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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的这一周

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是新民主

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理论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内容以及它们的特点，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在论述中明

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

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

才有可能去完成第二个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

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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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大家感到心中的疑问随之一扫而光，对“中国向何处去”

有了明确答案，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此后各地开始印行《新民主主义论》的单行本。发表当年，

全国各地出版的单行本有 29 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此文的各

式单行本达350余种，仅新中国成立前的中文版本就有250多种。

中共党内人士都被其精辟的内容吸引与折服。当时在晋察

冀边区的邓拓读完《新民主主义论》后，写下了一首激情昂扬的

诗——《读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万水千山只等闲，长

城绕指到眉端。阵图开处无强敌，翰墨拈来尽巨观。风雨关河方

板荡，运筹帷幄忘屯艰。苍龙可缚缨在手，且上群峰绝顶看！”

这些论述在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远在大西

南的闻一多后来谈道：“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

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

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

现实启发意义

《新民主主义论》不但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新中国，而且还指导

中国共产党及时地进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逐步

实现了国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时光荏苒八十载，《新民主主义论》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仍

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作用和现实启发意义。

比如，关于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

文化，必须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为全民

族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原则的观点；关于发展和繁荣新文化必须

善于继承祖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同时积极地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

但又不能搞“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观点等等，对于我们

所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具有重要的启迪

和指导作用。（部分资料来自《学习时报》）

历史上的这一周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
南考察农民运动。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

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2005年1月5日至6日，中央保
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会议
在北京举行，此后，第一批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正式展开。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
南事变。

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六届四中全
会在上海召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49年1月10日，全国解放战争三大战役
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淮海
战役，以全部歼灭杜聿明集团结束第三阶段。

1939年，毛泽东和延安杨家岭农民亲切交谈。摄影 /石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