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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念

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关键时

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如果能够

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

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

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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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

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淀，需要

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

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创新能力的提

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

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

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

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青年人志

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胸

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简

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

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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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书主要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怎样进行新民主主

义”，“从现代视角看新民主主义”三个板块，结合新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解读《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重要

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上画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民主主义论》总结我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深刻分析

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特点，系统地、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科学地阐明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

间的辩证关系；还科学地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

关系及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为文化工作指明了方

向。

新民主主义理论，或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

002

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

主义的统治，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简洁清晰、高屋建瓴地总结了新民主主

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过程、内容与作用，指出：“以毛泽东同

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

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今天的我们虽然已经远离那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不需要

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抛头颅、洒热血，但了解《新民主主义论》

依然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英勇开创新时代的勇气所

震撼，为党和人民的精神品质所折服。《新民主主义论》以其

深厚的理论内涵、鲜明的革命实践特色，必然激励更多的人珍

视当世幸福的来之不易，增进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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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论》的成书背景

及内容提要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背景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完成于1940年初，并于1940年

1月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一部指导中国

革命的伟大著作。它与同一时期先后发表的《〈共产党人〉发

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文章一起，在中国

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

系统的说明。当然，毛泽东发表这些文章，绝不是偶然的，而

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

一、国共两党的不同抗战路线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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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民族大

义，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开

始就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

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它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英美的

在华利益出发，被迫抗日，限制和压迫人民群众参加抗日。他

们把抗战当作是国民党政府和少数军队的事，以便随时可以对

日妥协投降，这是一条反动路线。另一条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

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它从人民的根本利

益出发，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人民战争，坚持抗战到底，这是一条能够引导抗战胜利的革命

路线。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对全面的人民战争，采取消极抗

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所以，国民党军队从华北、

华东、华中，一直败退到西安、四川，以致最终大半个中国为

日本所占领。加之中国共产党遵照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放

手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把党和军队的工作重

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发展日益壮

大，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迫使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10月

占领广州、武汉后，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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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侵华的大部兵力转向敌后根据地。

从此，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抗日战争由战略防

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至此，国际国内形势及各种力量的

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

对国民党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抗日战

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他们改变了原来的策略，采取以政治诱

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他们取消了“反蒋”的口号，

表示要和国民党谋求“和平”，并以“善邻友好”、“共同防

共”、“经济合作”为诱饵，以共同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为条件，对国民党开展了全面的政治诱降攻势。

在军事上，为了早日结束战争，摆脱被动，日本对其军事

战略进行了调整。从1938年10月起，日军对华作战方针开始转

向以巩固占领区、确保已占领区为主，而不是再扩大进攻了。

其主要目标是以敌后战场为主，配备充分的兵力，确保对中国

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控制。而对于正面战场，要求

把兵力配备在最小限度内，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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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事方针的调整，目的也是企图诱导蒋介石集团降日反

共。

三、英美等国的远东政策

在国际上，由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加紧了对欧洲的侵

略，众多国家与德意的矛盾日益尖锐。1939年9月，德国法西

斯同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殖民地，爆发了战争。英美帝国主

义害怕日本协同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在东方向他们进攻，同

时为了诱使日本北上进攻苏联，对日采取表面“中立”的绥靖

政策。因此，他们竭力劝说国民党向日本投降，企图牺牲中

国，而与日本帝国主义达成妥协。在日寇加紧诱降和英美劝降

的情况下，国民党由于在战场上频频溃败并且看到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它企图“借刀杀人”的阴谋

彻底破产等原因，其反共投降活动也加紧了步伐。

四、国民党反共投降倾向加剧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实行反动的“限共”、

“溶共”、“反共”的反动方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接

着又秘密颁布《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异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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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

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动文件，营造

出一种防范共产党的政治形势，严密地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

思想、言论和行动，把抗战初期人民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一概

取消。

在军事上，从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

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声讨国民党反

共投降的严重罪行，解放区军民奋起抗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胜利地粉碎了国

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发动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思想和

文化领域也对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1939年9月，蒋介石发

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篇演说。他打着阐释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旗号，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正统与道

统和世界多种主义比较的角度，大谈三民主义的原理和价值，

强调只有三民主义才是“博大精深、完美无缺的革命建国的

最高指导原则”。这篇演讲发表在9月30日出版的《青年中国

季刊》创刊号上，其影响不可低估。在这篇演讲中，蒋介石把

三民主义说成是完美无缺的理论，歪曲现实地指出共产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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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否认共产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且中国共产党在抗战

开始时，也曾经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

底实现而奋斗。既然中共承认了三民主义，那就更不必另举马

克思主义的旗帜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其迷惑性亦在

此。

为此，他们雇用一批反动文人，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疯狂

地鼓吹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

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

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公然要求取消共产主义

之理论，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

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词”，取消共产

党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张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国民党

如获至宝，到处翻印散发，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号称国民党

“理论家”的托派分子叶青也公开叫嚣：“国民党是一切党派

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宣扬“一

次革命论”，声称“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共

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收起”，恶毒诬蔑陕甘宁边区是

“封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进而攻击中国

共产党是“新式的封建”、“反动的势力”、“农民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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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承担起中国革命胜利的任务等。他们攻击共产主义“不适

合中国国情”，其实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

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为反共投降大造反革命舆论。

五、民族资产阶级提出走“中间道路”

国民党的文化围攻，一方面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团结，另一方面也使广大群众对抗战的前途和中国未来的命运

感到担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

独裁统治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战的前途也心存疑

虑，害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指责共产党的独立自

主原则，试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走出“第三条道

路”，以实现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政治统治。但是，民族资产阶

级在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过程中，所阐述的对理想国家模式

的架构，都是以英、美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蓝本的，幻想抗

战胜利以后在中国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在当

时的中国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也是危害很大的。

六、共产党内部“左”与右的错误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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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斗争在党内也有尖锐的反映，表现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的马列主义路线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

斗争。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映了蒋介石国民

党的意志和利益，成为当时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王明否

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种不同集团和国共

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抹杀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

的根本分歧，认为在抗战时期，只有抗日派和亲日派之分。在

统一战线工作中，他们极力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

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

联合，不要斗争”等荒谬口号，主张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反人

民政策作无原则的让步，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

允许的范围以内，实质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

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奉送给国民党。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虽然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毛

泽东的严厉批判，基本上得到克服，但它的影响和流毒远远没

有肃清。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

“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

在延安印发第三版，继续宣扬教条主义并要求党内学习。这样

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党内一旦采用王明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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