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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兵 井 冈 山 与 走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

宋 俊 生

�杜会科学都�

摘 要

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普遮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墓本原则
， 从叙述

中国革命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遗路引申开来
，
重点论述 了搞社会主

义建设也必须把马克思主 义普遇原度与中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
，
走有中国特 色的杜

会主 义道路
。

中国共产党人风风雨雨所走过的路
，
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

这本来是厉史早己作出的公主结论
。

然而
，
当历史举步跨入二十世纪末

这多事之秋的特定阶段时
，
步履却如此的艰辛而满姗

。
国内外尖锐复杂政治风云再次极其尖

锐严肃地把这一问题推到了我们面前
。

丙此
，
在光荣而伟大的党七十年华诞之际

，
把这一思

想重新检验
、

学习
，
再次深刻患索

，
牢固确立

，
对我们认清方向

，
坚定步伐

，
埋头实千

，
奋

勇前进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九二七年
，
是我国近代史上政治最黑暗

、

最皮动
，

革命最困难最艰险的年 代
，
但 同

时
，
又是革命有了新的转机

，
看得见胜利曙光的年代

。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做出了

�
上山” ，

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决定
，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真中国特色的革命

道路
。

中国共产党走有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的过丧
，
是一个长期摸索付出血的代价的过程

，
是

一个不断提高认识
，
逐步将马克惠主义普遍真趣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粗

，
是一个不断

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
。

在大章命的危急关头
，
一九二七年五月

，
毛泽东曾敏锐地指出

，
山区的上山

、

滨湖的上

未丈
一

于呈拍�年考玲�亏母浪到



船
，
拿起武器

，
保卫革命

。 ①瞿秋白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下旬也曾睿智地谈到，
我们极可能被

迫上梁山
，
要作好准备

。 ②一九二七年七月 ，
中共中央终于作出了零星的工农武装上山的正

确决定
。

上山的决定一作出
，
各地纷纷上山

。

中共湖南省委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 日给中央信说
� “

省委即决定了如中央最近所示的

军事三步办法
，
即

� �一�设法改变为挨户团取得合法地位
，
以图自强� �二�上山学匪

，
准

备长期奋斗 � �三�上二者都达不到则埋枪
。 ” ③为此 ，

省
“
军部反复告诫各地不 下 十 数

次 ” 。 ④董必武指示鄂南农军 “
上山打游击

，
过山林生活

。 ” ⑤湖北省委指示农民武装 “
做

土匪式活动 ” ⑥鄂北特委指示农民武装 “
落草为寇

” ⑦方维夏指示张国基 “
把湖北湖南边界

一带的部队收编过来
，
占领山区

，
各据一方

，
好有一个立脚点

。 ” ⑧
八七会议期间

，
瞿秋白诚恳相邀毛泽东留中央

，
毛泽东回答

， “
要上 山 结 交 绿 林 朋

，

友
” 。 ⑨在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之前，

毛泽东曾在平江
、

修水多次谈到
，
如果失败就

“
上山

为王 ” ⑩起义爆发不久 ，
即遭挫折

，
毛泽东先后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上坪

、

孙家段
、

文家市等

地多次召开会议
，
果断地作出了不打长沙

，
到农村去

，
向南转移的英明决策

。

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余部到达井冈山时
，
于 �月下旬在永新三湾

“
开了 前 委 会

议
，
确定上山

”
�

， “
建立后方

” ⑩ 。

正如谭震林所说
�

性湾改编不仅是建军问题
，
而且

还包括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 ” ⑩��月初 ，

毛泽东又在古城继续召开会议
，
进一步讨论并决定

了在井冈山一带建立根据地
。

反动派唉叹道
�

在宁冈古城
，
毛泽东

“
决定和袁文才在一起

，

到这时
，
毛泽东才落草井冈山

。 ” ⑧与引兵井冈山的同时，
各地工农武装力量也先 后 上 了

山
，
很快便站稳了脚跟

，
揭开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真正序幕

。

不久
，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正规武装力量也应该上山

。

所谓正规武装力量是指党直接领导

和影响的叶挺与贺龙两股力量
。

中国共产党原来的意图是
，
这两支力量联合张发奎图粤

。

待七

月二十 日以后
，
发现张发奎不可靠

，
遂决定叶贺南昌暴动

。

但此时并没有上山的思想
，
而想到广

东占领汕头
、

广州等几个海 口 ，
得到国际援助

，
再整旗鼓

。

叶贺大军潮汕失败后
，
正规部队仍没

有上山的意思
，
后来

，
当叶贺到广州的机会也没有了的时候

，
中共中央才指示叶贺残部

“
不

得已时图向湘南发展
，

最后朱败始上山
。 ” ⑩朱德 、

陈毅
、

王尔琢等率领部队
，
在湘南党组

织的配合下
，
于一九二八年一月

，
发动了湘南暴动

。
暴动失败后

，
宁一九二八年四月

，
到达

井冈山地区
。

叶贺部队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四月
，
大约经过九个多月的摸索

，
最

后不得不到达山区
。

党领导的正规武装力量也上了山
，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走有中国特色

的革命道路
，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后丸
�

迫于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形势
， 整个党中央也于一九

三三年一月
，
从白区大上海迁往江西中央苏区

。

至此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其主要部分已来到了山区

、

农村
，
从事伟大的斗争

，

全党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
经过了痛苦的摸索

，
付出了代价

� 但是令党真正从思

想上
、

行动上与组织上完全适应
，
自觉坚持

，
形成完整的系统理论

，
将是更加艰辛的探索

。

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战略转变关头
，
中国共产掌人站在时代的高峰

，
大智大勇地提出

上山
。

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与实际的唯一可行的革命方略
。
一旦落脚山区

，
从事长期 革 命 斗

争
，
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
应该在理论上加以解决戈为了使根据地立于

不败之地
，
必须要从事各种纷繁复杂

、 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
。

因此
，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

土

地改革
、

群众斗争
、

建党整党
、

建军整军
、

经济建设
、

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理论
、

路线
、

方

�

��
·



针政策
，
必然要应运而生， 当一小块或几小块农村根据地这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

“
奇事

”

出现后
，
那么如何使之逐步发展

、

扩大
，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
也提到了议事 日程上

，
也应该

在理论上给以回答
。

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
，
注定不会有胜利的革命运动， 正确的革命理论与

革命运动是相伴发展
，
互相促进的

。

在上山的过程中
，
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胆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创新工作
。

在江西
，
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 、 《井冈山的

斗争》
、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等三篇著作

，
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

成
� 在陕北

，
毛泽东的后三篇

，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战争与战略问题 》

、 《中国革

命与中国共产党》 等光辉著作
，
再一次系统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
全面论述了具

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
，
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最后形成

。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创造
，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天才贡献

。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
，
每当

“
左

”
倾教条主义者不注重中国国情

，
有悖于中国特色的革

命道挤时
，
草命就遭挫折

，
甚至失败� 当遵重中国实际

，
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时

，
革命

就披荆斩棘
，
勇往直前

。

中国共产党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
终于取得了

一 九四九年人民革命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

夺取政权
，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

一

与中国实际和结合
，
走具有木民族特色的路 � 巩固政权

、

建设国家
，
同样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

，
走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

当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基木完成之后
，

中国共产党人立 即为摸索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积极斗争
。

同年四月
，
毛泽东写了 《论十大关系》

，
以苏联为借鉴

，
提

出了一 系列利
，

学论断与光辉思想
。

就在这一年九月
，
党为建设社会主义

，
在 《论十大关系》

基本思想的指导下
，
召 梦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大会明确指出
，
党在今后的任务是集中力

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大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提出了正确的路线

、

方针与政策
。

这是中口共产党
，
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运用

，
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

发展
。

遗憾的是
，
建设的航船

，
没有在正确的航道上前进多久

，
而后逐渐偏离了航向

，
一再犯

“
左

”
倾错误

，
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

“
左 ”

倾错误今峰造极的民族大灾难
。

为了求索适应

本民族特色的前进道路
，
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

“
生活

、

实践的观点
，
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和基本的观点

。 ” ⑩ “
左 ” 倾错误的血与泪

没有自流
，
在接受深刻教训的基础上

，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面前竖起了

一面鲜红的大旗
，
庄严地

一

号召我们
�

全面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
抛弃

“
两个凡是 ” 、

走有

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

三中全会以来
，
由于航向已经拨正

，
尽管遇到了不少的艰

难险阻
，
但四化航船却能乘风破浪

，
奋勇前进

。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具有无限勃

勃的生机
。

中国共产党在短短的七十年里
，
付出了两次巨大的牺牲

，
找到了两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正

确道路
。

马克思曾断然指出
� “

人们是否可 以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态呢� 决不可以
。 ” ⑩中国共

党人之所以一定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不是任何个人和政党随意决定或主

观臆断的
，
而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

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指出
，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是关于事物矛

盾问题的精髓
， ‘

不懂它
，
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 ” ⑩虽然 “
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

，

必须注意它和其它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
。

但是
，
尤其重要的

，
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



东西
，
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

。 ” ⑩不同质的矛盾 ，
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 解 决

，
因

此
， ‘
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
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 ” ⑩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
左 ”

倾病患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患者们看不到或根本不承认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的特殊性
。

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实践
，
把社会主义的普遍真

理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
依据中国具体情况解决中国具体问题

。

我们深深体会到
，

越是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
越是具有社会主义活力

� 反之
，
社会主义建设将僵化

、

枯萎
。

中国是一个很有自己特色的国家
。

有五千年的文明
，
有长达两千多年世界上最长久的封

建社会的统治
，
有辽阔的国土

、

丰富的资源与世界上五分之一众多的人口
，
是一个生产力比

较落后的涣映农业大国
，
是一个长期受帝国主义奴役

，
经历一百多年斗争获得独立由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国家
，
是一个还缺乏经验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

这一切不但与西欧
、

北美
、

日

本等国不同
，
与苏联

、

东欧
、

亚洲各国情况也有极大不同
。

如果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而探

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 “

就等于不懂得辩证法的起码要求
。 ”

�

恩格斯科学地指出
�

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斗争
， “

则是由它们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
、

生

产的性质和方式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来制定的
。 ” ⑩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

心观点
，
谁如果不运用这一观点解决问题

，
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总之
，
中国的生产力

、

生

产关系
、

生产方式是决定一切的
。

我们别无他途
，
只有选择社会主义

，
选择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之路
。

所以
，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

，
中国共产党人这种选择的客观决定性

，
是由客观决

定主观
、

主观符合客观的正确选择
、

也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选择
，
因而它是我们强国富民

的必由之路
。

学习与借鉴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

任何一个国家搞革命或建设
，
不可能孤立进行

，
必

然要学习外国的经验
，
要受到外国的影响

。

但是这种学习与借鉴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

三中全会以来
，
中国实行开放政策

，
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

，
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大学习外

国的热潮
，
轰轰烈烈

，
前所未有

。

是近代史以来
，
继辛亥革命第一次学外国的热潮

、

五四运

动第二次学习外国热潮后的第三次学习外国的热潮
。

我们即是这个大学习的过来 人
、

参 加

者
，
当然也是这个大学习向纵深发展的推进者

。

一个严峻而明显的事实是
，
十年大学习与大

借鉴
、

出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
。

科学的路线
�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以我为主

，
科学借鉴

，

走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
成绩辉煌， 错误的路线

�

否定自己
，
全盘西化

，
走资产级

级自由化之路
，
前途暗淡

。

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
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大步前行十年之后

，
再

一次受到火与血的洗礼
。

这一严酷的事实
，
使中国人民再一次咀嚼和醒悟了一条既甘甜又苦

涩的真理
�
全盘西化

，
就是资本主义化

，
殖民地化

，
死路一条

，
必须走自己的路

，
走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这是十年大学习血与泪的科学总结
。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
� “

我们的现

代化建设
，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

，
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

但

是
，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

，
别国模式

，
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

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

把马克

思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
，
走自己的路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这

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
。 ” ⑩

只有走自己的路
，
才能独立发展

，
取得成功

。

政治上独立自主
，
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找

到一个坚如盘石的屏障， 反之
，
一个国家

、

一个民族丧失政治独立
，
一切将无从谈起

。
走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科学论断
，
当然包括政治独立在内

，
这是题中应有之意

，
二者之

间是紧密联系
、

互相促进的
。

中国近代史血的教训证明
，
照搬外国

，
依赖性大

，
必 受 制 于



人
，
丧失独立

，
不能发展， 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的发展

，
也一再证明

，
民族独立

，
主权完整

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

西方某些国家过去想控制我们
，
现在仍在这样想

，

而

且只要他们还活着
，
会不断把这美梦做下去

，
直至死亡

。

某社会主义大国
，
也曾多次企图控

制
、

指挥我们
。

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进行了控制与反控制
，
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

，
坚 持 独 立

自主走自己的路
。

一百多年来尝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味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有感触 地 说
�

“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
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

。

独立 自主
，
自力更

生
，
无论过去

、

现在
、

还是将来
，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 ” “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

附庸
，
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们利益的苦果

。 ”
现在如果不坚定走 自己的路

，
政治上又

必将落入受人奴役的地位
。

因此
，
学习外国先进经验

，
不能迷失政治方向

。

曾在天安门广场

作过淋漓尽致表演的一小撮资产级级 自由化分子
，
所鼓吹的全盘西化

，
其实质

，
就是要使中

国人民重新陷入到殖民地的深渊
。

近百年来
，
受尽帝国主义侮辱

，
丧失主权

，
国家落后的中

国人民
，
绝对不允许悲剧在中国重演

。

我们学习外国
，
其 目的是为民族独立

、

发展与解放
。

这是崇高的政治目的
，
没有民族独立的发展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泡影罢了

。

所 以
，
到底学什

么
、

怎么学
，
要站在中华民族独立的大角度加以统帅

，
否则将会误入歧途

，
把一百年奋斗的

成果毁于一旦
。

昨天
，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
走上了自己的革命之路

，
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今天

，
再

一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
走上了自己的建设之路

，
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胜利� 明天

，
还有

什么力量能够从这条路上把我们拉走呢� �让帝国主义分子和应声虫资产级级 自由化分子的

关梦继续作 下去吧� 我们将一如既往
，
思想更加 自觉

，
步伐越发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
，
去夺取更加伟大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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