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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寻找政治出路的过程。而在李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自我纠错

的过程中，还能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进步。在《文献中的百年

党史》中，写到遵义会议，李颖引用了邓小平说过的两段话：“在

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

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

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

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

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

重要的保证。”李颖如此认为。

密切联系群众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

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

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

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中

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一段 1949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新政治

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录音节选。

6 月 16 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新政治

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五款为“提出建立中华人

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6 月 19 日，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讨论时，清华大学教授

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号提出质疑。张奚若说：

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名太长，说应该去

掉“民主”两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

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 

新中国的国号最后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在

1949 年 9 月 7 日向新政协代表所作报告解释：“民主”与“共和”

有共同的意思，无需重复。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

民主。作为国家来用，还是“共和”两字比较好。9 月 27 日，

政协一届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就是“全体一致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还是在成立以后，中国

共产党始终和中国人民在一起。“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连绵不

断的文明历史，至少经历过 50 个一百年，从中国文明史来看，

一百年是个短时段，但从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取得的成就来看，

却又是其他 49 个一百年所无法比拟的。原因何在？因为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

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

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李颖说，“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 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

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过苏区参观的人都能清晰感

受到，党的目标绝不是一地一隅，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

解放全中国人民。”

正是因为和人民在一起，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在延安城

里连一栋整洁的好房子都难以找到，日军的飞机有时还要飞临

骚扰的情况下，一大批中国的有志青年会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

重重封锁和阻扰，从四面八方涌到延安。《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提到，“仅 1938 年 5 月到 8 月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赴延安

的知识青年就达 2288 人。到 1938 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

10 多万人。”李颖写道：“由此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

壮观景象。‘到延安去’，尤其成为一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识分

子的共同选择。”

1940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

通过“三三制”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朱德总司令曾写诗赞

扬当时的党政军民关系：“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

　　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没有变，梦想没有灭，由是，道路
再曲折，哪怕有一时的挫折，终究能找到胜利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