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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命运

中共七大与《论联合政府》

方华玲 李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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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下旬，延安显得比往常更加热闹，来自五湖四海的700余名同志，代表全国120余万党员

，在这里参加一场关乎“中国之命运”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大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时间节点上，围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何去何从这

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并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

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具体论述。

团结与胜利的大会

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把召开七大提上日程，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提

出。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代表集中不易，一直未能实施。到1945年，距离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

的中共六大，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在最后胜利的前夜。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全面抗战的洗礼，中国共

产党已经发生了蜕变：121万党员在经历“整风运动”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

展到了近100万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遍布华北、东北、华中

、华南各地，拥有近1亿人口，经过大生产运动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

展。在此形势下，党中央正式决定召开七大。

1945年春末，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穿越敌占区封锁线，辗转千里，终于汇集在延安宝塔山下。



1945年4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了。庄严的《国际歌》声过后，毛泽东致《两

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

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随后，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经过50天的热烈讨论，6月11日，大会隆重闭幕。大会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确定以马

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在闭幕词中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并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予以发表。

两种命运的抉择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选择。中共七大召开的同时，在陪都重庆，蒋介石也在召开

国民党的“六大”，这次会议是1943年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老调重弹，宣扬独裁反共，企图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老路上去。

对此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已予以明确驳斥，提出了另一条出路：在抗战胜利后，以解放区为榜样，建立一个独立

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再一次系统论述了这一观点。这份报告，就是《论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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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研究军事和政治问题。

《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战后新中国建设的五大目标：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具体阐明了

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

在政治上，要立即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国、共、民盟和其他无党派人士的民主联合政府，允许一切党派平等合法地

存在和发展。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联合政府就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

”。

在经济上，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积极稳妥地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毛泽东指出，老百姓之所以拥护我们中国共产

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是可以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局面的政党。“如果我们

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在文化上，重视扫盲工作，尊重知识分子，团结和教育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

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具有极高的世界眼光和批评精神的，他所提出的“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与气魄。

在中国面临光明还是黑暗的两个命运和前途的重大转折关头，《论联合政府》作了精辟的回答。报告一经发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

苏联驻延安记者、国民党驻延安代表等各方纷纷索要全文，一时“延安纸贵”。毛泽东指示，《论联合政府》还要到重庆去印发，要让中

间党派的朋友，尽快知道我们的主张。《论联合政府》中由联合政府来完成实行和平建国纲领,召开国大制定宪法、监督执行整军方案，

鼓励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民主观点，与蒋介石的独裁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部分国民党元老中引起强烈震动。

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纷纷表示响应，提出在为民主和平奋斗的过程中,必须与中共实行全面合作。

机关党总支十支部
党史教育学习卡片



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在抗战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跨度之大，会期之长在我党

历史上绝无仅有，堪称是一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如同朱德在七大上发言时特意指出的，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房子”除了字面意义上的杨家岭

中央大礼堂外，更有着深层的内涵：与前六次带有鲜明的共产国际烙印不同，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外方代表和外界干预

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迟迟不能召开，除了因战争环境和代表集中不容易之外，更因当时党内思想上的不一致和对党的领导核心认识上的不统一，尤其

是怎样看待六大以来党的路线是非。

早在会前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定下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指导方针。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选举方针的

报告中指出：“我们既要选举那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也要选举在那时犯了错误，（现在）承

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的人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对那时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经过学习，

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免疫性。”

七大在新通过的党章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提出把中国实际与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此举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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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

可以说，《论联合政府》不仅是一份施政纲领，更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概括总结。毛

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把这些经验集中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

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

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体系达到了完备和成熟。而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保留下来，不

断加强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就作风建设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不断培

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把继承和发扬三大优良作风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基。

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

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赢得人

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新时代的今天，重新回顾并认真解读《论联合政府》的人民立场，对我们深刻领会中

国共产党何以能够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与拥护，领导中国人民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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