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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从这里开

始，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走向抗日前线；

从这里开始，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烈

焰越烧越旺；从这里开始，一个年轻的政

党进一步走向成熟。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

记走过的过去。回望延安，回望那段似

火的岁月，对于在新时代把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推出片名】回望延安

延安：锤炼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
心的坚强领导集体

【正文】

1947 年春天，冰雪刚刚开始融化，
国民党发动重点进攻，战争，突然降临延
安，降临这座党中央进驻了整整十年的
陕北小城。

这年 3月，胡宗南等部 20余万大军
进攻延安。宝塔山下，黑云压城，延河两
岸，炮火连天。

党中央断然决策，用延安一座空城，
换取一个中国。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
不顾安危留在陕北，以牵制敌人重兵。
虽然，这时的解放军数量上还不到国民
党军队的一半，但毛泽东俨然看到胜利
的曙光了。他自信，落脚延安这些年，共
产党人早已淬火成钢。

此时的蒋介石志得意满。在国民党
军队占领延安这座空城后，他以胜利者
的姿态来到毛泽东住过的窑洞。

也许，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
两年之后，解放军就攻克了南京，他那总
统府的日历，再也没有翻过 1949年 4月
23日这一天。

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1945年，也是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新落成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
思想的盛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
利前进”，12个红色大字，烘托出鲜明的
大会主题。
【同期】习近平主席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列为我们党的指

导思想，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们

党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解说】

此时的毛泽东，已是全党公认的领
袖。大会选出的五大书记，组成了坚强
的领导集体。这一年，毛泽东 52 岁，
朱德 59岁，刘少奇、周恩来 47岁，任弼时
41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同期】郝琦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已经有了相当

高的威望。这与他对党的贡献、对军队

的贡献、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他本人的

领导能力是分不开的，所以就连老百姓

也自发地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

出了个毛泽东”。

【同期】老百姓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

救星。

【解说】

从创建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
毛泽东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理论，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烈
火。然而，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
误，毛泽东一度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血战湘江后，出发时 8.6万余人的中
央红军，锐减至 3万余人。战死者的鲜
血引发了生者的反思，多少红军将士怀
念跟随毛泽东打胜仗的日子。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黔北遵
义，刚刚过了 41岁生日的毛泽东，在失
去指挥权两年零三个月后，进入中央决
策层。那一刻，平均年龄 34岁的 20位与
会者，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
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此将党和红军的
命运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邓小平后来说，遵义会议以前，我
们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
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
逐步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
心是毛主席。

当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入最狭窄的
航道，毛泽东力挽狂澜：四渡赤水、佯
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飞夺
泸定桥……待到蒋介石如梦方醒惊呼
“毛泽东回来了”，红军已经冲出了敌人
的重重包围。

毛泽东回来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回来了，能征善战的红军回来了！

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了
一次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

一路向北，落脚延安，共产党人在艰
难跋涉的征程中，得出了这样一条真理：
一艘劈波斩浪的航船，需要一位眺望远
方的掌舵人；一个政党走向成熟，需要一

个坚强有力的核心。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说：“要知

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
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
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
大会基准看齐。”

看齐，就是维护核心；看齐，就是找
准方向；看齐，就是团结一致。

延河，延安的母亲河，沿着千沟万壑
奔涌而来，穿延安城而过，汇入黄河，流
向大海。

千流归海。就像这条蜿蜒流淌的河
流，一个政党、一支军队走向团结统一的
道路，并不平坦。

指针，回拨到1937年 3月 31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到半年，毛泽东、

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中央领导，齐聚宝
塔山下的一处窑洞。

这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一个
重要的结果，就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
志错误的决议》。

长征途中，仗着手下兵强马壮，张国
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公然闹分裂，拒
不执行党中央的北上决议，强行带着红
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第二次过
草地南下。

兴奋的会师变成了严重的分裂。党
中央被迫率领仅仅只有 7000 余人的红
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

后来，斯诺问毛泽东：“你一生中最
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
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
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
的内战”。

这是一封张国焘发给中央的电报——
【字幕+解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

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
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
系”；“你们应以（称）党北方局、陕甘政府
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解说】

利令智昏的张国焘，竟然发展到了
另立“中央”的地步。
【同期】李国喜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常务副院长

1935年的10月19日，毛主席率领党

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我们

中央红军就有了一个落脚点，但是当时的

形势很不乐观：外边蒋介石是调集重兵，

妄图把我们红军聚而歼之，甚至困死在这

个贫瘠的黄土高原上；而内部，张国焘的

分裂行径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

这样的关键时刻，陕北红军给予了党中央

和中央红军以极大的拥护和支持。

【解说】

这里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红军战士
身上的褴褛衣衫，仿佛仍在诉说着那段
岁月的艰难。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大雪纷飞的冬
天就到来了。而整个队伍的过冬衣服还
没有着落。

忧心忡忡的毛泽东提笔给红十五军
团军团长徐海东写去了一封信。

信的主要内容只有一条——借钱。
之所以用借的方式，是因为毛泽东

深知，红十五军团同样拮据。并且，徐海东
曾经是张国焘长期的部下。
【同期】李忠杰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

会副会长

海东同志态度非常坚决、非常明确，

他马上就把经理部部长查国桢找来。问

他：“我们还有多少钱？”查国桢告诉他：

“满打满算只有七千块钱。”那么徐海东

同志马上就说“留下二千块钱，把五千块

钱送给中央，毛主席写信来借钱，说明中

央确实比我们更困难。所以我们哪怕不

吃不喝、挨饿受冻，也要支援中央！”所以

很快这五千块钱就送到了中央。

【解说】

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若干年后仍
旧念念不忘，称赞“徐海东是为革命立过
大功的人”。他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
的时候，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五千
块大洋，那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啊！

从徐海东，从红十五军团，从陕北军
民身上，毛泽东感受到了来自红军队伍、
来自全党的巨大向心力。

直罗镇一战，毛泽东统一指挥中央
红军和西北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鸣响
了党中央奠基陕北的礼炮。

然而，张国焘带领的南下队伍却连
连受挫，8万人马损兵过半，不得不三过
草地北上。多少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
硬汉子，倒在了川西水草地上。

分裂不得人心，团结方能强大！我
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这是鲜血铸就的真理。

核心，在真枪真刀中形成，在千锤百
炼中诞生。越是生死关头，一支队伍的
核心越重要。这，同样也是鲜血换来的
辩证法。

维护核心就是维护大局，就是最大
的政治。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人民军
队由弱到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的
就是始终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靠
的就是坚定维护核心，始终步调一致。
【同期】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

建设教研部主任

到党的七大，我们党的党员人数

增加到了121万，但是党的七大取得的

意义，绝不仅仅是党员数量的增长和

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形成

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

集体，标志着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

组织上从此有了“定盘星”。

【解说】

这是一部老式电台。转战陕北时期，
马背上的毛泽东就是靠着这样的电台，调
度千军万马，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开
始指挥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与陕北简陋的窑洞相比，南京城里
的“总统府”金碧辉煌。然而，蒋介石对
他的一支支美械部队发出的号令，却因
为国民党军队内部各自的“小算盘”而屡
屡落空。

几年之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曾反
省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党务
内部的分裂，以致影响到军事、政治、经
济、社会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纷乱与崩溃。

战场的较量，始于政治；政治的角
力，在乎政党。

团结，还是分裂，战场之外，胜负早
已有了答案。

1948年 4月 21日，党中央主动撤退
一年后，延安城又重回人民手中。在西
北，在东北，在华东，在解放战争的各个
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共两党
的力量对比悄然间已经发生改变。而在
同一时期，国民党各大派系还在为“总统
选举”斗得不可开交。

1948年 5月 20日，蒋介石在风雨飘
摇中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当时就有媒体预言，蒋介石虽然赢得
了“总统选举”，却马上要失去整个中国。

【推出片名】回望延安

延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解说】

1937 年 11 月 29 日，延安东门外机
场。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
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着一架来自
苏联的运输机降临。

33 岁的王明就这样来到了延安。
这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有一个俄
文名字：克劳白夫。

此时，全民族抗战已经爆发 4 个
月。处在抗日最前线的中国共产党迫切
需要苏联的支持。毛泽东称王明等人是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然而，王明从
莫斯科带来的却并不是灵丹妙药。
【同期】徐焰 军史专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经过中国

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第二次国共合作得

以实现，这就意味着，全民族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形成。但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

之后，共产国际一直有这么一个观念，就

认为，国民党力量强共产党力量弱，因此

抗战主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

王明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他一贯擅长

于拉大旗做虎皮，所以把这个观念就传

达到中国党内，好像还有了“尚方宝剑”。

【解说】

回国不久，王明就在“十二月会议”
上抛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
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指责党中央独立
自主的正确方针。
【同期】秦利 国防大学教授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

个支部，共产国际在我们党内有着崇高

的威望，王明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回来

以后在会上的讲话，乍一听似乎很有道

理，而且很有蛊惑性，对会议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不少同志都表示认同或支持他

的主张，甚至有的同志在会上还做了自

我批评，而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却在

会上受到了孤立。

【解说】

王明的一套理论，犹如在延河中投
下了一枚石子，刚刚平静的延安再起波
澜。毛泽东后来谈道：“遵义会议以后，
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
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
次波折。”

一个政党，只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
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它显然不是王明从
国外照抄照搬来的“本本主义”，也决不
是脱离了中国实际的“拿来主义”。

早在 1931年，27岁的王明掌握了中
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他号召“为中共
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指责毛泽东
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山沟里的马列
主义”。结果，“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
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中央红
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6年过后，王明摇身一变，从“左”倾
又走到了右倾。
【同期】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

建设教研部主任

1938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王明依然坚持他的右倾观点，附和国民

党“军令统一”“只要一个军队”的叫嚣，

强调应该由国民党对军队实行统一领

导，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解说】

毛泽东告诫全党：“1927 年陈独秀
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
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历
史上的血的教训。”彭德怀说：“假如真的
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
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平型关大捷不久，时任八路军组织
部部长的黄克诚在第 115师检查政治工

作时发现，红军改编后，由于取消了政治
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党的领导和政治
工作被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忽视群
众利益、侮辱战士等现象时有发生。他
建议恢复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

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随即，全军
在团以上单位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重新
建立政治部（处）。之后，中央军委批准
颁发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
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从法规上明确政
治委员是党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

已是深夜，杨家岭窑洞里依然亮着
灯光。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一盏油灯
陪伴着思重千钧的毛泽东笔走春秋，思
索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毛泽东坚信，指
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必须是中国化了的马
克思主义。他更坚信，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只能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
【同期】贺永泰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教授

可以说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延安时期丰富和

成熟的，其重要标志就是《毛泽东选集》

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著作中，成文于

延安时期的就有112篇，《毛泽东军事文

集》6卷，1628篇文章中撰写于延安时期

的就多达938篇。

【解说】

1938 年 8月，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
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
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
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
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
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在接下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
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
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
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以王明为代
表的右倾错误基本被克服。

然而，王明并不甘心。1940 年 3月
19 日，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
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再次出版。

王明再版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再
度挑战中央的正确路线。

根除错误理论的影响，显然不会一
蹴而就。

万物皆有源。左、右两种错误路线
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党内长期存在的主
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如果不在全党彻底
根除这些错误思想，不对每一名共产党
员尤其是高级干部来一次心灵洗礼，前
进道路上仍然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

1941年 5月 29日，《解放日报》连续
两天刊登中央秘书处一则征求文献启
事：本处急需 1930年九月、十月间《中共
三中全会决议案》，及 1931年《中央苏区
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当以解放社
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

五本书的奉酬，在当时是一笔不小
的奖励，征集者的急切心情可见一斑。
征集者之所以心情急切，是因为要编一
部重要的书。这本书就是《六大以来选
集》，而编这本书的人，正是毛泽东。
【同期】夏春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

研究所党委书记

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如此重视这

部书的编选是因为当时没有人提出，党

内曾经存在过一条“左”倾路线，有的干

部认为这条路线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把

这些文件编选出来，白纸黑字说那时主

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

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依据，就会清楚地

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一条正确路线。

【解说】

这期间，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出
版。这是他早期调查研究的成果。他在
序言中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
句话虽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
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却仍然坚
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1941年 5月 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
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突出强调的主题就是实事求是。他还用
一个生动的对比，给那些抵触把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画了一
幅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
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1942 年早春，延河渐渐解冻，一场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
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的整风运动，在这个早到的春天开始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的整
风运动，也是一次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
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
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在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开展整风，其目
的就是确保党更好地肩负起领导全民族
抗战的历史使命。

党的领导人带头调查研究。在深入
陕北 20多个村镇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实
地调查后，张闻天，这位曾留学莫斯科的
党内理论家在他的《出发归来记》中深有
感触地写道：“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
际出发。”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943 年，中央党校新礼堂落成，

毛泽东将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送给党
校师生。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
来的四个字。从此，被称为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的这四个字，成为中央党校的
校训，成为全党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路线。

历时三年多的延安整风，对于加强
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
的实践、一个伟大的创举，实现了全党在
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化茧成蝶。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在全党全军深深扎根。毛泽东思想——
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
管用的主义！

思想的火炬，照亮民族前行的航程；
思想的光芒，产生改变中国的力量。过
去如此，今天如此，未来同样如此！

【推出片名】回望延安

延安：探索出了一套管党治党的基
本经验

【解说】

2017年 12月 1日，来华出席中国共
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部分外国
政党代表，前往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党
校参观。

在与党校师生座谈时，延安，成为菲
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总裁皮门特尔多次
问及的地方。

正是从延安开始，这所培养中共高级
干部的学府迎来了大发展。而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探索出的
一整套建党治党经验，也一直被国内外
所关注。

1944年 7月 22日，延安迎来了美军
陆军上校戴维·包瑞德率领的观察组。
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回答美国政府
一个疑问：山沟沟里的中共，为什么会有
如此巨大的凝聚力？

美军观察组体验八路军的生活方
式，住简陋的窑洞，吃简单的饭菜，参加
劳动和军民联欢集会。

与延安零距离接触半个月，观察组被
深深震撼了。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给美
国罗斯福总统的《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
初步非正式印象》中写道：“那里不存在铺
张粉饰和礼节俗套”，“完全没有贴身保
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
夸夸其谈”，“我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
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

延安，这座山沟里的小城，这座共产
党的首府，与当时的中国有着太多的不同。

这里是毛泽东当年的菜地，山坡上
是毛泽东一家居住过的窑洞。70 多年
过去，满园的绿色一如当年生机勃勃的
延安。

同样是接待华侨领袖陈嘉庚。在
重庆，蒋介石拨了 8 万元经费；而在延
安，毛泽东用以待客的，是自己种植的
蔬菜，一顿饭只花了几毛钱。尽管蒋
介石再三提醒陈嘉庚“切不可受共产
党的欺骗”，但延安之行已经让这位爱
国老人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陈嘉庚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
安！”

黄克功，红军时期的团政委，抗大三
期学员队队长；张灵甫，黄埔四期生，国
民党军队的上校团长。同样有过枪林弹
雨的经历，同样是因情生恨而杀人，两人
受到的惩处却截然不同。
（下转第九版）

8 月 17 日至 19 日，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上，与会代表集中观看了历史文献片《回望延
安》。会后，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军事·农业频道分别
在黄金时段播出了该片，观众反响热烈。《回望延安》是

站在新时代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追根溯源，
是对延安时期我们党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展
现弘扬，突出革命圣地的红色基因、突出延安精神的时
代启示，特别是突出党的七大的历史贡献，从加强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的视角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这一历史命题，为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工作提供了生动历史教材。本报今天全文刊
登该片脚本。

编 者 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