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选说明

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移驻西柏坡。为了进一

步弘扬西柏坡精神，总结西柏坡经验，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联合中共

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及西柏

坡纪念馆，于2013年5月27日召开“西柏坡精神与中国梦——纪念中

共中央和毛泽东移驻西柏坡65周年理论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得到省内外各级党校、党史研究室、社科院等系统

教学、研究工作者的热烈响应，会议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206篇应

征论文。按照会议安排，我们从中选出79篇论文，邀请作者参加本

次会议。现将其中43篇文章汇编集成《西柏坡精神与中国梦——纪

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移驻西柏坡65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限于编者能力及仓促的编辑工作时间，其中的错误在所难免。

我们诚恳期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西柏坡研究中心

　　　　　　　　　　　　　　2014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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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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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弘扬西柏

坡精神，总结西柏坡经验，2013年5月，在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65周

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河北省委党校联合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委

党史研究室、河北省社科院及西柏坡纪念馆召开“西柏坡精神与中

国梦”研讨会，深入研究、探讨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光

辉实践及其培育形成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经验等，为实现民族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信仰支撑、精神动力和根本方法。

西柏坡时期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入西柏坡开始，到1948年5

月党中央和毛泽东进驻西柏坡，再到1949年3月党中央和毛泽东离开

西柏坡前往北平，共1年零10个月。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奋力于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追求中国梦的重要历史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以

其光辉实践、伟大精神、宝贵经验，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

民夺取革命的全国胜利，描绘新中国蓝图，谱写共产党全国执政的

新篇章。

重温党中央和毛泽东西柏坡时期的伟大历史，发扬党的优良

传统，增强“三个自信”，坚定实现中国梦的理想信念。“人间

正道是沧桑”。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庄严历史使命，把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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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中华民族带上实现中国梦的人间正道。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20多年中，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至

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召开

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开举起了废除封

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

大战役，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里召开了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始了中国革命由以农村为中

心到以城市为中心的伟大转变，创造性地擘划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蓝图，为党在全国执政后加强自身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柏坡时

期，是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战略决战期，是党的工作重

心由农村向城市推进的转折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一段精彩华章。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西柏坡

时期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经受党的优良传统洗礼，接

受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够更加坚定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

信，从而增强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凝聚中国力量，万众一心实现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弘扬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保持良好精神状

态，锐意进取“赶考”，增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党中央和

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培育形成的西柏坡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内含的心系人民、众志成城，艰苦奋斗、善于胜

利，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等精神特质历久弥

新，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

扬中国精神”。西柏坡精神，是我们党一系列革命精神的延续与发

展，是我们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支撑。“两个务必”作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与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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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

党艰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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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含

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

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60多年前，党中央和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

往北平，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的“赶考”新征程。60多年过

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

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

未结束。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对于从新的历史起

点出发实现中国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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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弘扬西柏坡精神与实现中国梦的“赶考”结合起来，

始终不渝地坚持“两个务必”，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始终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常怀“赶考”之心，常秉“赶考”之志，兢兢

业业，踏踏实实，将革命工作做到底；要把弘扬西柏坡精神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信仰支撑；要

把弘扬西柏坡精神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为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运用建树“三座丰碑”的西柏坡经验，奋发与时俱进，践行群

众路线，探索和把握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方法。西柏坡时期，党中央

和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功指挥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夺

取了革命的全国胜利，建树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丰碑；组建华北

人民政府，团结党外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

的崭新国家制度和新型的政党制度，建树了新中国政权建设史上的

丰碑；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建立完善党的规矩、制度，指明党在全

国执政后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的方向，建树了党的建设史上的丰碑。

这“三座丰碑”中蕴涵着以学习经验、治党经验、治军经验、治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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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经济工作经验、群众工作经验等为主要内容的西柏坡经验。

我们必须把西柏坡经验作为宝贵财富，勇于担当使命、提升“赶

考”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矢志艰苦奋斗，把西柏坡经验转化为实

现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我们要把运用西柏坡经验与学习型政党建

设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先进思想和发展路径；要把运用西

柏坡经验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国梦找到最根本

的方法；要把运用西柏坡经验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国梦

提供清明的法制环境。

立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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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回顾60多年前党中央和毛泽

东在西柏坡时期的光辉实践及其培育形成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经验

的历史，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的，“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一目

标”。

“西柏坡精神与中国梦”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出版之际，写下这些

话，是为序。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2014年5月

与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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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梦：西柏坡精神的永恒主题

西柏坡精神与中国梦是会议的核心议题。会议认为，西柏坡精

神与中国梦紧密相关，是坚持走中国道路的强大动力，是弘扬中国

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凝聚中国力量的现实需要。与会学者既阐述了

西柏坡精神即“两个敢于”的革命进取精神、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

学精神、“两个坚持”的民主精神等，对于当代中国实现中国梦具

有跨越时空的精神支撑作用，也指明了西柏坡时期本身就是在民族

独立国家富强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实现人人都能“发家致富”和共同

富裕目标的民生运动，是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崭新开端。在国家倾力

打造环渤海增长极战略的现实背景下，西柏坡精神不仅是共产党人

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政治财富，也是燕赵大地得天独厚的经济财

富和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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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与中国梦
——以西柏坡时期“发家致富”经验史为例

赵新月①

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土改的胜利，也是“发家致富”政

策的胜利。西柏坡时期的“发家致富”，是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

宏大叙事背景下发生在田野和农庄上的壮举，是以劳动英雄带领大

家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民生运动，是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崭新开端。历

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善于“闹革命”的政党，更是一个善于

“闹生产”的政党。建国后重新抬头的“以穷为荣”的思想，可以

看作是革命话语对生产话语的“侵蚀”，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富民政

策，则是对西柏坡精神的回归。本文试图钩沉被人们长期忽略的西

柏坡时期“发家致富”经验史实，并借此兼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一个形成脉络，同时为实现中国梦提供西柏坡的历史经验。

引　子

不要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只是基于“仇富”的社会

心理，事实恰好相反，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发家致富”，在西柏

坡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发家致富”是那个时期叫得最响的政治口

号之一。原来闹革命的背后，还有一场惊天动地的闹生产运动。也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闹革命的党，也是一个闹生产的党。

①	赵新月：河北省委宣传部规划办副主任，中国西柏坡精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西柏

坡历史、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劳动经济学、文学理论、书画理论等，在全国率先提

出并创立西柏坡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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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研究土改，人们过多地偏重于“翻身”的政治语意，而忽

视了翻身过程中“发家致富”的经济语意。本文钩沉这段被长期忽

略的历史，并借此兼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形成脉络，同

时为实现中国梦提供西柏坡的历史经验。

独轮车上推的是什么？

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但

是，我们要问：独轮车上推的是什么？

在战争形势下，发动群众闹翻身刻不容缓，组织群众闹生产也

刻不容缓。不论革命多么猛烈，粮还是要打，饭还是要吃，因为一

场没有后方生产与支援（公粮、战勤、支差等）的战争根本不可想

象。

所以，老百姓独轮车上推的，以及牲口背上驮的，不外乎战时

物资，包括粮食、副食、草料、被服、弹药等。解放区某支前队伍

的一份清单显示，送往前线的有白面、小米、鸡蛋、猪肉、活鸡、

咸菜、熟蚕豆、油炸饼、兰豆花、豆腐、麻糖、山药、麻油、萝

卜、食盐、帽子、鞋子、毛巾、边币等。

平津战役期间，从东北到北京蜿蜒的支前队伍，从白山黑水一

直绵延到长城脚下，浩浩荡荡。可以想见共产党一方，战争物资已

经非常丰富。

那么，这些战争物资从哪里来？

主要是来自解放区农村。这可以笼统地说来自农民的翻身运

动，但更准确的说法是来自解放区的生产运动，而当时生产运动的

口号就是“发家致富”。

考察“发家致富”这个口号的历史沿革，线路非常清晰，从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发家致富”一直是

民主政府动员农民的政治号令。这个号令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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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进入60年代后逐渐淡出历史，到7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直到80

年代才开始被重新作为农村经济动员令，从而引燃了改革开放。直

到今天，这个口号依然在农村深入人心。

可以说，当年老百姓独轮车上推的，是发家致富的果实。“最

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表达的是老百姓拥护共产党的决心，而实

际上在不少农村，送了军粮之后，还有不少余粮。这都是当年中国

共产党号召“发家致富”的成就。

一段伤心事难描

土改时的农村，最流行的话语是“翻身”。但“翻身”之后，

最流行的话语是“发家致富”。不过，一段伤心事难描，这经历了

一段短暂而曲折的心路历程。

1947年10月《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土改运动如火如荼，获得

土地的人们欢庆“翻身”。但是，不久就被一种普遍的担忧情绪笼

罩起来，这就是虽然获得了土地，但很多人不敢在自己的土地上辛

苦劳动，因为害怕被当作“斗争对象”——这是多数农民当时难以

明言的心事。

老百姓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原因有二：

一是在现实中有过这样的“教训”。特别是在老解放区，从

抗战时期就开始富裕起来的农民，到解放战争初期，就被当作“富

人”来对待，成为清算对象，包括一些中农，人身和财产都受到不

同程度的侵犯。所以，即便获得了土地，人们依然不愿劳动，不敢

劳动，更准确地说是害怕因为发家致富而成为“落后分子”和打击

对象。

二是对共产党革命理念的片面理解。两千年的农民革命史，既

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但也造成了

农民的一种心理定势：搞平均、吃大户。千年不息的绝对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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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梦魇，到1947年依然没有消散。人们甚至认为共产党的革命就是

历史上的“杀富济贫”。而当时一些地方出现的贫雇农打天下、坐

天下的错误做法，更助长了这种认识：谁发家致富，谁就是日后被

清算的靶子。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翻身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不是精神动力

不足，而是精神压力过大，害怕再折腾。特别是那些劳动能力强的

农活“把式”和发家“能人”（他们一般都是新中农），更不敢勤

苦劳动。

“劳动英雄”

基于翻身农民的这种精神压力，当时的民主政府明确提出“发

家致富”“发财致富”“劳动致富”等口号。采取的措施包括：土

改机构迅速转化为生产机构，明确土改后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发展

生产，大力宣传发家致富政策，打破不敢发财思想，出台《奖励生

产条例》，减免农民税收，开展农村劳动竞赛，组织劳动互助，推

举劳动英雄，党员干部带头发家致富，推广生产技术，推广优良品

种，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上级派人指导农副业生产，组织消灭蝗

虫及各种自然灾害，等等。

经过努力，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在解放区的广大农村掀起了

生产热潮。以前，我们总是笼统地说土改解放了农民，而实际上，

土改只是解放农民的前提条件，而使农民真正翻身的是在土改基础

上的发家致富。经过一系列宣传和措施跟进，当时继“翻身”之后

的流行口号是“翻身再翻身”“彻底翻透身”。所谓“再翻身”和

“翻透身”，就是“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

西柏坡时期，在前方最受人们拥戴的是战斗英雄，而在后方最

受人们爱戴的则是劳动英雄，他们和战斗英雄一样享有盛誉，是当

时人们心中的“偶像”。《新华日报》一篇社论提出：“各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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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过去在生产运动中有功绩的，今后还必须鼓励他们积极领导

生产，并培养更多的劳动英雄。”

考察当时的劳动英雄可以发现，民主政府往往以他们的名字

命名“×××方向”，意思是他们发家致富的路子，就是所有翻身

农民的方向。以太行劳动英雄李顺达为例，当时的报道称：太行劳

动英雄李顺达，坚信党的政策努力生产发家。1948年入春后，许多

群众思想动荡混乱，李顺达仍非常坚定地贯彻执行党所提出的发家

致富的口号，积极努力建设家务。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他订出的

五年计划是，1946年要盖西平房三间，1947年盖东平房三间，1948

年修厦棚两间，1949年修补窑三孔，1950年打水井一眼，建碾子一

盘，在五年内每人缝新被子一条，有一身长余衣服，每一个炕上铺

毡子一领，养羊八十只，再喂骡子一头，做手拉梭织布机两架、

双轮纺车五辆。自订出计划后，即积极努力进行建设。政府派人调

查，发现五年计划三年全部完成。李顺达说：“我们平顺早已消灭

了封建，贫雇都已翻身，不会再来一个斗争，大家应安心生产。”

于是，政府提出“学习李顺达的方向”，很多农民家庭，全家讨论

订出自家的五年发家建设计划。

“发家致富”与革命话语相悖吗？

直到今天，人们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印象，更多的还是革命、

革命、革命，其实，革命只是手段，发展生产才是目的。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边区干部会议上的著名讲话中尖

锐抨击了土地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冠之以所谓“农业社会

主义”的名头，并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

退的。”他还呼吁，发展农业生产才是土改的直接目的。因此，土

改的总路线被重新阐发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

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需要特别注意，其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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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

全国解放后，刘少奇在政协会议上所作土改报告中也更加明确

地阐述了土改与生产的关系：“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

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

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

化开辟道路。只有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农民的穷困问题才能

最后解决。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只能部分地解决农民的穷困问题，

而不能解决农民的一切穷困问题。土地改革的这一个基本理由与基

本目的，是着眼于生产的。”

西柏坡时期，党的领导人非常清醒，在革命的语境下，没有因

为革命而疏忽了生产，相反，是以革命真正地促进了生产，因为革

命的目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生产，具体到农民，就是发家致富。

这是一段把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处理得极为精当的时期。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从“反右”、大跃进开始，直到“文革”，革命与

生产的关系开始错位。当年像李顺达这样的劳动英雄笃信的“不会

再来一个”的斗争，结果又来了，英雄又成了被清算对象。历史往

往惊人地相似，曾经在解放战争初期“以穷为荣”的思想，在西柏

坡时期陷入沉寂，并代之以发家致富后，想不到到了后来又重新抬

头，并使“发家致富”又重新成为革命的敌人。之后，我们又想不

到，改革开放后，“发家致富”又一次成为时兴的口号，并已经深

深植根于民众的心中。

历史就是这样走了一个又一个回环的弯路！

这也可以看成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螺旋式上升”的一个生

动案例吧。

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建国后重新抬头的“以穷为荣”的思

想，看作是革命话语对生产话语的“侵蚀”，而改革开放的富民政

策，则是对西柏坡精神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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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会闹革命的党，也是一个很会闹生产的党。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实

现共同富裕”。我们对此必须坚信不渝。处理好革命（包括改革）

与生产的关系，过去是、将来还是一个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

题。

共产党“发家致富”与国民党的区别

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如果不闹革命，民国政府统治下的农

村，人们不也一直在追求发家致富吗？

两者有根本区别。

第一，共产党强调劳动发家、劳动致富，国民党忽略“劳动”

话语。劳动发家、劳动致富与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劳动

价值论，不仅是用来革命的理论工具，也是用来生产的理论工具。

非劳动所得，不是剥削，就是投机倒把，因而是可耻的，是需要被

“剥夺”的，比如土改之前的一些地主富农；劳动所得，是光荣

的，是值得鼓励、值得表彰、值得效仿的，劳动英雄至高无上。这

是共产党的劳动致富观。国民党则不同，在国统区，一些富人的富

裕奢华，并非是合法劳动所得，更何况家族垄断、贪污腐化、官商

勾结、贫富悬殊等，加剧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那里的人民

与其说向往富裕，不如说向往权势，即便有劳动致富的欲念，也缺

乏公平的机会与途径。

第二，共产党强调以富带穷、共同富裕，国民党没有这种理

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

“实现共同富裕”，其实这个思想是在西柏坡时期形成的。彼时，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口号，但实际的做法

却毫无二致。广大解放区农村到处都在选树“劳动英雄”，而劳动

英雄的“正身”就是发家致富的先进典型，是“先富起来的”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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