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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召唤》包括党的基础理论、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

践史、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十七大新

党章等有关内容，结合新时期高校大学生的特点，在全面阐述党的历史、

性质、指导思想、纲领、宗旨、作风、组织制度和纪律的基础上，对新时

期党员的条件、新时期大学生的党性修养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科学阐述。本

书做到时代性、科学性、理论性、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本书既可作为大学

生党员理论学习教材，又可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教材，还可作为高校普

及党的知识读本。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

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

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必须按照科学

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要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大学生党员是

青年学生的中坚和骨干，加强大学生党员的党的基础知识学习，不断增强

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是传承和推动党的事业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证。 
高校基层党组织肩负着向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的重任，大学生的入党

动机是否端正、党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党员队伍的质量，关系党和国

家的前途和命运。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教育和引导，对于高校基

层党组织把好大学生入党的质量关，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保障党的事

业后继有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大学时代是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要使青年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

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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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就必须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武装青年大学生的头脑。对大学生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是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会议上曾明确指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

希望、祖国的未来。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

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对大学生进行党的知识教育是促进青年大学生认识党、

了解党、亲近党的需要。只有在大学校园里普及党的知识，才能增强党组

织对大学生的吸引力，通过学习，不断增强大学生对党的理论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使一大批优秀大学生自觉地加

入到党组织中。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中坚力量和优

秀分子，是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

发达的希望，青年大学生的茁壮成长决定着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正如

江泽民所言：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因此，我

们必须正确引导、强化教育，促进青年大学生成人成长。 
《党旗在召唤》共分十章和五个附件，每章均由“章节导读”、“关键

词”、“理论阐述”、“史料链接”、“党员风采”五个部分组成，既有理论知

识的系统阐述，又有典型而生动的史料、人物和案例；既有系统性、理论

性、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和实效性，符合当代青年学生、大学生党员及入

党积极分子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对他们具有较强的辅导、启发和教育

作用。 
 
 

编  者 
20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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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党的光辉历程 

【章节导读】 

“东方的朝霞映红了鲜艳的党旗，冲破迷雾在黄浦江畔。铁锤和镰刀

为革命开天辟地，燃烧的火炬染红了金瓯华夏”。每当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红

旗颂》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辉煌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

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回首中国共产党近 90 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是一部恢

弘的史诗，也是一座不朽的丰碑。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特别是要求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学生，了解党的历史辉煌，明晰党的丰功伟绩，加强党

性修养，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

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历史新纪

元。 

【关键词】 

工人阶级  政党成立  历史必然  光辉历程 

【理论阐述】 

从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数十年不平凡的岁月。在这段坎坷而

光辉的岁月里，我们党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三大创举。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

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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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大

创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方向，改

变了世界发展格局，使中国人民屹立在世界东方。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历史的必然 

在世界的东方，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伟大国家——中国，勤劳、勇

敢的华夏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迈入 1840 年的时候，在西方工业革命

中崛起的英、法、美等殖民帝国先后入侵中国，中国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此后，面对充满深重灾难的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一直在不停地

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寻救亡图存的路径。然而无论是农民阶级的太平

天国运动，还是封建开明人士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抑或是民族资产阶

级发动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

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必须由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政党来领导。在这样的

背景下，历史选择了中国工人阶级，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中

国的产业工人产生于 19 世纪 60～70 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

代表。1912 年全国产业工人有 60 余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

工业出现了“黄金时代”，工人阶级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到 1919 年五四

运动前夕，全国产业工人达到 200 万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具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也是近代

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这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既有同

各国无产阶级一样的共性，也有独特的个性。共性是指：中国无产阶级与

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

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个性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

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最具反抗意识，具有最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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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革命性。第二，中国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便于组织和团结，

易于形成强大统一的政治力量。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大部分是破产农民出

身，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容易与农民结成同盟并发动和组织农民

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无产阶级斗争也容易得到农民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

定了社会基础。从 1912 年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工人罢工达到

130 多次。工人在斗争中逐渐意识到团结起来斗争和反抗的意义，开始出现

带有政治性质的罢工和斗争。工人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迫

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来指导，也为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

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中国带来了

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社会力量崭露头角，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

工人运动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

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

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领导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

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崭新的发展

阶段。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 年初，建党问题摆在议事日程上，一些共产主义先驱者开始探索

和酝酿建党问题。8 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10 月，

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

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

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

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 年 9 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

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 11 月，又创办了《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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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

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

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

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

并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

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 年 3 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

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

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

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

做了必要的准备。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兴业路 76

号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

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

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 13 人代表着全国 53 名党员。共产

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列席了会议。从 7 月 30 日后，由于法租界巡捕

房的搜查和干扰，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代表们继续讨论

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 15 条约 700 字左右的简短纲领，

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

央机构等组织制度，明确了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成为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大会讨论并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大会

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从东方

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华大地，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从此，在古老的中

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

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她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开天

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了方向，有了希望，中国革命从此

就步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党从成立之初，就是作为黑暗旧中国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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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否定者而出现的，她始终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庄严使命，并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近 90 年来，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在发展道路上实现了三次伟大转折，历经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 年） 

党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第一次伟大转折。即：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

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历史性转变。党成立之初，

中国仍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人民民

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这一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历史主题，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

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此，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作出了如下四大贡献： 

1．党领导和推动 1924～1927 年的北伐革命 

1922 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反帝反封建

的民主革命纲领，把结束军阀混战局面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为了凝聚一

切革命力量，1923 年 6 月，党的三大确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

线的方针。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工人中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教

育，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使工人运

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发动广大

工农群众参加大革命，为北伐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巨大贡献。这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创造的第一次辉煌，首次展现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但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加之

在大革命后期，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主要负责人出现

了右倾投降主义，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2．党独立领导 1927～1937 年的土地革命战争 

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

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崭新革命道路。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

党唯一的选择就是必须独立高举革命大旗，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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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战争。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第一枪，建立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经历了多次城市武装暴动失败教

训之后，毛泽东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瑞金

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全国三十多个大小农村革命根据地。但由于我

党对中国革命道路仍处于探索过程，在此期间，党内连续出现三次严重的

“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整整 4 年（从 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到 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党遭受巨大损失，

党和工农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 年 1 月，

在长征途中，为摆脱不利和被动局面，我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成为我党在生死攸关的一次历史转折。从此，开始纠

正了一度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

错误倾向，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终于走上了正确

的道路。 

3．党领导了 1937～1945 年的抗日民族战争 

在抗战 8 年之中，我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

国。以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

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以民族大义为重，一方面

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一方面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中日双方的特点、抗日战争的进程等，提出抗日战

争是持久战的理论，并预言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中华民族必定胜利。在

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我党组织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抗日

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在此期间，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

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在 1945 年党

的七大中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抗日军民的共同奋斗下，日本于 1945 年 8 月宣布

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近

代以来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中所取得的第一次彻底胜利，改变了屈辱挨打

的状况，使全国人民找回了自信与自尊，民族精神空前提升，民族认同感

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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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党成功领导了 1946～1949 年的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同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

但 1946 年 6 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

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

地进行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从 1946 年 6 月～1947 年 6 月，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

要在解放区进行。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以及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方

针。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从 1947 年 7 月起，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

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迅速改变了敌我力

量的对比。与此同时，在解放区彻底实行了土地改革，开展了整党和新式

整军运动。从 1948 年 9 月～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辽沈、淮

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从 1946 年 7 月～1949 年 9 月，人民解放军在 3 年多的解放战争中，共

歼灭国民党军 625 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49 年 10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此时期，我党在思想理论发展上也取得重大突破。第一次科学而系

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在全党培植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

进取精神，坚持依靠群众、坚持人民参政的民主精神，善于破坏旧世界、

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和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创业精神。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年） 

党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第二次伟大转折。即：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

历史重任，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积极

有效开展工作，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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