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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精神与民族复兴“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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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华民族最大的梦想。二者处在相同的历史

坐标位、拥有相似的道路指向和内涵。曾经指引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之梦的西柏坡精神，可
助力民族复兴“中国梦”尽快进入普通民众的视域并成为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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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号召全

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学界围绕“中国梦”进行了热议。
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一是“中国梦”的内涵，既
包括总体阐释，也有不少对“中国梦”构成部分中

国道 路、中 国 精 神 和 中 国 力 量 内 涵 的 阐 释；二 是

“中国梦”提出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既有从纵向中

国近现代发展进程的探讨，也有从横向与美国梦、
欧洲梦的比较研究；三是“中国梦”实现路径，不同

学者从实干态度、科技创新、法律、教育、依靠力量

等不同角度展开讨论；四是“中国梦”与现有影响

较大的精神力量的关系，如钟声［１］、邢洪儒［２］分别

就雷锋精神助力“中国梦”的探讨，丁素［３］就河南

的中原人文精神与“中国梦”关系的关注等。遗憾

地是，由于对“中国梦”的研究刚刚展开，现有研究

主要停留在一般性阐释上，尚未充分细化、分层。
为了使民族复兴“中国梦”尽快进入普通民众

的视域并成为精神源泉，借助人们熟悉的思想工

具作为载体将是有效的方式之一。基于此，立足

河北人民熟知的西柏坡精神，借西柏坡精神的河

北地域文化特征，对加强民族复兴“中国梦”宣传

教育路径进行探究。

西柏坡精神与民族复兴“中国梦”是一脉相承

的。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

“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而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

下，中华民族最大的梦想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西柏坡，被称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

所”，可以说西柏坡精神产生于距离民族独立之梦

最近处，它告诫人们面临胜利应该有的心态和迎

接胜利 该 做 得 准 备。今 天，距 离 民 族 复 兴“中 国

梦”如此接近，曾经指引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之

梦的西柏坡精神，与之处在相同的历史坐标位、拥
有相似的道路指向和内涵，且独具为河北民众熟

知的特质，必然能对民族复兴“中国梦”进入普通

民众视域发挥重大作用。因此，将丰富民族复兴

“中国梦”的内涵，亦将提升西柏坡精神的时代价

值，以至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中国梦”的路径是这样

表述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

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为了具体阐释西

柏坡精神在助力民族复兴“中国梦”宣传教育中的

作用，将针对西柏坡精神在“走中国道路”、“弘扬

中国精 神”和“凝 聚 中 国 力 量”方 面 的 宣 传 教 育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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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分别展开剖析。

　　一、西 柏 坡 精 神 在“走 中 国 道 路”方 面

的探索

　　道路 问 题 是 关 系 国 家 前 途 和 命 运 的 重 大 课

题。什么是中国道路？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王庆

五认为：“中国道路是近代１２０年来，中国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

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在

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民族解

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

主义的道路。”［１］

实现“中国梦”，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近

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一次又一次“撞南墙”之后

做出的选择。正是这条道路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了

民族独立之梦。１９４９年２月在西柏坡，毛泽东向

到访的米高扬这样介绍未来的中央政府：“这个政

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

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２］

为了保障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方向，中 国 共

产党人在西柏坡再次确立坚持共产党领导原则、
创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制定党和军队工

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任务、创造性地提出

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和“另起炉灶”、“打扫干

净屋子再请客”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从而奠定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石。

　　 （一）坚持共产党领导原则

１９４８年年初，毛泽东就曾经强调中国共产党

对未来国家的的领导。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

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

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

机会主义的错误”。有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

人民 共 和 国 的 建 立，就 有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３］１４３３等。

　　（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七届二中全会强调新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 联 盟 为 基 础 的 人 民 民 主 专 政 的 国 家 制

度，这是根据中国国情，由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

出来的，它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毛泽东

对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确定

各阶级在新国家中的地位。他说，新民主主义的

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

政权。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 民 阶 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

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还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也

是独裁，即 对 敌 人 是 独 裁，但 是 在 人 民 内 部 是

民主。

　　（三）确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我党同党

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他说：“我们必须把

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和

他们一起工作、交流思想。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

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

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

人士。”［３］１４３７这成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多 党 合 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

　　 （四）制定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经济政策

当时中国的国情是，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

代性的工业 占１０％左 右，农 业 和 手 工 业９０％左

右。毛泽东提议据此制定相应政策，这就是：没收

掌握在帝国主义及官僚资产阶级手里的资产，这

些资产虽然只占１０％左右，但是主要是现代性工

业，将其归国家所有，从而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

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

导成份；其次，引导个体的分散的农业经济和手工

业经济逐步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再次，
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容许私人

资本主义工业存在和发展。

　　（五）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１９４８年春，英、法 等 国 的 政 府 陆 续 开 始 希 望

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

开始思考处理意见，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
“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

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

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

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

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

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

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

的地位。”这么做是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以取

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这一方针和立场，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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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表 述 为“另 起 炉 灶”和“打 扫 干 净 屋 子 再 请

客”。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受奴役

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这一系列措施保障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

革命取得成功，在毛泽东的规划中是中国道路第

一阶段，第二阶段是中国建设。他认为二者的关

系是，只有实现了革命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中国

才能集中力量搞建设。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反

复强调搞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主

要任务，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进一步把这一

条道路概括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４］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 一 次

把“走自己的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道路。胡锦涛进一步深化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从

而第一次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内

涵，并在此基础上把这一道路的主题升华为如何

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

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 主 义［５］。改 革 开 放

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

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和谐幸福之路，也必将是实现

“中国梦”的路。

　　二、实 现“中 国 梦”需 要“两 个 务 必”和

赶考精神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强大的精神

力量来凝心聚力。西柏坡精神在革命胜利的最后

关头，告诫全党越到关键时刻越不能放松，戒骄戒

躁，坚守艰苦奋斗和不断学习的精神，来迎接最后

的胜利。

　　 （一）提出“两个务必”

经过２０余 年 的 武 装 斗 争，面 对 即 将 取 得 的

胜利，毛 泽 东 想 到 了 明 末 农 民 起 义 领 袖 李 自 成。
决不 当 李 自 成、考 个 好 成 绩 成 为 此 时 重 要 课 题。
他意识到，革命胜利后党内自身可能生长四种情

绪———不断滋长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
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和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

苦生活的情绪。为此，毛泽东始终提醒全党，决不

要让胜利冲昏头脑，预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因
为在一定意义上讲巩固胜利比夺取胜利更艰难。

为了免于沉沦于历代王朝始兴终亡的历史周

期中，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

设和作风建设是关键一环。于是毛泽东在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

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

民主革命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

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
但序幕还不是高潮。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

更伟大、更艰巨。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
的历史课题，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主题，党内做

出了六条规定，即：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

掌、不准用党的领导人名字作地名、不要把中央领

导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

　　（二）发扬赶考精神

毛泽东将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执掌全

国政权喻为进京赶考，而这场赶考中最紧要的问

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走向执政的新路。他

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

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

和发 展 …… 我 们 就 会 站 不 住 脚，我 们 就 会 要

失败。”
于是他要求各行各业领导干部，尤其 是 处 在

半文盲状态的工农干部，提高管理水平和业务水

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向全党提出：
“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我

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

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

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这时候党内在思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定位问题。有人提出将

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明确表示

反对。他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是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

统一的结果，根本是马列，细节是中国，骨头是马

列，肉是中国。把毛与马、恩、列、斯 并 列 起 来，似

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

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

生。”［６］他认为在党内高层会存在如此不同的认识

原因是 学 习 还 不 够。为 了 提 全 党 的 马 列 主 义 水

平，他列出了干部必读的１２本马列主义著作，规

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还在西柏坡创办了

高级党校及马列学院。
朱德曾经讲，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

这样的国家建设好，要防止骄傲自满和不求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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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精神的显著特征就是时刻保持谦虚谨慎，
不断学习。正是依靠弘扬西柏坡精神，中国共产

党人成功进入北京建立新中国，并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大

幅提高的今天，西方价值观念中一些不良因素开

始在我国泛滥，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贪图享受、甘
当“啃老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弘扬以“两个

务必”为代表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重要。要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我们矢

志不渝地埋头苦干，发扬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实干才能兴邦。

　　三、团结民众才能“凝聚中国力量”

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政治学家 戴 维·
蓝普顿认为，国家力量由军事力量、财政力量和智

力构成。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很好理解，什么是

智力呢？蓝普顿心目中的智力可等同于理念力量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理念力量主要指能够 增 强 一

个国家凝聚力的知识和文化 内 涵［７］。换 言 之，智

力或者理念力量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软力量。智

力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力量。他认为这三种力量常

常结合使用，互为补充。比如，智力强大 时，可 弥

补军事力量和财力的不足。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共

两党的较量 就 是 明 证。１９４６年 当 内 战 即 将 开 始

时，蒋介石对国民党取胜非常有信心，认为有优良

的武器、美国的援助和军队数量的优势，必然会取

得胜利。而毛泽东则不以为然，于是提出著名的

“纸老虎”论断，认为国民党的那些优势都不及共

产党的一条优势———人心所向，人 心 所 向 实 际 上

就是指智力优势。蓝普顿的智力学说在某种意义

上而言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相吻合。马克思唯物史

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

和蓝普顿的智力可以转化为财力学说异曲同工。
凝聚中国力量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将智力因素转化

为军力和财力。
在近代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百 分 之

八十以上，因此那时凝聚中国力量就是要依靠和

发动农民。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中国近代土地

问题相当严重，在一定意义上讲谁能解决土地问

题谁就能把握革命的主动权。国共两党二十多年

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

问题上［８］，也就是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
土地问题的成功解决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成

功的关键一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开始从

事农民运动，探索土地改革的方法，中共中央和各

革命根据地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土地改革的法规

和政策。１９４７年７月，党中央在平山县西柏坡村

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主要内容是：第一，规定废除封建及半封建的土地

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同时废除一切

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第二，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

的土地及公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
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

肥补 瘦，使 乡 村 人 民 获 得 同 等 的 土 地，并 归 个 人

所有。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部彻底的、比较完备

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它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土

地要求，使一亿六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彻底消灭了

封建制度，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土改的基础上

结成了巩固的联盟，从而改变了国共两党力量对

比，动摇了国民党统治基础。经过土改获得土地

的农民，革命积极性高涨，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

们踊跃参军参战。仅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就

有１４８万，东 北 解 放 区１５０万。从１９４６年 到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民兵参加大小战斗１１．４７万次，歼

敌２０多万人。特别是在著名的“三大战役”中，解
放区人民出民工５３９万，出动 牲 畜１０３．６３万 头，
支援粮食９．５亿斤，为保证“三大战役”的胜利作

出了重大贡献。智力优势成功地实现了向财力和

军力的转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土地法大纲》
的实施在团结民众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根本力 量，也 必

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习近平

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

人民来实现。因此，无论进行任何改革，都必须以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起点，得到民众的理解和

积极参与，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智力优势，才能实

现“中国梦”。
总之，坚持走中国道路，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

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不动摇的基础

上，根据具体形势制定和调整国家政策。西柏坡

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走中国道路”方面做了积极

努力，为了适应从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变

化，制定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政策；根据我国革

命时期国内党派实际情况，提出多党合作的政治

协商制度；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顶住压力，确立

独立自 主 的 外 交 政 策。今 天 的 国 际 形 势 依 然 复

杂。虽然经济形势有较大改善，但是也面临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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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过大、价值观念多元化，
等等，如何凝心聚力成为新的考验，这就需要发扬

两个务必精神和赶考精神，同时西柏坡时期中国

共产党在发动农民、关心农民利益方面所做的努

力为执政党如何团结民众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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