建

立后必然面临的艰巨建设任务，我们党必须善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面

临的各种矛盾，善于学习一切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经济知识、管理知识

和科技知识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坚持勇破善立，我们党创立了人民民主专

政的崭新国家制度，确立了全国胜利后在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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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政策。弘扬西柏坡精神，就要坚持勇破善立，不断把全面深化改革

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就是勇破善立的过程，它推动中国创造发展奇迹、标注当代

中国鲜明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更大

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推动新一

轮改革大潮涌起，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断

迸发。站在“十三五”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

我们要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必须勇破善立，全

面深化改革。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不只是为了应对挑战，更是为了把握机

遇；不只是为了短期目标，更是为了图之长远；不只是时代要求，更是历

史责任。我们要在勇破善立中正确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切实增强辩证思维

和战略思维，实现各方面新体制逐步完善、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协调，积极

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动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坚持勇破善立，必须始终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改革

的重点和节奏，既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聚焦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精准发力，又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各个方面改革同步

推进、形成合力；努力强化改革的法治保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三、坚持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事业推向前进

西柏坡时期，我们党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使亿万农民迸发出难以估量的参军参战热情，为推进战略进攻和夺取全国

胜利奠定了可靠基础。与此同时，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各级政府尽快恢复和

发展人民经济事业、文化教育事业等，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正是因为

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才赢

得了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解放、民族的新生。弘扬西柏坡精神，就要坚持

人民立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事业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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