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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分析林伯渠的人格魅力及其在延安精神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运用文献分析法

考察相关历史文献。研究认为，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政治方向坚定正确，是一位德

高望重的革命“老战士”；注重调查研究，能够灵活地坚持原则，无私无畏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真理

卫士”；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普通老百姓”；切实

为人民谋实实在在利益的“老勤务员”；和其他优秀的战友一样，他以自己的丰富思想和实际行动

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诠释了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是延安精神的人格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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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１８８６－１９６０），原名祖涵，字邃园，湖南

省临澧县人。他是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

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党和

国家卓越的领导人。１９０５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献身

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１９２１年１月在李大

钊、陈独秀介绍下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

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８年连选连

任三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党中央领导

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在边区的政治、经

济、军事、司法、文教、卫生等建设中进行了许多开拓

性的工作，政绩显著，与边区军民艰苦奋斗，使陕甘

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时期也正是

延安精神的形成时期，林伯渠以实际行动和丰富的

思想，对延安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坚定的新民主主义“老战士”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林

伯渠的革命生涯，始终伴随着政治上的进步和坚守。

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反对满清统治和

北洋军阀统治。后来当他对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

主义理论有所了解后，于１９２１年１月加入中共，并

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１９２７年大革命

失败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林伯渠没有

改变自己的政治选择，他在１９４１年的自传里写道：

“上次国共分家时，程潜曾想说服我（登）报脱离共

产党，并表示愿加保护，但我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

了。声明要干就干到底，绝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

个人的命运”［１］。直至１９６０年去世，林伯渠用自己

一生的行动，证明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是统一的。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求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

纲领统一起来。党的最高纲领是将中国最终建设成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

有自己的阶段性目标或最低纲领。延安时期，党的

最低纲领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

的共和国，林伯渠为捍卫和实现新民主主义奋斗目



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林伯渠政治方向的坚定性主要表现在对新民主

主义路线的贯彻和执行上。１９４５年３月５日边区

政务会议上，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主张“投资开

垦公荒者，其土地所有权属于投资者”；秘书长李维

汉和民政厅长刘景范认为这样会引起新的土地过分

集中，不符合新民主主义。面对这一分歧，林伯渠经

过认真权衡利弊之后，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原则立场，

同意了李维汉和刘景范“暂时取消，留待以后再研

究”的建议，并取得李鼎铭的同意［２］。林伯渠对新民

主主义革命事业的执着和忠诚，还表现在对新民主

主义革命领袖的衷心拥护上。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３日，

林伯渠在中共西北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就

财政经济问题发言时说：“只要我们学习毛主席的

调查研究精神，很好地去掌握这个有价值的文件

（按：毛泽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

题”），那么没有问题的，就可以达到‘抗战必胜，建

国必成’的目的”［１］。当时正值延安整风，林伯渠对

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表示尊重和拥护，对实现党

的政治统一、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林伯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表现在坚持党

的领导上。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选举初期，有些

农民担心说：“咱们流血搞起来的政权，又让地主、

豪绅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１］在党员和干部中也

存在一些糊涂认识，因此在选举中出现了或“左”或

右的现象；而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当共产党员在政府

机构中只占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党的领导？

围绕这些重大问题，林伯渠在１９４１年２月１９日的

边区政府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说：“我们总的政策，

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要顾

到各阶级各党派的利益”。他进一步解释说：“只有

共产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使多数的非党人员接受

党的政策，才能叫做领导……政权工作者要学习政

治家的风度：大公无私，容纳万有，诚恳说服，这又是

统一战线政权组织中所必具备的工作作风”［１］。卓

越的领导才能和良好的工作作风是党在三三制下掌

握主动权的重要因素，作为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讲清这些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林伯渠非常重视干部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问

题。在１９４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３年１月召开的西北局

高干会议上，林伯渠在《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

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问题，

是党在边区政权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

场问题。但有些同志，在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上却发

生了偏向。这表现在３个方面：强调形式，忽视内

容；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只要团结，忽视斗争。对新

民主主义认识的 ３个方面，右倾都是主要的危

险”［１］。他号召“边区政权工作中的同志，特别是高

级负责同志，应该努力做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清算自

己和旁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倾向，贯彻党在政

权工作中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１］。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８日，中共中央为林伯渠６０寿辰

举行了祝寿活动，并致函祝贺：“你是我国革命老战

士……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你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

不顾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实行了三三制，发展了工农

生产，提高了人民文化，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

定了规模”［３］。这也反映了德高望重的林伯渠为党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所做的重要贡献。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

“真理卫士”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调

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首要环节。林伯渠十分注重调

查研究，他说：“要贯彻政策之执行，就必须善于指

导干部检查执行程度，因之也就需要对于干部及其

执行程度有调查研究”［１］。他并没有挂在嘴上，而是

有实际行动的，经常带头深入到工、农、商、学、兵中

调查研究，为科学决策收集可靠依据。他曾先后到

甘泉、富县、安塞、志丹等县进行实地调查，１９４３年５

月３０日的《农村十日》就是当年４月２５日至５月６

日在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调查后撰写的。他调查很

仔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现“区乡干部去和他

们做计划时，只把数目记下来，没有和他们商量研究

是否可以想法子多打些粮食，或是给他们解决生产

中的一些问题。因此，有些老百姓看到计划表时，一

想就想到公家又要调查统计什么了，很少觉得它对

他们有什么实际帮助”［１］。一经发现的问题在林伯

渠的努力下很快都得到较好的解决。林伯渠身体力

行，对于边区政府注重调查研究、形成求真务实的工

作作风起了重要作用。

在边区政权建设中，林伯渠实事求是的工作作

风是令人称道的。他既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又考

虑边区内部阶级关系的实际，把县以上政权和乡政

权作了适当区别。林伯渠从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乡选

中得出关于乡政权人员分配的规律：“（一）乡（市）

１０１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　第１１卷　第４期



参议会和乡（市）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

子占三分之二以上，中间阶级的开明分子占一部分；

（二）乡长中共产党员占大多数，其次为非党进步分

子，中间分子真正公正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人，也可

以充任乡长。这规律形式上与三三制有出入，但其

基本精神则是三三制的［１］。其目的就是防止豪绅地

主把持乡村政权。林伯渠从实践中得出结论：“三

三制形式，主要在县级以上政权中表现出来，中间分

子在县级政权机关中占取三分之一，乃至更多一点

的位置，对于争取边区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重大作

用”［１］。毛泽东曾经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

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

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

法”［４］。

三三制政权中，除了中共，还有进步分子和中间

分子，他们是自己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所以分歧

难以避免的，有时还会有原则性的分歧。这是相当

重要的问题，解决的好坏与否关系到三三制政权能

否巩固。林伯渠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在与党

外人士有原则分歧时，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

结合起来，个别具体问题适当让步也是必要的。本

来，三三制内部争议的最后的合理解决是少数服从

多数，但依据实际经验，在今天非到最后不得已时不

要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因为党外人士不

习惯，而我们不能不顾及这种现实情况，况且重要问

题是在会前会后以个别协商、座谈等方式决定的，遇

到原则性分歧、争论不能避免时，也要尽量使用会外

谈话方式求得解决，这样做不但易于解决分歧，而且

能够减少分歧。林伯渠在执行三三制政策时，既实

事求是又灵活机动，既在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做

适当区别，又不偏离党的根本原则和目标，因此毛泽

东称赞说：“延安的三三制搞的好”［２］！

林伯渠敢于坚持真理，能以实事求是、无私无畏

的精神和勇气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１９４８年向富

县领导道歉即是一例。林伯渠曾批评富县的群众工

作不如甘泉做得好，但后来的自卫战争证明这一结

论是错误的，林伯渠发现这一情况后，不计较职位高

低，坚持分清是非曲直，在时隔６年之后诚恳检讨自

己，表现了实事求是、勇于认错、做事坦荡、为人直率

的可贵品质。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康生夸

大敌情，边区政府系统一度有一百多人被认为是特

务、特嫌和叛徒，林伯渠却无所畏惧，对他们搞“逼

供信”持反对态度。当林伯渠回到延安了解情况

后，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张曙

时、区棠亮等蒙冤同志。这充分体现了林伯渠对革

命事业的忠诚和大无畏的勇气与决心。

三、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

“普通老百姓”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

显著标志。红军长征开始后，林伯渠任没收征发委

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部长，到达陕北后继续任财政

部长，在艰苦条件下，高效用地配置极其有限的财政

资源，使革命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并逐渐有所转机，

对他来说非但不陌生，而且已经成竹于胸了。在战

争环境下，林伯渠阐述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基本精

神：“（一）一切为了抗战胜利，服从军事第一的原

则。（二）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合理负担，统一战线

的原则。（三）以发展经济来解决财政的需要。

（四）依靠广大人民来发展边区经济建设。（五）开

源节流，斟酌人民负担能力，注意紧缩我们的开支，

要‘取之有道，用之得当’。（六）要有长期打算，不

要乱抓一把”［１］。他善于及时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如

１９４１年总结工作经验时提出：“（一）民主集中制是

保证财政经济工作胜利完成的基础。（二）财政经

济工作不能主观主义，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必须了

解情况，建立严格的制度与组织，要有详细的审核。

（三）认真的执行政策，不仅要把握原则，还要使每

件具体工作都围绕着政策。（四）行政的纪律建立

不够。（五）加强工作一定要从提高干部做起”［１］。

１９４３年以及此后的一段时期，边区丰衣足食、欣欣

向荣的局面固然离不开党中央的领导，但林伯渠的

高度重视和他的财经思想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延安时期林伯渠尽管年老体弱，但他并未因此

而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始终坚持与普通工作人

员和广大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与困难作斗争。他生

活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工作上艰苦创业、廉洁奉

公。抗旱备荒期间，和大家一样坚持每天只吃两餐

饭，他拒绝任何特殊照顾。１９４４年，边区政府号召

党政军民学开展大生产运动，林伯渠率先在边区政

府机关新年墙报上公开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

划，其内容是：“一、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两石交

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方法）。二、收集废纸交建设

厅。三、自卅三年一月廿五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

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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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要公家供给”［５］。在边区，林伯渠的这个计划

“已成为一个战斗的号召，鼓舞了无数同志，激励起

政府人员进一步发展边区生产的无限勇气。延属分

区驻军闻讯后，即由王震同志领导，要求为林主席李

副主席及边区党政军首长代耕。各机关学校闻讯

后，生产节约热忱更为高涨。杨家岭等机关，在春节

假期中仍努力进行学习生产技术之突击”［５］。这件

事甚至也影响了毛泽东，林伯渠在写信给毛泽东汇

报边区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打算时，也附

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毛泽东看后甚表赞同，立

即回信说：“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

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６］。为了完成自己的

生产任务，林伯渠在延安县的南川开垦了一片荒地。

当时有同志劝他算了吧，每人多种一点，就够他那份

了，林伯渠却说：“我是边区政府主席，要求别人做

的，我自己首先要做到。我不完成生产任务，怎能要

求别人”［７］？当一位叫惠疙瘩的农民得知堂堂边区

政府主席竟然也经常拾粪时，要求替他拾，但被林伯

渠以“我也是咱边区一个普通老百姓嘛！”［８］婉言谢

绝。一位美国记者见到从田野挑马草归来的衣着朴

素的老头竟是边区政府主席时，惊讶地感叹道：“在

这片土地上，从你的行动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

希望”［９］。

林伯渠勤勤恳恳，艰苦奋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

下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表现了共产党人不怕

困难、顽强进取的精神风范。在他的领导下，边区军

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度过

了难关，还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

的模范，林伯渠也得到边区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四、为人民利益埋头奉献

的“老勤务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共

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艰苦奋斗

的工作作风，这一切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为人民服务。

林伯渠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的座右铭

勉励自己，无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他总是关心人

民疾苦，倾听人民呼声，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切

实实为人民谋实实在在的利益。

林伯渠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在维护边区群众的具

体利益上，特别是在发展教育、卫生和文艺事业上。

为了提高群众文化素质，林伯渠提倡举办识字班

（组）和夜校，他还与吴玉章等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

字运动，创办新文字报刊和学校。这些举措有力地

推动了边区中小学教育和国民教育的发展，特别是

边区政府制定了“民办公助”政策以后，各县创办了

５７０多所村学，１５０多所私立小学，３３００多个读报组

和２３０多所夜校或半日校。林伯渠领导的边区医药

卫生事业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打水井、修厕所、建

猪圈、消灭虱子、取缔巫神、大力培养医护人员、实行

新法接生、建立医药卫生合作社、实行中西医合作、

严禁幼女缠足等。林伯渠还鼓励边区文艺团体和文

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斗争，和工农兵相结合，为广大群

众服务。总之，在林伯渠的领导下，边区“文教工作

的阵容为之一新”［１］。

林伯渠经常鼓励基层干部坚持和发扬密切联系

群众的优良作风。他根据边区实际，特别对赴基层

工作的青年干部提出４点希望：（１）牢牢掌握政府

的政策和法令，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排

忧解难；（２）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学习他们的经

验，提高他们的文化；（３）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

（４）勿做“钦差大臣”，要甘当“小学生”。这四点希

望，作为边区政府对干部去基层工作的重要指示发

表在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１日的《解放日报》上，为在整个

边区倡导和形成良好的干群关系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和贪污等现象，加强民主制

度，养成民主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和负责精神，使各

级政府经常了解并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代表人民利

益，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更好地发展生产，更有力

地支援前线，林伯渠提出搞好区乡政权，选举区乡人

民代表，召开代表大会并选举区乡政府委员会；在调

整机构、改进制度方面，准备改各级参议会为各级人

民代表会；对乡政府、区公署、县政府、司法机关、保

安机关都提出了意见。建立合理负担制度，这是农

村群众迫切要求的一个问题。林伯渠批评了一些干

部在动员工作中不正确的倾向：不爱惜民力，也不肯

了解具体情况，低估人民的认识和能力，对工作没信

心，应付工作，对困难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不设法

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林伯渠告诫说，我们发现了工

作中的缺点，就要正视它，并且毫不留情地克服它。

如何让人民……热烈响应政府的每一个号召，靠空

喊是不行的，要让人民从切身问题上真正体验到自

己和政府利益是分不开的。为此，政府工作人员应

该“时刻了解群众的情绪，关心他们甚至最琐碎的

事情，不仅向群众伸出手来要求他们帮助政府，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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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地从自己手里把群众所需要的东西分送出

去”［１］。林伯渠说：“我号召并恳切的提出：政府工

作人员是群众的勤务员，是群众的长工，是群众的驯

牛”［１］。他自己就是一位人民满意的勤务员。林伯

渠６０寿辰时，中共中央管理局的贺联就称他是“为

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

延安时期，林伯渠以其德高望重被尊为延安五

老之一。作为边区政府主席，他始终坚持党的政治

方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

为政做人，在艰苦环境中以身作则，迎难而上，克勤

克俭，与人民同甘共苦。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延

安精神的光辉形象增添了浓重的一道光彩，诠释了

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是延安精神的首创者和践行

者。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所闪烁的

思想和人格光辉，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　语

　　延安精神是我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政治财

富，延安精神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

把握好延安精神的灵魂和核心，使其永放光芒。如

何把握好延安精神，就需要深刻学习、研究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创造出这一伟大的人间奇迹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是众多优秀分子之一，感

受他的思想和实践，同样可以领会出延安精神中指

导我们行动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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