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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日。为庆祝这
一节日，中国政府已经加大了宣传机器的马力，为这个“伟大光荣
正确”的党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且不说官媒经常制造“塔西佗陷
阱”，仅仅回顾一下党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党并非那么“伟
光正”，但它却是一个影响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实存在。

作为一个在中国执政七十多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现
代化转型无疑造成重大影响。藉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回
顾共产党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对了解其未来走向，多少还是有
必要的。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吗？
中国官媒在宣传党的丰功伟绩时，总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

话，“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衷心拥护和爱戴，始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其实，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
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境外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共产国际具有双重
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
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
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为
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那么，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具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精英为
什么选择共产党呢？这与上世纪初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屡受挫折有
着密切关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门户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
开，不得不被动回应西方的挑战，步入现代化进程。与日本“明治
维新”后脱亚入欧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不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
中却屡遭重创。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当时的一些知识精
英愤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攻击，出现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和李大
钊都是这场启蒙运动的翘楚。然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也给
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亡国灭种”的心理压力。在救亡与启蒙的两
难选择中，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新潮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救亡压倒
启蒙。

救亡刻不容缓。这就出现了“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甭管这炮到底响没响，它确实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都有市场，共产主义是其中之一。
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很大因素是因为马克思列
宁既是西方的，也是反西方的，况且，俄国的十月革命还为他们树
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标杆。因此，组建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既可解决
他们迫切寻找救亡道路的现实问题，也能满足他们那种对西方既爱
且恨的深层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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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当时广大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是不了解的，政治觉悟

也没那么高，说是他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很牵强的。即便是
那些早期的共产党员，对于共产党能否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也并非确
信不疑。举例来说，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夏天举办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时候，只有50多名党员，是个不折不扣的激进小团体。至于他们
这个党是否能在中国获得成功，这些人心里都没底。要不然参加“一
大”的代表都没人记得住这么重要的会议到底是那天召开的呢。当
然，中共夺取政权后，忘记了给中国人民自由选择是否让共产党领导
他们的权利则是不争的事实。

2、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夺取政权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激进的革命小团体逐渐发展壮大，28年后夺

取了全国政权。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原因很多。毛泽东曾总结
出他们获胜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鉴于大
家对这三大法宝都耳熟能详，这里就不赘述了。

共产党能够成功夺取政权，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外部因素也
起到了助力的作用。共产党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宽松
的政治环境。如果当时的统治者也像现在一样，对社会严加管控，不
要说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恐怕那些急于寻找救
国道路的爱国青年们连尝试共产主义这一选项的机会都不会有。

另外，孙中山先生晚年实行的“联俄容共”政策也为中国共产
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孙中山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为了建立自己
的军队统一中国，在西方列强不予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苏联的
援助，而苏联的要求之一便是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逝世后，
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占据了中国国民党的许多重要
岗位，把国民党搅得四分五裂，最后导致蒋介石的清党和宁汉分裂。

更为重要的历史机遇就是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为
中共发展壮大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怪不得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
合感谢日本人呢。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说：“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
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
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
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
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也曾
说到：“……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
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你
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

中共在获得政权之前，不仅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方面下了大力气，出色的宣传工作更是他们获得胜利的一大法宝。

中共历来重视宣传。他们不但利用宣传向民众灌输党的意识形

态，而且还通过宣传创造出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使人们放弃自己
的思考能力。“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当家做主人”等振奋人心
的口号无疑都曾在民众中产生过强烈的震撼效应，使共产党获得了
人民的支持，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国民党政府，最终夺取政权。于
是，中共掌权后，专门设立了宣传部，把宣传功夫修炼到炉火纯青
的地步。譬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饿
死三、四千万人，明明是错误政策产生的恶果，却被中共宣传成
为“自然灾害”。当时的中国既没有发生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因饥荒
引发的农民起义，人民群众还普遍接受这种宣传，把责任推给老
天。这种宣传功效不得不令人惊叹！

3、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各派政治理论大致可分为理想主义和现

实主义两大类。理想主义在道德层面显得高尚，但在应用层面却往
往不切实际，甚至违背人性，走向极端。这类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
柏拉图。他的理想国因为太高大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他的
学生亚里士多德就不认同自己老师的政治观点，认为背离人性的政
治理想看起来崇高，却无法实行；而现实主义看起来往往庸俗，但
符合人性。共产主义思潮就属于理想主义，它在实践中产生的灾难
性后果是毋庸讳言的。

在野时，中共在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时，不遗
余力；他们提倡人权民主社会公正，赢得各界民众的普遍支持。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创造美好社会为人民谋幸福
的历史机会。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接二连三地发动政治运动，即稳
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也为在中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
但民众为此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0-1951：镇反运动，全国有87.46万曾为旧政府工作过而被
新政权视为敌人的人被处决。

1950-1952：土地改革运动，全国有83万以上的地主和富农被
杀。

1955-1957：肃反运动，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
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
万人。

1957-1958：反右运动，全国317万知识分子遭受迫害，55万人
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262万人神秘消失。

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420余万人被关押审
查；172.8万余人死亡；13.5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7
万人；703万人伤残；7.12万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
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
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记得政治哲学家胡平先生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初衷是在中国建
设一个共产主义天堂，这在道德上是很高尚的。然而，不知为什么
就是有些人反对。为了保证天堂工程进展顺利，反对天堂建设工程
的人理所当然地就被视为敌人。为了防止他们搞破坏，需要把他们
放进监狱，因而，建设监狱也是必须的。久而久之，反对建设天堂
的人越来越多，建设监狱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建设监狱变
成了他们的主要工作，而这项工作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
同样是冠冕堂皇的。

由于热衷阶级斗争，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未能完成
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在伟大导师
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历经艰辛探索，终于在他逝世前将中国的国
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4、深化改革与不忘初心
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意识到党本身存在的诸多问

题，比如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个人崇拜、党政不分，等等等
等，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困难重重。邓小平掌权后，放弃了“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网络图）

2021年6月18日
June 18，2021

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他的“猫论”彻底把中共从虚无缥
缈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拉回到现实中来。尽管邓没什么崇高的理论，
但他的务实政策确实使中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生活得到改善。

由于历史的局限，邓小平虽有意推动政治改革，并启动了“党
政分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政策，但在“六・四”事件后，
他并未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继续深化政治改革。现在，尽管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富两极分化，官员大面积腐败，
民族矛盾上升，地缘政治恶化等问题却让党面临新的考验。由于未
能深化政治改革，今日的习近平才有了机会效仿毛泽东，在党内定
于一尊，并对邓的政治改革遗产提出挑战。他的不忘初心、中国梦
再次给人们画出了美好的蓝图，很有可能将引领中国回归到那令人
热血沸腾的艰难探索的战斗年代。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就是政治体制。然而，深化政治改
革，又谈何容易！当前，中共面临着“改革就要亡党，不改革就要
亡国”的困境，这让一个百年老党，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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