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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滴水见太阳”
———关于构思 《揭示历史的名词》的几个问题

( 代序)

冯世斌

《档案天地》改版改革，我们又议出了一个 新 栏 目，初 步 考 虑，叫

“揭示历史的名词”。这个栏目，是与王潮、张继卫等同志交谈时得到启

示。当时考虑要新设的栏目叫 “一档一议”，结果，骑着马 找 马，就 找

到了这个 “历史的名词”。照此思路向前走，以后，我们会找到更多的

“好马”。《档案天地》刊发的文章、我们档案部门编研出的成果，应当

既要有历史的凝重，又要有一股子清新气息，这样，方能独树一帜。为

《档案天地》的改版改革，开了多次会，每次都注意选一个角度，重点

谈一个问题。今天，重点谈谈如何去写 “揭示历史的名词”这个问题。

历史，意味着 “过去”。历史的名词，简单地说，就是指过去人们在

某个历史阶段对发生的某种历史事件所做的一种概括和称谓。今天我们

提出 “历史名词”这个概念，也算一个创新。揭示历史的名词，选哪些

名词作对象，如何去揭示? 是很值得研究的，因为这涉及揭示历史名词

的目的。目的 是 什 么? 绝 不 是 为 解 词 而 解 词，而 是 要 从 历 史 的 名 词 里，

提炼出对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所裨益的道理。从有裨益、有借鉴上

讲，我觉得，选一些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所形成的名

词，对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二代人，最富有教育和启迪。所以，草选

的这些 “历史名词”，就从 “解放”说起。

名词就是名词，但在名词前冠以 “历史”二字，就使这个词具有了

不同凡响的意义。起码它可告诉我们，它的出现和传播，定有着时代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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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 ; 事过境迁，为什么有的 “历史”名词至

今还在使用? 更容易使 人 思 索 起 它 的 生 命 力 之 强 的 原 因。要 把 它 写 好，

关键在于揭示。揭，揭开、还原历史真实面目之意 ; 示，用正确的观点

和翔实的资料说明它之意。应以宽大高阔的视野，纵横交错的思路，认

真负责的态度，深挖其特有的时代蕴意，写出历史的凝重，引发出对现

实、对后人的借鉴意义。

按照上述 想 法，写 “解 放”，就 不 能 不 写 “三 座 大 山”，写 了 “解

放”，立刻又引出了 “进 城”等 等，顺 序 怎 么 排 列，大 家 可 再 议。有 同

志感到，写 “解放”不好把握，但我觉得，这个词是最好写的。如提纲

所列 : 揭示 “解放”，首先要引经据典，写个 “引喻”，说清 “解”，是

什么意思，“放”，是什么意思，然后可分五个层次切入正题。第一个层

次: “解放”成为政治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共产 党 的 党 章 或 文 件 上，

它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共产党人革命目的是什么? 解

放全中国进而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不要认为这话太空

洞，它确实是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才使用 “解放”这一词。第

二个层次: “解放区”的出现，使 “解放”有了明确的所指。“解放”是

一步步来的，是顶着沉重的两座大山、三座大山而实现的。头上没有三

座大山压着，何来解放? “解放区”是实实在在的一片片区域，解放区

建有人民政权，“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如果把 “解放”写到这里，

你可自然想起 “翻身”。人民当家作主，前提是翻身。第三个层次: “解

放”演进为 “解放军”，又熔成了钢铁长城之意，获得了无坚不摧的生

命力。 “八一”南昌起义，被我党定为 “建 军 节”，但 那 时 我 军 还 不 叫

“解放军”，为什么后来改称为 “解放军”? 大家想一想，这里面是大有

文章的。如果你再联想到 “解放前”“解放后”“全国解放”这些经常挂

在人们嘴边上的词，必然会作出 “解放”与共和国连在一起的结论。第

四个层次: “解放”在 “文革”中，被遗憾地使用在为解放而投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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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流过鲜血的老干部身上，“解放老干部”，这真可说是一种历史的酸

楚和 “误会”! 所以，中央对 “文革”的定案语叫 “内乱”，所以，要拨

乱反正。第五个层次: “解放”与思想联系在一起，成了 “解放思想”，

而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头一句话就是 “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这样来看 “解放”，“解放”将与我们党永远连在一起。

大家知道，邓小平同志讲过，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又讲，不

解放思想就不能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把 “解放”作为党

的思想路线的保证与前 提，这 时 的 “解 放”，应 是 我 们 党 的 思 想 的 自 我

解放，应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代名

词，它必将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与 我 们 共 产 党 人、与 我 们 的 国 家、民 族，

一同驶 向 共 产 党 人 革 命 的 目 的。如 果 我 们 这 样 去 揭 示 “解 放”，我 想，

广大的读者是会赞同的。把所列的历史名词揭示好，先在刊物发表，然

后辑起来，出版一本本专著，那将会更有意思。

每个历史名词的产生，都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蕴含着时代的韵味。

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名词，都经得起揭示，都有揭示的价值。我们所选、

所揭示的名词，应当 “一滴水见太阳”，既能引人深思，又能使人上进，

而不是使人局限在一个 历 史 痕 迹 里 简 单 地 “不 忘 过 去”。这 样，大 家 选

名词，揭示名词，应深悟以下道理 :

一，所选名词，应有鲜明、深刻的政治性，但又要尽量避开对政治

运动的直击。如 “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等

等。这些历史名词，都是当年政治运动的直称，对这些政治运动，中央

已有结论，不需要我们再揭示什么。我们应当找些小中见大，便于切入，

能把或是经验总结、或是时代进步、或是探索失误之理讲得比较清楚的

词。同样是那件事，如写 “合 作 化”，不 如 分 别 写 成 “互 助 组” “初 级

社” “高 级 社” “入 社”等 ; 如 写 “三 反”，不 如 写 “打 老 虎”; 如 写

“农业学大寨”，不如写 “学大寨”。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的原话，



历史的名词

4

“学大寨”就是群众语言了。还有 “工业学大庆” “全国人民学习解放

军”等等，都是这一类。

二，所选名词，应有广泛的影响，是在当时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流

传的。事实上，有许多历史名词，先是在群众中流传，而后上了文件的 ;

有的是先在文件上使用，而后在群众当中流传开来的。越是在广大人民

群众中广泛流传过的名词，越能勾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从而引人

入胜，一个一个地看下去。应尽力避免选那些过于生涩、偏狭、过激的

词。说白了，就是应站在党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去选择、去揭示历史的

名词。如 “整人”也是一个历史的名词，尤其经历过 “文革”的人都知

道，在那个期间，整过人的人一般也挨过整，挨过整的人一般也整过人，

但究竟什么叫 “整人”? 恐怕到现在也说不准，如果有人写这个词，想

起了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发一顿牢骚，这样写就没法写，写出来也没

有意思。

三，有些历史的名词，现在很少使用了，但仍有揭示的意义，还是

要写的。比如: “地主”，本来是土地的主人之意。“东道主”大概也是

从 “地主”演变过来的。 “地主”成为一个政治概念的 时 间 已 久 远 了，

但它作为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对象，规范的名称应是 “地主阶级” “地

主成分”。“富农”亦是如此，本意是指富裕的农户，小康之家，它之所

以也成为革命的对象，我理解，因它依附于 “地主阶级”。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中央明令取消这些称谓，全中国一下子少了多少 “阶级敌

人”? 这 是 历 史 的 巨 大 进 步， 不 然， 我 们 的 国 家、我 们 的 民 族， 如 何

“走进新时代”? 至于 “走资派”等，更是 “文革”期间的特用词，全称

叫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代特征是历史名词的显著特征，

但有的名词又具有地方特色，也要注意选一些。如 “瓜菜代”，是三年

特大自然灾害时期的 特 有 名 词，尤 其 我 们 河 北 这 一 带，当 时 叫 得 很 响，

其本意是指没有饭吃，用瓜用菜代粮充饥。但经过的人都知道，地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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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粮食，还能产瓜产菜吗? 这类词现在很少提及了，但它并没有销声匿

迹，把它揭示好，对今人、对后人，仍有很强的教育、警示意义。

四，有的历史名词，虽然现在仍被提及，但追忆历史，这可能是当

时特定人群的内部语，或是特定人群事后的自嘲话，伤痕、讥诮的味道

比较浓，难以挖出令人信服的价值，最好不去揭示。如 “臭老九” “牛

棚”之类。知识分子在 “文革”中是受了苦，受了难的。我作为一个未

成年的农民，经历过那个时期，不记得当时就有这类词。“九”，就是分

九类，把知识分子排到第九上之意。排在第九上就是 “臭老九”吗? 自

己写自己的经历，说自己遭的罪，怎么说都不为过，那是个人体会。我

们写历史的名词，一定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分析。“工”排第一，“农”

排第二? 仔 细 想 想，在 相 当 长 的 社 会 现 实 中，农 民 什 么 时 候 坐 过 “次

席”? 因此，劳动群众 对 那 时 到 各 种 各 样 的 场 所 去 从 事 体 力 劳 动 的 人，

恐怕不这样看，不这样叫。不就是劳动吗? 怎么能说人臭呢? 劳动是天

经地义的事。

五，特别要注意，有的历史名词，生命力特强大，一定要下大工夫

把它强大 的 原 因 揭 示 出 来。比 如，刚 才 讲 的 “解 放”是 一 例，而 “入

城”，也可说是一例。“入城”，对我们中共来说，可看作由 “在野”转

为 “执政”的 标 志。孰 料，解 放 后 在 城 里 长 大 的 孩 子，到 “文 革”后

期，又经历了一 次 “入 城”，因 为 他 们 作 为 “知 青”，在 农 村 劳 动 若 干

年，政策一变，又面 临 “入 城”问 题。一 直 到 现 在， 讲 起 “农 民 工”，

我们还在使用 “入城”这一词。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城

乡差别、工农差别依然很大，何时才能没有了农民 “入城”? 现 在，讲

农民工 “入城”，应讲这标 志 着 我 们 国 家 改 革 开 放 的 成 功，经 济 社 会 的

进步，绝对不是坏事。如能够把这几个关系、几个内涵说清，也是一篇

很好的东西。记 得 前 两 年，某 大 城 市 举 办 过 讨 论，城 里 应 该 进 哪 种 人?

有人说了，要 进 高 素 质 的 人，结 果 弄 的 人 们 很 不 高 兴，讨 论 不 了 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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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人，要说掌握专业的程度、受教育的程度等，确有高有低，如说

到素质，农民工的素质就一定低吗? 像保洁工、家庭保姆等，都是 “低

素质的人”在支撑着吗? 不让这些人进城， “高素质的人”能活吗? 歧

视农民工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到处可见，所以对有些名词，千万不要人

云亦云。

( 作者根据 2006 年 12 月 30 日的谈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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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放

张继卫

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上，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在共和国

的征途上，有一个名词曾经被频频使用，而且直到今天，依然鲜活。这

个词就是———解放。

“解放”一词在中国共产党的词典里一出现，就直接反映了中国共

产党人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伊始，就将 “解放”二字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党在成立初期留下的一些档案文件，便可以很容

易地追寻到 “解放”一词的红色印迹。

平津战役和平解放北平，

这是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

中国 共 产 党 成 立 后， 从 1922 年

到 1926 年， 共 发 表 过 五 次 “对 于 时

局的主 张”。在 第 一 次 的 “主 张”里

就赫然出现了 “解放”一词。

1922 年 6 月 15 日 中 国 共 产 党 发

表的 《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

张》里，有如下记载 : “……在 上 列

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

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

争 ; 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

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战

争。”这是 “解放”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共的正式文件里。

中国共产党以全国代表大会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个宣言，是 19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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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这个宣言里，更多地

使用了 “解放”一词，全文共 7 处，并且在宣言里提出了 “只有 ‘全世

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 ———受压迫群

众之解放万岁!”的口号。

1922 年 1 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

斯科召开。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

“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绊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

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

20 世纪初的中国，腥风血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支离破碎、天

灾人祸、生灵涂炭。列强如怒潮骤至，陷中国于泥犁地狱 ; 军阀似刀俎

暴戾，鱼肉人 民 于 水 深 火 热。清 廷 无 能，中 华 版 图 遭 瓜 分 ; 经 济 衰 败，

国家民生濒临绝境。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文化被腐朽奴役而愚昧，思

想遭封建禁锢而封闭。把灾难深重的民族从黑暗泥潭中解放出来，是仁

人志士奔走呼唤的理想。解民于倒悬，把民众从三座大山的反动、腐朽、

残酷、落后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不渝

志向。

中国共产 党 的 诞 生 就 像 一 盏 灿 烂 的 明 灯， 照 亮 了 中 国 人 民 的 解 放

道路。

解放劳苦大众，解放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全人类成为了中国共产

党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

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可以说，“解放”一词在中共的词典里一出现

就凸显了中共革命的目的。“受压迫群众之解放万岁!”也因此成为了那

个时代的最强音。

“解放区”使 “解放”一词中洋溢的革命理想主义目标具体化、实

体化、政权化: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 放 区 的 人 民 好 喜 欢，民 主 政 府 爱 人 民

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首被称为经典红色旋律的歌曲至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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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回响，其旋律还被移植改编为一首明朗、豪迈的当代钢琴名曲。

这首革命歌曲有两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歌词是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

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

永远唱不完。为什么我们不歌唱?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放开喉咙歌唱吧，

解放歌声响连天”。不管哪种版本，表现的都是解放 区 人 民 欢 欣 鼓 舞 的

精神风貌，是精神 “解放”后的情绪释放，是翻身后的心情表达，是对

政治清明的歌颂，是对革命的憧憬，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战争年代，“解放”一词，更多地是以词组 “解放区”出现的。“解

放区”出 现 在 抗 战 时 期，1945 年 以 后 使 用 比 较 多，如 1945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在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中使用了 “我们边区和整

个解放区……”，1945 年 4 月 25 日朱德在党的七大上作的 《论解放区战

场》的军事报告等。

“解放区”与 “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有时是通用的。从抗战爆

发到 1945 年，一般用 “抗日根据地”，1945 年后多用 “解放区”，抗日

根据地含有开辟、创建、立足之意，而解放区是相对于沦陷区、国统区

而言的，是把沦陷区解放出来，它是根据地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名称各有不同。“革命根据地”，一般

情况下是特指 1927 年至 1937 年间，即大革命失败以后到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前这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由于当时的革命武装也称

红军，所以也称 “红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部分革命根

据地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所以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又被叫做 “苏

区” ( “苏维埃区域”的简称) 。“边区”，则多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在几个省之间建立的革命根据地， “边区”的称呼，在民主革命的各

个时期都用过，如第二次 国 内 革 命 战 争 时 期 的 “湘 赣 边 区”、抗 日 战 争

时期的 “陕甘宁边区”等等。与之相对应的国民党统治下的区域则被称

为 “白区” “国统区” “蒋管区”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革命根

据地都可以称为 “解放区”，因此也有人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称为 “第

一个解放区”。

延安解放区即陕甘宁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方唯一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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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块革命根据地。1937 年，西北根据地改为陕甘宁边区，从此陕北成

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指导中心。

“解放”一词与延安解放区有着许多特殊的联系，或许只有 “解放”

二字，才可以述说延安解放区人民的心声。1937 年 4 月 24 日 中 共 中 央

的理论刊物 《解放》周刊创刊于延安解放区 ; 1938 年 1 月中共中央的出

版机构 “解放社”成立于延安解放区 ; 1941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的机

关报 《解放日报》创刊于延安解放区 ; 由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挥人民解放

军进行的解放战争开始于延安解放区……。

颇有意味的是，延安时期，不仅共产党使用 “解放”一词，国民党

也使用。

1947 年 3 月，胡宗南根据 “总裁”关于要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训示，要 秘 书 熊 向 晖 ( 中 共 情 报 英 雄 ) 起 草 “施 政 纲 领”， 并 交 代

“要比共产党还要革命”。胡宗南的参谋长说 “施政纲领”应有个帽子，

他建议全称是 “国军收复 ( 或光复 ) 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胡

宗南说，不用 “收复” “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儿，要用 “解放”，

这才是革命的字眼。因此，胡宗南制定的进攻延安解放区的军事计划叫

做 《国军解放延安及陕北地区的施政纲领》。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国民党 《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题目叫 《国军

解放延安》; 国民党统治下的南京街头也贴出了 “庆祝解放延安”的标

语 ; 蒋介石在给胡宗 南 的 电 报 中 也 用 “解 放”一 词: “延 安 如 期 收 复，

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

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也许 “解放”所蕴含的政治隐喻太丰富了，以至于在那个时期国共

两党都要频频使用 “解放”。

延安时期是一种象征，延安代表着光明，进步，艰苦朴素，朝气蓬

勃。作为神秘红色根据地的延安解放区曾经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吸引了

许多中外人士。美国记者斯诺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周恩来居住的窑洞，

洞察出了中国 共 产 党 人 的 伟 大 力 量，称 之 为 “东 方 魔 力”和 “兴 国 之

光”。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对重庆和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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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察和对比之后，得出了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延安解放区，是民主政治的圣地和 “延安精神”的家园。高亢嘹亮

的陕北民歌，唱出的是人民超越时空的领袖情结，苍茫壮阔的黄土高原，

留下的是共产党人坚实的脚步，汹涌澎湃的黄河，奔流的是中华儿女的

热血。

“延安精神”中所蕴含的 “坚定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民族

解放道路上的灯塔，是战胜困难的法宝，更是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不

可缺失的精神支柱。“延安精神”中蕴藉的当代价值，将放射出新的时

代光芒。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共建立了 19 块大型抗日根据地 ( 也称 19 块

大型解放区) 。包括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

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 南、皖 中、浙 江、广 东、琼 崖、湘

鄂赣、鄂豫皖、河南等十九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近一百万平方公

里，人口一亿二千万。这些解放区被毛泽东称为 “历史上的奇观，中华

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解放区，是我们党完成民族解放事业必须的政权承载主体。正是由

于有了晋察冀、陕甘宁等这些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人才积累

了宝贵的执政经验，解放区的建立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前奏，中国共产党

人通过 解 放 区 “局 部 执 政”能 力 的 锻 炼， 学 会 了 如 何 去 建 设 一 个 新

中国。

“解放区”使 “解放”一词中洋溢的革命理想主义目标变得具体化、

实体化、政权化。

解放军是共和国的钢铁长城，解放军也使 “解放”一词获得了无坚

不摧的生命力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军队称谓都有不同，中国的军队为什么叫 “解放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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