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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西柏坡，是太行山东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隶属河北省

平山县。1947 年 3 月，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共中央决

定撤离延安，“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决定以书记处书记刘少奇、

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共中

央委托的工作；书记处多数成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

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

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

筹后方工作。”由于西柏坡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群众基础好，

中央工委最终选择了西柏坡。1948 年 3 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

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同年 5 月，毛泽东由阜

平县移驻西柏坡。由此这里成为了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夺取全国

政权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9 年 3 月 23 日，党中央和毛泽东

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段历史被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西柏

坡时期，西柏坡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圣地之一。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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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解放区土地改革

运动，彻底消灭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汇聚了夺取全国胜

利的力量之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条件；指挥了震惊中

外的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取得了战略决战的

伟大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战争胜局；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发展蓝图，全面部署了夺取

全国胜利和成立新中国的各项工作，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

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因此，西柏坡是树立不朽丰碑的地方，也

是创造奇迹的地方。

伟大的实践铸就了光辉的历史，光辉的历史凝结了不朽的精神。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发生历史转折重大变

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高歌猛

进、捷报频传的最辉煌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各项事业中取得辉煌胜利，为即将到来的长期执政做了政

治、经济、制度和思想等各方面充分准备，而且孕育并形成了具有

时代特色的西柏坡精神。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坚持理论创新，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

的新完善。毛泽东在总结解放战争以来土地改革运动经验基础上，

创造性地为我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

路线；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纲领。

二是政策和策略理论的新发展。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复

强调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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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

心大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涉及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的、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

政策和策略。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要掌握并不折

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同时还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

策略。毛泽东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

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三是党的建设理论的新突破。1948 年 9

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强调加强党的制度

和纪律建设，确立了全党必须遵守的三项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定

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党委会集体领导制度。

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又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

会后出台了规范党内生活的“六条规定”。可以说，党在西柏坡时

期的光辉实践、伟大精神和理论创造足以彪炳史册，这些宝贵财富

不仅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而且对今天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难

以估量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对治国理政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的产生与形成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尤其值得我们牢记的是，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夕，毛泽东与

周恩来关于“赶考”的对话，提出了“赶考”这一历史性命题，是

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日臻成熟的表现。从西柏坡到北京，中国共产党

用实际行动向人民递交了坚定理想信念、密切联系群众、严守革命

纪律、解放全中国、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等一系列答卷，得到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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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与赞扬。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从实现‘两个一百年’

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

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

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

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规划未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年来的

光辉历程，是一部与内外敌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史；是一

部不断进取、创造辉煌的奉献史；是一部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

的发展史。经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进入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继往开来的历史方位。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的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

民族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最接近、最有利的伟大历史时刻。与此同

时，我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和内外形势日益严峻的困难

和挑战，可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新的使命、新的环境、新的任务，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纪

律建设，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不动摇。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更好地贯彻和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适应全面从

严治党新常态，必须将党的纪律建设挺在前头。

强调纪律建设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在早期的建党活动中，纪

律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严明的纪律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

的内在优秀品质，而且是思想建党、组织建党的重要基础。纪律建

设使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使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战争年代，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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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险恶的政治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纪律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

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平建设时期，严明的纪律同样是维护中央

权威、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实现党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有力保证。

西柏坡时期，为了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工作任务和党的政

治角色的战略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并取得不凡

成就。为了适应时代需要，从党在西柏坡的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实

践中汲取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我们组织撰写了《西柏坡时期党的

纪律建设》一书。该书适应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对党在西

柏坡时期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建设成就及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科学分析和

深入研究，客观真实地展示了党在这一时期纪律建设的丰硕成果，

全面总结了这一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深刻揭示了西柏坡

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对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实践

价值，填补了西柏坡时期党建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该书既有对客

观历史背景和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又有对微观历史现象和具体做

法的透彻分析，事必有因，言必有据，史论结合，具有较高的学术

价值。全书力求各章布局合理、逻辑严密、主次分明、前后贯穿、

浑然一体。我们希望，该书的问世，对推动西柏坡时期党建研究的

深化，对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发挥重要促

进作用。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的重

要保障，是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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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要求。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积

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马建彬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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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绪  论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

来的，铁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治组织相区别的最明显

特征。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

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

住。”①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重视纪律建设，并以此著称

于世。革命战争年代，党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纪律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平时期，严明

的纪律，同样是维护中央权威、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党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有

力保证。

①《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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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纪律建设 <<<西柏坡时期

第一节 严格的组织纪律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特征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严明的纪律。这种严

明的纪律主要来源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条件下无产阶级自身所

处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训练是无产阶级形成严格

纪律的重要训练场所，是严格纪律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来源。无产阶

级无条件的集中和极其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

之一”。① 

一、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的组织原则和纪

律规范

19 世纪，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尚未组建起有

口号、有纲领、有行动路线和有战斗力的革命政党。1847 年共产

主义者同盟在伦敦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国际无产阶级政党，1852 年迫于国际政治局势宣布解散。1864 年

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成立，但该组织

是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群众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

政党。1869 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有马克思恩格斯的

指导，但由于处于幼年时期，党员人数少、力量弱，在德国无产阶

级革命斗争中缺乏战斗力和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无产阶级

政党的创建实践过程中，一直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马克思认为：

①《列宁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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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①恩格斯认为巴黎

公社之所以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②同时马克思、

恩格斯还认为，遵守纪律与党内发扬民主、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是

一致的。“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

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③对于执行党的纪律，恩格斯认为

“不要为未来的困难撒下种子。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者，要表明

你们那里充满着批评的自由，如果非开除不可，那只有举出昭然若

揭、证据确凿的卑鄙行为和叛变行为的事实（明显的行为），才能

开除。”④即开除党员应当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创建过程中确立了以下几方

面的组织纪律：一是要统一名称。所有组织机构包括每个支部必须

按规定统一名称，不允许再用宗派名称，不允许成立与共同目标不

符的分立主义组织。地方性组织的章程和条例不得与政党的共同章

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二是成员的权利与义务要相互统一。即没有

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参加组织的成员在生活方式

和活动上必须符合组织目的，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

承认共产主义，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

体并且必须把参加其他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服从组织

的一切决议，保守组织的一切机密。加入组织的成员一律平等，有

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三是上下级党组织要定期联系和报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413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606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480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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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就明确规定：每个区部至少每两个

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工作进展情况，每个总区部至少每三个

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国际工人协会

组织条例》规定：支部至迟均须在每年召开代表大会前两个月向总

委员会提出关于该组织本年度内的工作和发展情况的详细报告。总

委员会每年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年度全协会工作和发展情况。四是要

选举和投票表决。支部的负责人由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或总委员

会委员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表大会对有关原则问题的一切决议，

均须举行记名投票；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五

是代表大会是政党组织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代表大会的代表

由各选区选举的代表组成；代表大会具有修改政党章程，选举中央

委员会（总委员会）委员，决定开除党员党籍等职能；最终裁决开

除支部的决定和协会内部组织间纠纷。代表大会代表由各支部或区

部选派。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六是中央委员会是权力执行机关，

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有权决定是否

接受新支部或团体，有权做出暂时开除任何支部的决定，有权解决

属于政党内部组织与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

二、列宁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思想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上，党内具有严格的铁的纪律，开始于

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严格的铁的纪律是布尔什

维克党区别于同时代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

列宁一贯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组织严密的党。比如，在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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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党的建党大会上，列宁和马尔托夫就党章草案的第一条，发生了

意见分歧。列宁提出：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

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马尔托夫提出：凡是承认党纲，

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党员。两者的区别在于党员是否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

夫不赞成这一主张。这是他们之间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列宁认为无

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组织，应该有固定的党员，

应该领导和组织党员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每个党员都要服从党

组织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马尔托夫认为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

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也可以否认自己是党员。如果按照马尔托夫

的主张建党，党组织就会成为一个不定型的、松散的团体。可见，

党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组织，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

克分歧的出发点。

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要维持和加强党内严格的、真正

铁的纪律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全体党员的觉悟、对革命的忠

诚，以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党员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长期而耐心地工作，习惯于自我约束，不惜自我牺牲，必然能够

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第二个条件是党实现了同千千万万工农群众的

联系，同工农群众必须打成一片。这样，革命的队伍就会异常强大，

党内党外都充满革命气氛，党员和干部时刻受到感染和激励，使他

们能够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第三个条件是党内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和战略策略。由于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容易形成正确的

意见和决策。如果党对形势的认识是清楚的和正确的，提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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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务是恰当的，要求采取的措施和策略是科学的，党员、干部就

会切身体会到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的正确性、科学性，他们才

会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因此，列宁明确提出：“一个革命政党，

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

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

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①

但是，这些条件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践才能形成。而正确

的理论与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密切相联有利于这些条件

的形成。

列宁指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从原则上给工人政党的纪律

的意义和概念下了定义。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就

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应有的

纪律。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

无成。”②由此可以看出，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有严明的

纪律，而且还要组织人民群众。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导师，

列宁一生都极其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并在伟大的实践中

逐渐形成了系统、丰富的纪律建设思想。

（一）严格的纪律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特色

列宁认为只有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组织纪

律性，才能使整个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

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③“否认政党和党

①《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5页。

②《列宁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01-302 页。

③《列宁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5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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