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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语境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与启蒙

———以太行山文书中“抗日三字经”为例

李 延 军

（邯郸学院 地方文化研究院，河北 邯郸　０５６００５）

　　摘　要：“抗日三字经”是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中心所藏的一件以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
设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献，它以通俗易懂的“三字经”民间杂字方式，为广大民众系统讲述了根
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可效仿学习的民主模式，争取民主斗争的方式方法，以
及当下急需付诸实施的具体行动与步骤，是当时华北抗日根据地冬学教育动员类扫盲普及读
物。这种深入浅出的民间讲述方式，生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广大民众利益，实现民主权
力，建设根据地民主政权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启蒙工作，完美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宪政
的系列思想，对唤醒广大民众民主意识，推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打击汉奸顽固派专
制势力，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均起到重要历史作用。同时为中
华民族的民主政治探索与实践，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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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为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所辖各根据
地建立的一种新型民主政权。该政权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
团结一切赞成抗日的民主爱国人士，对汉奸和反
动派实行专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
政。在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中心，就藏有这样一
件直接反映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内容的珍贵
文书———“抗日三字经”。

该“抗日三字经”的发现，曾得到新华网、燕赵
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关注与报道，［１］是一本抗战时
期华北抗日根据地冬学教育动员与民主启蒙类扫
盲普及读物。它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三字经”
民间杂字形式，将当时还相当空洞抽象的抗日根
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内容，在广大民众耳熟能详的

拙朴语境中，进行了深入浅出、别具一格的系统阐
述，号召广大民众积极争取民主权力，与顽固派、
汉奸专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积极投身抗日根据
地民主政权建设，为战胜日本侵略者贡献自己的
公民力量。是笔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本以民间语
境阐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抗日三字经”，具有
极其珍贵的学术研究价值。［２］

该“抗日三字经”的最大价值在于将当时高度
抽象空洞的民主宪政思想，不动声色地置于广大
根据地民间语境，为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民
众系统讲明了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与现实逻辑，
可供仿效学习的民主模式，实施民主的具体操作
路径，以及眼下急需付诸实施的具体行动与步骤。
全文短小精悍，语言朴实，却论述透彻精辟，简明
易懂，让广大民众在朗朗上口的民间语言韵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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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接受其思想主张，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抗日民
主政权启蒙动员典范之作。

就上述内容及其思想价值做如下归纳，对当
前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研究有所启示。

一、民间语境下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
历史与现实逻辑

该“抗日三字经”虽然创作于抗日战争相持阶
段，但其关注点及历史视野并未局限于抗日时期或
抗日这一单一主题，而是紧紧抓住和围绕近代以来
广大民众所遭受的历代专制统治与外部列强入侵
的残酷历史事实，对广大民众进行系统民主启蒙教
育。旨在唤醒民众，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是历代专
制统治剥夺了大家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民
权”，导致民穷国弱，内忧外患接连不断，陷广大民
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摆脱专制统治的剥削与压
迫，战胜列强，解放自己，实现民族独立，必须从争
取“民权”入手———当家做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
实行民主宪政社会制度，才能选出“好官”———人民
公仆，改变社会政治生态，从根本上解决“官不好／
民不安／国事坏”的制度根源上的“祸端”，全面推动
社会文明进步，才能最终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该“三字经”首先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切入
主题，深入浅出，进行讲述：

（一）实行民主宪政的历史逻辑

实行民主宪政，首先是广大民众维护自身利
益的迫切需求。“大中华／好河山／人口多／地方
宽”［２］（以下凡引该“抗日三字经”原文出处皆同，
不再标注）。该“抗日三字经”开篇就以高昂的笔
调，赞美中国的大好河山，人口众多。生活在这片
美丽富饶国土上的广大民众，本该过着自由幸福
的文明生活。可接下来笔锋一转，历数了清末以
来广大民众所遭受的专制统治下的内忧外患之
苦：“从满清／末朝年／外国人／打进关／割土地／赔
银钱／国不固／家不安／最可恨／清政权／既混蛋／又
野蛮／见洋人／心胆寒／对百姓／施凶残”。清政府
对外奴颜婢膝，对内残酷统治，广大民众惨遭专制
统治与列强侵略的双重压迫与剥削，国破家亡，民
不聊生。寥寥数言，伴随悲壮铿锵的语言韵律，将
广大民众情绪带入苦难深重的悲惨历史情境。

为解除广大民众疾苦，“先总理／孙中山／起革
命／在华南”，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在华南推翻满
清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把满清／终

推翻／立民国／倡民权”，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
三民主义，广大民众终于有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权
力———“民权”。“老百姓／闻此言／人人喜／个个
欢”，大家看到了当家做主的希望，无不欢欣鼓舞。
然而，好景不长，专制统治卷土重来，“不估量／没几
天／军阀们／把权专”，随之而来的军阀统治，是“争
势利／夺地盘／拉锯战／又连年／兴杂税／派苛捐／征
粮秣／要银钱”。前脚赶走清政府的旧专制，后脚又
来了军阀们的新专制。广大民众不仅遭受各大军
阀的苛捐杂税之苦，还要遭受连年混战导致的兵燹
之灾。“老百姓／遭摧残／受饥饿／无人怜／粮出尽／
地卖完／拿不起／挨皮鞭／泪咽在／心里边／向谁人／
去诉冤”，孙中山的民国许诺给广大民众的当家做
主权力，在军阀专制统治下，不仅成为泡影，而且民
生更为艰难，民权更是无从谈起。如何才能摆脱饥
寒交迫的悲惨命运？该“三字经”告诉大家的办法还
是要民权———“苦经验／教训咱／除痛苦／要民权”！

该“三字经”开篇，通过清末与北洋政府两个
历史时期的专制统治给广大民众带来的苦难历史
事实，告诉大家苦难的根源在于没有民权，在于历
代政府的专制统治。实现自由幸福生活的手段就
是要有自己的权力———民权，国家大事要由自己
当家做主，从而确立了该“三字经”的核心理
念———民权。并对这一权力进行了进一步阐发：
“国家事／与官员／和民主／紧相关／官不好／民不
安／国事坏／是祸端”。“民不安／国事坏”的根源在
于“官不好”，“官不好”的根源“和民主／紧相关”，
民主制度关系着官员队伍的好坏，官员队伍的好
坏决定着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关系着民族长治
久安与民众的自由福祉。由此推出“民主”一词及
其概念———国家大事必须由大家做主，由广大民众
做主，这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力。从而确立了
该“三字经”中“民权”“民主”两个核心政治理念。

“民权”与“民主”不是空洞的政治术语，而是
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保障其公民权
利的现实社会制度，是近代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
的广大仁人志士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更是广大
民众长期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切身利益诉求。该
“三字经”开篇的三言两语，就为大家讲清了民主
的朴实概念及其重要意义，为其之后提出民主与
宪政概念做了历史铺垫。

（二）实行民主宪政的现实需求

历史本已是灾难深重，苦不堪言，眼下更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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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现实是，当历史进程到了当时的抗日战争相
持阶段，中华民族最迫切的任务是打败日本侵略
者。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首
先要与顽固派和汉奸卖国贼等专制势力进行坚决
斗争。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不能再单靠军事力
量，更重要的是，必须依靠社会的全面进步，依靠
先进的政治文明，去战胜黑暗，战胜一切专制势
力。其途径就是建立文明进步的民主宪政社会制
度，让广大民众拥有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民
权”“民主”，就是实现这一切的重要手段与武器。
这为广大民众争取“民权”“民主”，当家做主，提供
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大混乱／二十年／民间苦／难尽言／内乱生／外
患连／小日本／逞凶蛮”，当时的历史现实是，在北
洋政府至日本入侵中国的前后２０年间，各大军阀
不仅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内斗不止，而且他
们之间也在各自投靠的列强操纵下，相互挞伐，争
抢地盘，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混乱当中。同时，各大
军阀为壮大实力，在各自地盘极尽种种残酷手段，
对广大民众进行盘剥压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榨
取民脂民膏。有的发行官债，有借无还；有的滥发
纸币票券，强取豪夺；甚至实施田赋预征，兵差折
价，强制民众栽卖鸦片，征收高额税赋等黑社会手
段，陷广大民众于朝不保夕辗转流徙的痛苦困境。
整个国家积贫积弱，最终导致日本侵略者乘虚而
入，“东四省／强占完／领凶兵／打进关”，东北华北
相继失陷，国土不保。内忧外患，祸不单行，广大
民众更是处在饥寒交迫战乱兵燹之中痛苦哀嚎。

“我民族／总动员”，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华民
族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全面动员，结成抗日统一
战线，同仇敌忾，奋起反击，浴血奋战，到当时“已
三年”之久，度过了艰苦卓绝的防御阶段。这时
“敌遭到／大困难／陷入了／深泥潭／往前进／力用
完／气发喘／汗流干／乱和我／在今天／正气在／相持
间”，日本侵略者已是强弩之末，陷入中华民族全
民抗战的泥潭，抗日战争终于进入相持阶段，即将
迎来胜利的曙光。

然而，“这阶段／多困难／靠进步／过难关”。相
持阶段依然困难重重，既要“打顽固”，又要“除汉
奸”，要做到这一切，必须依靠社会的全面文明进
步，让民众拥有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才能动员更
广泛的人民群众，团结更广泛的各阶层社会力量，
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要使社会文明进步，就必
须建立公民社会，赋予公民宪法权力，让广大民众

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样抗日就是保家，保家就
是卫国，卫国就是保卫民众自己的切身利益与民
主权力。历史又一次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争取民主
权力的历史契机。

该“三字经”为此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行宪
政／首当先／新民主／真民权”，必须首先实行宪政，
建立民主社会制度，实现真正的民主———“新民
主”，让广大民众当家做主，拥有“真民权”，而不是
国民党顽固派口头宣称的假民主、假民权，才能彻
底摆脱专制制度奴役的悲惨命运，成为这片国土
的真正主人。在广大民众实现自身解放的同时，
实现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此时，民主宪政
的社会制度呼之欲出，水到渠成，成为该“三字经”
旗帜鲜明的政治主张。

可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现民主宪政社会
制度，不仅是广大民众争民权、要民主的历史需
求，更是现阶段动员更广大的社会进步力量战胜
日本侵略者的现实需求。正如毛泽东所说：“抗日
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
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３］而抗日战争
进入相持阶段，为广大民众这一需求实现，提供了
难得的历史契机。该“抗日三字经”从历史和现实
两个层面，告诉了广大民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
必要性、正当性与紧迫性。

二、民间语境下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模式及其实施途径

（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模式

至于具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抗日民主政权，
该“三字经”同样以自己的简明方式，给出了具体
分析与明确主张。首先不能建立欧美式资本家专
权的假民主。该“三字经”说，“和欧美／不一般／资
本家／专政权”，欧美式民主制度“压平民／万万
千”，广大民众“少吃饭／没衣穿／冻饿死／没人管”，
依然处于被压迫奴役的悲苦境地，其本质是“表面
上／讲民主／实际上／把人骗”，实施的是资本家专
权的伪民主。这样的民主制度显然不能选择。

其次，也不能实行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民主，
“也不是／像苏联／劳动者／执政权”，苏联的民主模
式是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无阶级／人人欢”，
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但在当时的根据地
为时尚早，“还太早／要实现／等明天”，实行苏联式
民主的时机尚不成熟，只能等到以后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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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告诉人们，苏联式民主是未来要选择和实施
的社会制度。

毛泽东为此将这种民主政权模式称之为“新
民主主义的政治”，“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
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
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４］该
“三字经”告诉大家当前急需推进的现实民主工作
是，让广大民众拥有“真民权”，“我中国／在目前／
须实行／真民权”，大家首先要有自己的切实民主
权力，然后积极行使这种权力，“国家事／大家管”，
呼吁大家参与到国家大事的管理当中。这必然遭
到专权的国民党顽固派阻挠和抵制，所以，必须与
国民党顽固派专制势力进行斗争，“非一党／把权
专”，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认清“顽固
派／不向前／想投降／求苟安／开倒车／向后转”的反
动本质，揭露其“违背了／孙中山／说训政／还没完”
的谎言，企图以训政尚未结束为借口，“把时间／再
推延”，拒绝实施民主宪政，继续剥夺广大民众的
民主自由权力，必须与其“行专制／夺人权”的专制
行径，进行坚决斗争，把属于自己的民主权力从国
民党顽固派手中夺回来。由此告诉广大民众目前
争民权要民主的斗争方式是：与国民党顽固派做
坚决斗争，揭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一党专政本
质，争取自己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金字塔不可
能由一群奴才建成，打败侵略者也不可能由一群
懦夫实现。争自己的公民利益，就是争民族的利
益；争自己的公民权力，就是争国家的权力；作为
公民，自己才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主人，与国家和
民族利益紧密相连。自己强大，国家和民族才能
强大；解放自己，就是解放这个国家与民族。只有
争取和行使自己的神圣民主权力，才能为民主社
会制度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公民社会基础，凝聚成
战胜侵略者的最强大力量。

（二）抗日民主政权的实施途径

在明确了国民党顽固派为民主宪政的主要斗
争对象后，该“三字经”随即为广大民众指明了与
之斗争的具体方式方法。“我们要／促一番／开大
会／发宣言／打电报／到四川”，通过召开争民权要
民主的各界群众大会，向蜗居在四川的国民政府
当局通电，发表民主斗争宣言，对当局施加压力，
促使民主宪政改革，为早日实现民主社会制度，进
行不懈斗争。只要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坚持民主
抗争，“不论他／多么顽／反潮流／必被淹”，无论顽

固派多么反动顽固，他们开历史倒车的反民主专
制行径，必将淹没于广大民众民主斗争的汪洋大
海，以最终失败而告终。

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同时，更重要
的是，“在华北／敌后边／实际干／别迟延”，在华北
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快抗日
民主政权建设步伐，把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成
功，就在全国树立了民主宪政社会的样板，以实际
行动，驳斥顽固派“说训政／还没完”的骗局，倒逼
当局进行民主宪政改革，推进社会民主进程。

为此，首先要落实广大民众最基本的民主权
力———参政权，才能赢得广大民众支持，团结更广
泛的社会各阶层力量，“非完（顽）固／非汉奸／谁都
有／参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
泛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民主阵营力量。民主是人
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利，求的是最大公约数，只要不
是国民党顽固派和汉奸卖国贼，任何公民都有参
政议政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这是公民的基本权
力，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战胜日本侵略者是
当时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只要积极抗日，拥护民
主，就具有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就是抗
日统一战线要团结的对象。打击极少数，团结大
多数，为广大民众指明了争取民主的斗争方向，也
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最大利益诉求。

其次是有效运用好选举和罢免两种民主权
力，“一选举／二罢免／选好官／去坏官”，选举出民
众公认的“好官”，罢免不称职的“坏官”，把官员的
命运和前途，交给广大民众监督制约，既实现了大
家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力，又把桀骜不驯的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这样才能造就一支廉洁高效的官
员队伍，为公众和国家服务，成为社会和民众的真
正公仆。选举与罢免，是民主社会公民的基本权
力，是抗日民主政权民主性的最重要体现。

“第三是／创制权／制法律／也由咱”，广大民众
不仅可以选举和罢免官员，还有制定法律的权力。
公民具有立法提案权，具有提出修改或制定法律的
权力。民主要靠法制来保障，只有制订民主属性的
法律，才能保障民主社会制度顺利运转。法律只有
由广大民众共同参与制订，才能使其成为公民之间
最广泛的社会契约，才能保障法律的民主性，社会
的民主性，真正做到法大于权，最终实现民主宪政
社会制度。所以，具备立法提案权的“创制权”非常
重要，告诫广大民众一定要抓住，并充分利用。

第四，公民的复决权。“还有件／复决权”，“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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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是广大民众的又一项重要民主权力，但凡立
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或其它议案，广大民众都有权
进行投票表决，有权决定该项法律制度能否成立
或实施，以确保法律体现最广泛的民意，让“恶法”
胎死腹中，“善法”畅行无阻。民主权力不是口惠
而实不至的空洞口号与说辞，而是有着法律明确
赋予公民的各种具体权力与法定的行使程序。

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四大权力，正
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年许诺给广大民众的民
权，写在他１９２４年８月出版的《三民主义》一书。［５］

“坏办法／能推翻”，只有充分拥有和运用这四大民
权，广大民众才能把不符合大家利益的法律制度废
除，从而在制度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只有实
现了社会公平正义，才能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利益，
才能调动最广大的社会力量，与破坏民主宪政的专
制势力做斗争。谁破坏和反对民主宪政就是广大
民众的敌人，就会遭到最大多数的民众反对。日本
侵略者的入侵，残酷剥夺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力；
顽固派、汉奸卖国贼反对给予广大民众民主权力，
所以日本侵略者、顽固派、汉奸均是人民的公敌，必
然遭到最广大民众的誓死反抗。这是战胜日本侵
略者、顽固派、汉奸最强大的力量与武器。

所以，该“三字经”谆谆告诫大家，“这武器／要
保全／打日本／不费难／铲顽固／除汉奸／胜利果／定
属咱”，一定要誓死争取和捍卫法律赋予自己的民
主权力，打倒顽固派，铲除汉奸卖国贼，建设抗日
民主政权，依靠民主进步凝聚的强大力量，战胜日
本侵略者，并非难事。民主权力、民主宪政社会制
度，必将成为广大民众的最大胜利成果。

该“三字经”把抗日与民主两大时代主题，紧
密结合，为公民的个人自由与中华民族的彻底解
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最后是万丈高楼从地起，要完成这一艰巨的
历史使命与现实任务，第一步该从何做起？万事
开头难，该“三字经”告诉大家，“先改造／村政权”，
首先是改造村政权。村政权处于民主政权金字塔
的最底端，每天要与广大民众打交道，与广大民众
的切身利益最直接，而且是专制政权统治势力最
薄弱环节，也是社会民主实践最容易突破的一环。
因此，从村政权着手进行民主政权建设，也最容易
立竿见影，让当时尚不知民主宪政是何物的广大
民众最容易认识和接受，从而为全社会民主政权
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细心选／参政员”，对村政权改造，首先从选

举参政员、改革参政会制度做起，让广大民众在选
举参政员过程中行使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学会民
主，实践民主，推进民主。在根据地农村以普选方
式选举参政员，是对当时参政员由国民党中央遴
选的不民主方式有力抵制。只有实行普选，才能
真正体现和保障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力，真正选出
代表广大民众利益为民鼓与呼的参政员，开启民
主宪政的关键一步。

如何选举参政员？该“三字经”给出的标准是，
“对抗日／心志坚／为大家／不怕难／这种人／能当
选”。只有那些真正抗日，且一心为民族为大众服
务，不怕艰难困苦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国民参政
员，成为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好官”。只有这样，
“参政会／可健全”，也才能把国民参政会改造为真
正的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民意代表机构。

对于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而言，最重
要的莫过于选好村长，“村长副／也要选”。作为民
主政权的最基层政权———村政权而言，村长选举
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抗日民主政权能否建立的
基础性标志。村长的选举标准是，“挑举那／人品
端／不自私／不贪钱／肯为公／耐劳烦”。让那些肯
为大家吃苦耐劳、公正廉洁、品行端正的人当村
长，这样“村民主”才能“弄完善”，建设好村级民主
政权，再往上“区县省／就好办”，就为整个社会民
主宪政政权建设夯实了基础。这样，“好比咱／盖
房院／先要把／根基建”，基层农村的民主政权基础
打好了，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建立及民主社会的
实现，就迈出了扎实一步，中华民族的民主社会大
厦就会逐步矗立起来。该“三字经”用农村常见的
盖房现象来类比国家民主政权建设大业，浅显易
懂，生动形象说明了村级民主政权的奠基意义。

该“三字经”最后号召大家，“我们要／实际
干”。不能光说不练，整个“三字经”把抗日民主政
权建设的观点、步骤、方式层层阐述清楚后，号召
大家最重要的是落到实处，脚踏实地地从现在做
起，从眼前的村政权选举做起，只有让民主宪政在
抗日根据地广大农村落地生根，才能一步一个脚
印，逐步建立起国家意义上的民主宪政社会制度。

综上所见，该“抗日三字经”用简明易懂民间
语言，深入浅出地从历史谈到现实，从概念过度到
行动，从民众的切身利益说到民众当家做主的民
主权力，从民主权力的争取号召大家投身民主社
会制度建设，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为广大民众清
晰讲述了争取民主权力、建设民主社会的利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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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要观点理论，及其实现步骤与途径。可以说
是一本指导当时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简明
操作手册，国民动员书，公民自我教育教材，也是
一份极其珍贵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宝贵史料及
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珍惜与深入研究。

三、该“三字经”反映的思想价值及其
启示

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０日，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
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
主的政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
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
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什么是新民主
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
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宪政。”［６］吴玉章在这次大会上阐述
得更为具体：“首先他必须是反帝的，即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民主。他不为一个阶级或少数资产阶
级及一个政党所专有，而是各阶级、各党派、各民
族、除了汉奸卖国贼而外都有平等权利的‘全民性
的民主’。”“其次他必须是反封建、反官僚、反贪污
腐化、反一切黑暗专制势力的民主，他是为了反对
倒退坚持进步以求得政治光明的民主。”“第一，民
权不能为少数资产阶级所专有；第二，直接民权是
由人民经过集会或总投票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
决、罢免各权；第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
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第四，剥夺卖国罔民的人
们关于上述的权利。”［７］可见，该“抗日三字经”系
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宪政的系列思想理
论，且语言生动淳朴，简单明了，广大民众听得懂，
摸得着，可操作，接地气，教育动员与启蒙效果显
而易见，说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主宪政社会所
付出的艰苦卓绝细致入微的民主启蒙动员工作。

美国记者贝尔登曾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老爱
说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必须要有一段
时间的民主训练才行，但解放区的领导觉得这种
观点可笑。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告诉我，‘光训
练是不管用的，唯有人民过着民主的生活，才能改
变他们的习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学会什么
是民主’。”［８］戎伍胜所说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
正学会什么是民主”，才能让人民过上真正的民主
生活，真正实现民主社会制度，也正是该“抗日三
字经”所体现出的重要内容与思想价值。根据地
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没有像国民党那

样光说不练，而是真抓实干，雷厉风行，扎实做到
了让广大民众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在学习民
主中实践民主，在火热的民主启蒙与社会实践中，
广大民众的民主素质得到普遍提高，用成功建设
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实际行动，驳斥了国民党
和蒋介石观点的可笑与荒谬。

当年黄炎培来到延安窑洞，质疑打破历史兴
勃亡忽周期律的办法时，毛泽东告诉他，那就是民
主。［９］置身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曹火星，面对广大
民众火热的民主生活场景，欣然命笔，创作了《选
村长》《春天里喜洋洋》《春耕忙》《万年穷翻身》等
一系列反映民众新生活的优美歌曲，尤其将“实行
了民主好处多”，写入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的不朽乐章，传颂至今。［１０］民主，已是各抗日根据
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

这本深藏民间名不经传的“抗日三字经”，仅

６７２字，２２４句，却蕴藏着极其丰厚的历史信息与
宝贵思想价值。以广大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语
言，朴实无华，举重若轻，简明扼要地告诉广大民
众，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社会制度有其充分的历
史与现实逻辑，有可参照学习的现成民主模式，有
可操作的民主实现途径，有具体的民主建设方式
与步骤，有适合国情的因地制宜的民主启蒙动员
方式。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诸如该
“抗日三字经”所体现出的民主启蒙方式，通过大
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唤醒启蒙了根据地广大民众，
取得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巨大成功。

这也充分说明，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虽然文
化程度不高，但不能成为剥夺其民主权力的借口，
他们同样有不可剥夺的神圣民主权力，只要真心
实意为广大民众的利益去推行民主，民众启蒙教
育的动员方式完全可以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与广
大民众的文化水平紧密结合，因地制宜，同样可以
达到提高民众民主素质的动员效果，使其锻炼成
为民主社会建设的合格公民，从而实现民主社会
制度。民主是通过斗争争取而来的，不能奢望国
民党顽固派专制势力的恩赐，必须由代表最广大
民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带领根据地广大民众，通
过坚持不懈的民主斗争而来；通过广大民众在民
主实践中自我教育，自我动员，自我觉醒，自我探
索，自我训练，自我建设而来。从而实现广大民众
从顺民到公民的转变，农村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
社会从专制到民主的制度变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正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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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这一系列转变，才巩固壮大了抗日根据地
力量，成功建设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实现了人
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阵营，团结了最广泛的人民大众，凝聚了强大
的民族抗日力量，最终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汉奸
卖国贼专制集团势力，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

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今天，这些依
然是我们民族的宝贵历史财富，依然是新时代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将在实现中国
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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