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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从 1947 年 5 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至 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迁

移北平，这一年十个月构成了中共党史上的“西柏坡时期”。

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领导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指

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九月会议”

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建立了华北人民政府。由此在

我们党的历史中铸就了三座丰碑，即：革命战争史上的丰碑、政权

建设史上的丰碑、党建思想史上的丰碑，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西柏坡一年十个月的伟大实践活动，在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辉煌灿烂的篇章，积累形成

了治军、治国、治党等方面的特别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宝贵历史经

验。这些经验在60多年后的今天，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为了更深入、更系统地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西柏坡

时期的光辉实践和宝贵经验，河北省委党校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

写了关于西柏坡时期建设的系列丛书，包括：西柏坡时期政治建设、

西柏坡时期经济建设、西柏坡时期文化建设、西柏坡时期社会建设、

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西柏坡时期军事建设等。

系列丛书围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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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创新，在回顾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凝炼历史经验，提出现实启示，

旨在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路径和精神

动力，也为学术界进行西柏坡研究提供参考。

丛书的出版得益于河北省委党校许多专家的辛勤研究和工作，

也得益于河北省委党员干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西柏坡研究

的大力支持，在丛书出版之际，一并表示感谢！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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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从 1947 年 5 月 3 日刘少奇率中央工委

到达西柏坡，到 1949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

西柏坡，共一年十个月的时间。但在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书写了

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辉煌篇章。党的土地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通

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从根本上彻底铲除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军事大决战，书写了战争

史上的军事奇迹，为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奠基。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在这里形成，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在这里实践，人民共和国的国

体和政体在这里构思，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之所以能书写出中国革命伟大实践

的辉煌篇章，并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胜利的一座历史丰碑，一个最

根本的原因，就是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牢牢把握并较好地运用了党的

建设这个主要的法宝，并把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推进到了一个崭

新的境界，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熟并强大到足以能够实现从领导农

村向领导城市，从领导革命向全国执政的战略转折，并顺利完成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

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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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行了总体部署，要

求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今天，我们回顾总结党在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的光辉实践和宝

贵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增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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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阶段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样一个党，始终是引领和贯

穿党的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早在 1939 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

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

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

时期，之所以能书写出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辉煌篇章，并成为领导

新民主主义胜利的一座历史丰碑，同样是由于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牢

牢把握并较好地运用了这些主要的法宝，特别是做好了党的建设这

篇大文章，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进到了一个新境界。

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探索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中国政治生态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文化的伟大

民族。但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次

战争，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到 20 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

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已经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的半

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亡族灭种的危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领

土与主权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统一不复存在，外国列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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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任意掠夺奴役。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有了一定程度

的发展，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生产力水

平十分低下，资本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海

关、对外贸易和交通事业，把中国变成了他们原料、廉价劳动力的

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地。在外交关系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使得中国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附属。在思想文化上，资本

主义列强通过传教、办学校、办报纸等方法，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

教育，从精神上麻痹中国人民。加之，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盟，

收买和操纵军阀势力，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各

派军阀寻找帝国主义列强为后盾，长期割据混战的政治局面。

这种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掠夺的暴行，

这种封建军阀对外丧权辱国，对内镇压人民的腐朽政治，内战不断，

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不能不引起人民的极大愤

恨和奋起抗争。因此，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改造中国、救亡图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渴望和时代的

呼唤。

一个不甘心沉沦的民族，尽管在腐朽没落的政治统治之下，社

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但其中已经产生了组织起来的冲动，开始

孕育着政党的萌芽，并且一度出现短暂的多党政治的局面。

1923 年 8 月 1 日出版的《少年》杂志第 7 号发表文章，把那个

时期的党派、政治势力概括为十大类：新兴实业家、全国大部分商会、

教育界大部分、进步党、基督教徒、广东香港商人、益友社、交通系、

安福部、国民党。前五派的共同纲领是“教育实业救国”，他们已

经认识到，军阀统治是实业救国的障碍，他们微弱的经济地位和群

众基础，使得他们始终想巴结一个“较好的”、最有实力的军阀来

制服别的军阀以统一中国，以发展教育和实业。这一类政治势力倾

向于军阀吴佩孚，依靠美国的支持。广东香港商人大都是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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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们依赖英国银行资本，极力排斥日货；益友社原是国民党党员，

经济地位优越，从国民党中脱离出来，与自治派军阀结合。这两派

倾向陈炯明，依靠英国的支持。交通系完全由一帮卖国官僚组成，

与安福部由张作霖和段祺瑞培植，主要依靠日本。可见，在帝国主

义列强和军阀操控下的中国社会，很难产生具有独立意义的政党。

所有旧式的政党势力都无一例外地把人民群众排斥在外。

1905 年，孙中山成立了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的同

盟会，尽管这些团体各有自己的特点，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他们共同认可的目标。同盟会领导的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之后，华兴会和光复会

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实现，便不再革命。孙中山虽然明白“革命尚

未成功”，但却被袁世凯的假共和迷惑，把革命果实让给了北洋军阀。

之后，同盟会在黄兴、宋教仁的主持下，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

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政治势力合并，成立以进行议会为政治取

向的国民党。

袁世凯联合统一党、民主党、共和党成立了进步党。不但在议

会对抗国民党，而且极力破坏国民党，暗杀宋教仁，并最终解散国

民党。随后，孙中山召集国民党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举起反袁的

旗帜，并于 1919 年决定恢复国民党名称，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

党”。尽管孙中山殚精竭虑，辛勤努力，致力革命几十年，但始终

没有见到胜利的曙光，并于 1925 年在北京病逝，留下共和的遗憾。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和状态，原因有四：一是国民党热衷于发展党

员、壮大组织，竞争选举，但却忽视了对党的自身组织的建设教育，

党内一盘散沙，三民主义不但不为群众所知，就是党内成员也多是

不明真谛，一遇变局，便迅速解体。二是国民党议会政治失败后，

便注重军事行动，但国民党却没有自己可靠的力量，不过是收买退

伍军人和各地会门，并依靠个人的权力。三是在军事失败走不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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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联美联日，试图借帝国主义的力量推翻军阀统治，而帝国主义又

不希望中国真正发展资本主义，因而也不可能给予真正意义上的帮

助。四是在与帝国主义联合落空之后，国民党便走上与军阀妥协的

道路，想利用这派军阀去推倒另一派军阀，其结果，必然是使国民

党这个原本有些革命色彩的政治团体，逐渐走上与军阀同质化的道

路，与真正的民主共和，只能是渐行渐远。

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的一段时期，中国似乎出现一个多党政治

的局面，但这些党派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救国方案，无一例外地

都选择了搬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努力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

发展道路，但几经奋斗，没有一个走得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这些党派找不到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纲领不适合中国国

情，严重脱离中国最广大的劳动大众，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就连最具革命性的国民党，也因其严重脱离国民而日渐陷入绝境。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随着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不断增加和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

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迅速成长壮大。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从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100 多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增加到了

200 多万。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备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所具备的富有

组织性、纪律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等特点之外，还具

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特点：一是高度集中，

容易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二是受压迫最重，革命起来比任何阶级

都更坚决、更彻底；三是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在革命斗争中容

易与农民结成可靠的同盟。这些鲜明的特点，对日后中国工人阶级

政党建立和活动，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这几乎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工人阶级剥削的日渐加重，中国

工人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便日益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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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运动至建党前，工人罢工达 100 次①。工人罢工的形式和内

容也从最初的反对外国技师、监工和残酷压迫，维护最低生活条件

的自发经济斗争，逐渐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尽管如此，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

追随者参加革命的，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

台。

辛亥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飞速发展，军阀混战，土地

集中，中国农民的生活境地也极度悲惨。广大农民阶级遭受封建地

主、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层层盘剥，加以天灾人祸，以至于挣

扎在贫困和死亡的边缘。这段时期，虽然没有大的农民起义，但各

地的暴动却持续不断，如 1912~1914 年河南、安徽、湖北等地的白

朗起义，1916 年湖北、江西两省的哥老会斗争，1917 年安徽省大

刀会起事等。这些农民起义，同以往农民起义一样，斗争仍然处于

自发状态。有的农民起义军毫无组织，甚至以封建迷信来做口号。

这就决定，这种农民斗争，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阶级的命运，也

注定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一次反帝反封的文化启蒙和思想的洗礼。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们高举民主、

科学两面大旗，通过创办报刊，写文章出著作，深刻批判了封建专

制主义和封建的伦理道德，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17 年俄国爆发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陈独秀、李大

钊借助《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

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编发“马克思主义研究专

号”，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宣传“劳

工神圣”，这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发挥了积极的

①《中共党建史》，党建读物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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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作用。

1919 年 5 月 4 日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

政府卖国政策的五四运动，从开始以青年学生为主，到 6 月 3 日发

展为上海工人的相继罢工，运动的中心也从北京转到上海，并遍及

全国各地。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特别是人数达六七万

人的工人罢工斗争，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五四运动取得

了初步胜利。五四运动以后，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

分子，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

阶级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也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之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也给我们送来了如何建设工人阶级政党的建党

经验和建党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是中国社会条件成熟的结果，更是在列

宁和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下实现的结果。1920 年 3 月，共产国际得知

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后，高度重视，决定派维经斯基率团到中国考

察，目的在于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4月，维经斯基到达北京，

与李大钊会晤，并与许多进步人士座谈，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的实际情况及内外政策。维经斯基在与李大钊多次交谈建立中国

共产党的问题后，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必

须坚定不移地抓紧建立。5 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见到

陈独秀和上海社会主义者，与他们一同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和中国社

会改造等问题。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思想缺乏主流，写文章、说

空话的多，实际行动的少，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有必要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来领导中国革命运动。1921 年维经斯基到北京，

与相关人士座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等问题，

并希望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尽快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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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中国，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以及成立后各项工作的开展等都给予了一

定的帮助。

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参加大

会的代表有13人，代表党员50多名。这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

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明确党的目标和任务：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

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

级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

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公有。第一个党纲对党的中央组织

和地方组织和设置做了具体规定，并对党员的条件和入党手续进行

了规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个党纲，虽然只有 15 条内容，

但也规定了党章的内容，实际起到了党章的作用，通常也被人们认

为是第一部党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陈独秀、李达、

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党工作，陈独秀任中央局书

记。会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紧张的自身建设工作：一是建立和健

全了党的地方组织，扩大党的队伍，一年内发展到了 195 人；二是

于 1921 年 8 月，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三是于 1922 年 5 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发展准备了后备军；四是加强

思想建设，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著作。虽然，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但党的

组织还不完备，各种机构还带有临时性的特点。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党的全国代表大

会，在党的创建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

代表 12 人，代表全国 195 名党员。这次大会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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