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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论创新必须具备必要的客观条件 ,坚持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理论创新

为后人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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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创新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又是党引导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历史已经得出这样一

个结论: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个国家兴旺发

达的不竭动力 ,也是一个政党永保生机的源泉”
[ 1]
。

延安时期是一个极其伟大而辉煌的时期 ,它在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特别是党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以及毛泽东思想理

论旗帜的完全成熟和确立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要揭示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从延安时期崛起的奥秘 ,要探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就必

须认真考察党在延安时期的理论创新。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仅在延安简陋的窑洞里

打造出了拯救和指导中国革命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而

且为我们党创造和积累了关于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

和宝贵经验 ,这是我党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 ,

我们进一步了解党在延安时期理论创新的原则和经

验 ,对于我们坚持新时期的理论创新 ,坚持和高举江

泽民“三个代表”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旗帜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与时俱进 ,增强理论创新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 ,是党在延安时期

推进理论创新的首要前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发展 (当

然也包括科学理论的创立与发展 )绝不能凭个人的

主观意志来解释 ,而必须认真考察事物发展变化中

的各种客观关系。马克思指出: “一定的现象必然由

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 ,那就不难确定 ,在何种外在

条件下这种现象会真正产生 ,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

使需要它 ,它也不能产生” [2 ]。 党在延安时期的理论

创新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确立和发展正是受到

当时的时局和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在 20

世纪 30年代中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发展史

上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

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红军长征的胜利 ,标志着中国

革命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中国革命的战略



重心和指导中心从中国的东部转向西部 ,西北成为

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陕北既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

的一个新的落脚点 ,又是一个新的出发点。这是一个

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 ,也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

利 ,正如毛泽东所讲的: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 ,敌人失

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 3]。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我党

又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长征转移中 ,红军力量受到

严重削弱 ,原有阵地被敌人占领。 “如果我们拿着整

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 ,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

分的胜利 ,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对此 ,

国内的反动势力并不甘罢休 ,仍在加紧对我军的“围

剿”。从当时形势的另一个特点来讲 ,中华民族面临

着严重的危机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

战争 ,他们要占领全中国 ,要变中国为殖民地。但是 ,

在民族危机面前又伴随着多种新的积极因素 ,日本

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战争 ,迫使中国社会各阶级

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是敌人的营垒要

发生分裂 ,反革命营垒的势力会减弱 ,而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势力将扩大 ,革命营垒的力量将增强。面对

新的形势 ,新的环境 ,新的问题 ,新的任务 ,中国共产

党必须作出新的回答。“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

时候 ,革命的策略 ,革命的领导方式 ,也必须跟着改

变。”
[3 ]
如果革命政党不能根据时局的变化而对形势

做出正确的估计 ,不能及时提出与中国革命实际紧

密结合的、能够把握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和正确方向

的革命理论 ,就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

此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落脚陕北后比以往

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

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

解决的问题。”
[3 ]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 ,正确

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的肩上” [3 ]。这是新时局与新任务提出的必

然要求 ,是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中得出的正确

结论 ,同时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延安时期创新思想和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不仅是我党最先觉悟的理论创新的导

师 ,也是我党理论创新的巨匠。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一

生在理论创作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为了推进党的理

论创新 ,在延安十分恶劣而艰苦的条件下党中央和

毛泽东克服各种困难 ,组织人力物力翻泽和出版了

60多种马列著作 ,收集和引进大量的中外图书 ,从

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 ,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

著作 ,从古代的到近代的 ,为开展党内的学习竞赛创

造必要的条件。为了坚持党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告诫

全党要克服困难 ,增强信心。“我们不要看不起窑洞 ,

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 ,寄托在延安的

土窑洞里。”
[4 ]
这里的窑洞虽然简陋 ,但它为我党提

供了所必须的栖身之地。又为我党更集中、更系统地

学习马列主义 ,总结中国革命经验 ,打造指导中国革

命最税利的思想武器创造了稳定的环境。在这不起

眼的土窑洞里 ,毛泽东以他那坚韧的毅力、求实的作

风、丰富的经历、渊博的知识 ,以及高度敏捷的思维

能力和刻苦钻研的创作精神 ,努力探索 ,辛勤耕耘 ,

用自己的双手写下卷卷雄文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

新从这里走向辉煌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旗帜从这里

高高举起。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坚持与时俱进必须

坚持理论创新 ,而理论创新又是时局发展的必然要

求 ,也是由当时存在的各种客观关系所引起。而人是

最活的因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是党

在延安时期理论创新的主导因素。 如果没有党的理

论创新 ,那么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确立与

发展 ,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确立与发展 ,我

们党就不可能从困境中崛起 ,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

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二、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
主三大原则 ,是党在延安时期坚持

理论创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理论创新的本质特征 ,是在前人所创造的既有

的科学理论及先进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 ,坚持一切

从实际出发 ,紧密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实际 ,继承和

发展前人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在继承和发展中

取其精华 ,扬弃旧义 ,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创造新的

理论。党在延安时期理论创新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

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 ,既涵盖了理论创新应具备的

基本特征 ,同时又贯穿了一整套理论创新的原则和

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是:第一 ,要坚持理论创新就

不能割断历史 ,必须学习继承和发扬前人所创造的

优秀思想文化和理论成果 ,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又要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但是在继承与

发展中必须解放思想 ,破除迷信 ,反对教条主义。 第

二 ,要坚持理论创新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

际出发 ,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牢牢把握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及教

训 ,善于观察新事物 ,认清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

第三 ,要坚持理论创新 ,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

更生。因为理论创新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

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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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经验 ,又不能照搬照抄前人

书本上的理论 ,更不能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 ,必须依

靠我党自身的努力 ,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

量。第四 ,要坚持理论创新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一

切为了群众 ,始终代表中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

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出发点 ,一切依靠群众这既是党

的理论创新的智慧之源 ,也是实现党的目标的力量

之源。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这不仅是实践党的

理论、检验真理的基本方法 ,也是坚持理论创新、丰

富和发展理论成果的基本方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

命运动的政党 ,如果没有革命理论 ,没有历史知识 ,

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 ,要取得胜利是不可

能的。” [5 ]但是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 ,只是把它空

谈一阵 ,束之高阁 ,并不实行。那么 ,这种理论再好也

是没有意义的。” [3 ]要把党的科学理论变成群众的自

觉行动 ,要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得

到应用 ,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代表先进阶级的思想

和理论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 ,就会变成改造社

会、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理论是旗帜 ,理论是方向 ,

无论是坚持方向还是实现方向 ,都离不开人民群众。

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讲: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

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坚持方向 ,二是实现方向。 方向

的实现 ,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 ,要

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 ,使它能

得到多数人的同意 ,多数人都来执行。” [ 6] ,因此 ,坚

持党的理论创新 ,实现党确定的方向 ,就必须走群众

路线 ,否则党的理论创新就会变成少数人的空谈 ,更

不可能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

总之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党在延

安时期坚持理论创新的三大支柱。在新的历史时期 ,

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

思想 ,要坚持党的理论创新 ,都必须坚持这三大原

则 ,缺一不可。

三、大力加强党风建设 ,是党在延安

时期进行理论创新和实现党的

任务的根本保证

党的理论创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理论工程 ,

要推进这一工程 ,只有好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 ,而

没有好的党风作保证 ,那么就不可能推进党的理论

创新 ,更不可能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初到陕北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下 ,党的作风比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有了根本的好转 ,

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 ,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 ,研究今天的中

国和世界 ,是进一步了 ,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

始。 所有这些 ,都是很好的现象” [7 ]。 但是还应该看

到 ,在当时我们党内还存在很大的缺点 ,其中最突出

的问题就是学风不正、党风不正和文风不正。 对此 ,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 “据我看来 ,如果不纠正这类缺

点 ,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 ,就无法使我们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7 ]他进一步指

出: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 ,必须完成这个整

顿党内作风的任务。”
[7 ]

党的理论创新必须整顿党的作风 ,而党的作风

建设又必须坚持党的理论指导。在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下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 ,从 1941年 9月到

1944年 5月 ,中共在全党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整

风运动 ,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 ,使

我们党在领导全民族抗战不断取得胜利发展的同

时 ,又使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首先 ,使

党内存在的各种歪风、逆风得到有效的清除和遏制。

其次 ,使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

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在全党得到普

及 ,伟大的延安精神由此得到确立。再次 ,使全党进

一步明确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

方向 ,在坚持理论创新 ,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

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从

延安整风以后 ,无论前方后方的人 ,真是生气勃勃 ,

生动活泼 ,心情舒畅 ,团结一致。……毛主席、党中央

的命令 ,号召 ,谁不听哪! 谁不是自觉地听哪! 没有

这样的党的风气 ,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

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 ,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吗。” [8 ]历史的结论是 ,党的理论创新和党的理论旗

帜的树立离不开党的作风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 ,要

坚持党的领导 ,要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

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要实现党的任务 ,都离

不开党风建设。党风不正 ,困难重重 ,党风端正 ,威力

无穷。“切不可小看了作风问题。我们要完成现代化

建设必须要有好的作风 ,否则正确的路线不能得到

良好的贯彻 ,党的工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 9 ]因此 ,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无论是党的中央机关还是党

的基层组织 ,党风问题始终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 ,关

系着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关系着各

个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党风建没是立党之基 ,成事之

根 ,治国之本。 对此必须引起全党足够的重视 ,必须

持之以恒地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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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牢记党在延安时期理论创新的宝贵
经验 ,对于新时期贯彻“三个代表”思想 ,

坚持理论创新 ,实现党的任务 ,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 ,党在延安时期的理论创新为我们提

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今日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

阶段。新的阶段 ,新的形势 ,新的任务 ,要求中国共产

党必须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 ,继承和发扬党的理

论创新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 ,正确地认识今日的

中国和世界 ,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

和正确方向 ,与时俱进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

展的新境界。 保障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沿着正确的

航向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历史是我们伟大

的导师 ,“不要忘记历史 ,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

业的背叛 ;不要漠视历史 ,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

不要割断历史 ,因为否定昨天就将失去明天。” [10 ]党

在延安时期十三年所积累的理论创新的经验是我党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它不仅对于邓小平理论和江

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形成和确立起到

重要的奠基和借鉴作用 ,而且对于跨入新世纪、进入

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要坚持与时俱进 ,开拓马

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不断引向胜利 ,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

借鉴作用。

借鉴之一:牢记党在延安时期理论创新的经验 ,

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坚持理论创新的必要性

与重要性。理论就是方向 ,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会迷失

前进的方向 ,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就无法加强党

的建设工程 ,就无法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

胜利。 “延安时期 ,中国革命由过去十年内战转入了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党内结束了错误路线占统治地

位的历史 ,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到全党拥护 ,

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这样一个新形

势新条件下 ,全党同志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 ,总结历史经验 ,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了认

识 ,增强了团结 ,这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胜利 ,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9 ]。今天 ,我们要推进新

的建设伟大工程 ,要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 ,就必须牢记党在延安时期理论创新的

经验 ,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增强理论创新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 ,明确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

借鉴之二:牢记党在延安时期理论创新的宝贵

经验 ,能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如

何坚持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并不是一件随心所欲 ,信

口开河 ,轻而易举就能做得到的事情 ,既不能照搬照

抄马列主义的书本 ,更不能装腔作势 ,哗众取宠地夸

夸其谈。要坚持理论创新 ,首先必须要有科学的精

神 ,就是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

态度”。在这种态度下 ,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的理论和方法 ,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

和研究 ;在这种态度下 ,就是不要割断历史 ,要从历

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吸取营养 ;在这种态度下 ,就是要

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实际

结合起来 ,为着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问题和

策略问题而去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归结到

一点就是必须克服主观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实事求是讲起来容易 ,但真正做起来确非常

难。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敢于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

解放思想 ,为真理而斗争 ;要坚持实事求是 ,理论创

新 ,就要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学习学习再学习 ,要深入

实际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 ;要以坚韧的毅力求实而

不浮躁的作风 ,刻苦钻研 ,努力探索 ,辛勤耕耘。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理论创新的

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牢记党在延安时期的经验 ,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理论

创新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借鉴之三: 牢记党在延安时期理论创新的宝贵

经验 ,对于我们进一步掌握“三个代表”这一理论武

器 ,增强贯彻“三个代表”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促进

作用。“三个代表”思想 ,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

结 ,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

和发展 ,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新的理论旗帜。

要学习和高举“三个代表”理论旗帜 ,就不能忘记党

在延安时期的宝贵经验。如前所述 ,党在延安时期的

理论创新不仅贯穿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

主的原则和方法 ,同时也贯穿着代表中国先进生产

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也是党在延安

时期坚持理论创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在党的“七

大”上毛泽东明确指出: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

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作用的好坏、大小 ,归根到

底 ,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

及其帮助之大小 ,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 ,还是解放生

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 ,实行土地改革 ,解放农民 ,

发展现代工业 ,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

新中国 ,只有这一切 ,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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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7 ]。在《目前的形势与任

务》一文中又指出: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 ,就是要

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关于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全心全

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

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

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就

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 ,共产党人

的一切言论行动 ,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

大利益 ,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7 ]。

关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 ,党在延安时期

不仅确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正确纲领 ,指明了坚

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正确方向 ,而且对如何发展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如何尊重知识 ,尊重人

才 ,如何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 ,创造和普及具有

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使解

放区的文艺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成为中国革命

的有力武器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强有力的促进

作用。这些宝贵的经验充分说明 ,党的“三个代表”的

重要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 ,是对毛泽

东思想和延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是党的集体智慧的

结晶。今天 ,我们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

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

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都迫切要求

我们学习和掌握党在延安时期理论创新的经验 ,从中

吸取丰富的营养 ,坚持与时俱进 ,理论创新 ,为实现党

的十六大确定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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