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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推进
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基本经验
———基于阶级阶层关系处理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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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革命任务创造性地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处理社会
各阶级阶层的物质利益、政治参与、思想文化关系，不断增进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同，

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大众的革命热情，促使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从而不断夺取革命的胜利。总结并

发展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凝聚各阶层共

识、加速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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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革命时期，面对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必
须统一革命思想和认识，争取、团结革命力量以夺取

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

论著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状况作了深入分

析。根据实际，科学分析、认识、把握革命力量与反

革命力量的矛盾变化、发展状况，是正确处理社会阶

级阶层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前提。在长期

的民主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领导阶级与

被领导阶级阶层、被领导阶级阶层彼此之间的关系

方面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本文拟从物质利益、政

治民主、思想文化三方面加以梳理，以期为我们当前

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借鉴。

　　一、立足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多样、

利益差别、利益矛盾的实际，注重处理社会各

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满足革命群众的利益

需要，是促进民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物质

基础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１］，
马克思主义只有赢得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认知、认同，

才能转化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人是现实的人，“人

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２］。

利益，从根本上说是物质利益。“满足了群众的需

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

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３］（Ｐ１３７）。民

主革命时期，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复杂多样、

差别较大、矛盾突出，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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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

及其他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

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在各阶级阶层中的认同，是进行

革命的关键。

一方面，正确处理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阶层

之间的利益关系。工人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阶

级，经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根据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

矛盾变化、发展，处理好与被领导阶级阶层之间的物

质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捍卫无产阶级及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革命最根本的出发点，正如刘

少奇指出的，“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

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党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利益的集中表现”［４］。为了协调好领导阶级与被领

导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领导阶级必须“对被领

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５］，让各阶

级阶层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

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让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号召并积极投身革命斗争。

另一方面，正确对待被领导阶级阶层之间的利

益关系。土地革命时期，为促进工人、农民和小资产

阶级的革命联合，中共中央执行了“依靠贫农、雇

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

主阶级”的革命路线。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

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３万余人。在中央
苏区，逐步消灭地主阶级让农民获得土地，强化农业

生产以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同时，开展粮油调剂、

合作等农业互助运动，兴修水利和改善农业技术，为

农业生产发展创造条件。通过实行一系列政策措

施，从根本上维护、发展了苏区民众的利益，增进了

革命团结，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大众的信任。１９３３
年８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强调，要
通过“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

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３］（Ｐ１１９）。１９３５年，中共
中央依据革命发展和需要，决定不没收富农的财产，

保护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减租减

税。这从根本上协调、维护了富农阶层和民族资产

阶级的利益，促进了其对革命路线、方针的认可，促

成了革命抗日联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

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政策，着实减轻

革命群众的负担，有效处理了边区革命大众的利益

矛盾，激发了大众抗日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将

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

农民”，解决了解放区三分之二农民的土地问题。

相应地，没收官僚资本大工业、大商业、大银行归新

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各种具有

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这些政策从总体上维护

和发展了革命阶级阶层的利益，极大地激发了革命

群众的积极性，使全国获得了解放。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

丑。”［６］利益是产生革命精神的经济根源，是发扬革

命精神的物质基础。只要中国共产党坚定维护、满

足大众的利益需要，就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组织

者，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就会受到大众的拥

护和支持。

　　二、牢牢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

权，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各革命阶级阶

层的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及党的廉政建

设，保障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权益，是促

进民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政治基础

　　其一，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并带领各
阶级阶层不断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推进了大众对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同。无产阶级政党先进的思想

性、严谨的组织性、彻底的革命性、广泛的群众性等

优势，决定了其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１９２５年，中共四大强调无产阶级的独立地位及其革
命领导权问题，而革命武装是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

的坚强支柱，三湾改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

组织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

阶级的领导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应广泛深入地

发动农民参与革命，与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工农联

盟。经过土地革命，长期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翻身

做了主人，其革命觉悟和组织性大大提高，他们积极

投入农业生产、参军参战。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

重要力量，因此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

领导也极为重要。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其政治上的软

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但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

同，他们是我们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在与之建立革

命联合中坚持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中间势力在

中国共产党同顽固派斗争时往往起决定胜负的作

用，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中国共产党注重争取

中间势力，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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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等，以扩大革命联合。无产阶级政党通过一系列

政策、措施实现了对各革命阶级阶层的领导，形成了

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赢得

了大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革命的认同。

其二，注重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

以推进其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认

同，激发了大众的革命热情。１９３５年底，中共中央
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等，苏维埃都给予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其政治参

与更加广泛。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

延安边区实现“三三制”的政治参与。从阶级阶层

身份看，“三三制”包括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富

农、其他小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其中有共产党、

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三三制”保障了各

阶级阶层的政治权利，为其政治民主诉求提供了制

度平台，极大地激起了他们的抗日热情。解放战争

后期，中共中央在西北、华北及东北建立了以大行政

区为主的人民民主政府，参与民主管理的有工人、农

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

爱国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及海外华侨。同时，中国共

产党强化党和政府的各项监督制度，保障各革命阶

级阶层的政治民主。在中央苏区，党和政府注重新

闻舆论工具的监督作用，如当时的报刊《斗争》《红

星》等，对党政干部的行为作风进行了有力监督。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朱德在同冀中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
出，要“监督、教育所有人员好好工作”［７］。１９４９年
４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人民监督委员会，加强
党和政府的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政治

参与和有力的民主监督，保障了各革命阶级阶层的

政治权益，增进了革命团结。

其三，注重党的反腐倡廉，使中国共产党真正代

表和维护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权益，促进了大众对马

克思主义政党和革命路线的认同。在中央苏区第一

次党代会上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加强了

反官僚、反贪污腐化等，纯洁了革命队伍。１９３７年８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

和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４条明确指
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

府。”［８］１９４１年５月，中共中央公布的《陕甘宁边区
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

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

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９］这表明边区政府和执

法机关要坚决惩治贪污腐败，从而大大提高了边区

政府在大众中的威望。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中共中央通
过了《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明确规定：“降低干

部生活水平，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

贪污腐化，犯者要加以严办”［１１］（Ｐ７４０）；１９４９年３月，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再一次

重申无产阶级政党反腐倡廉的立场和决心。中国共

产党的一系列反腐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施行，获得了

大众的赞誉和认可。

　　三、针对不同的客体层次，运用灵活

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手段，加强

对革命阶级阶层的思想政治宣传、教

育，是促进民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思想

基础

　　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决定了马克思主义
认同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

命的理论和实践，通过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

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以争

取各革命阶级阶层的团结，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凝聚

力、组织力和战斗力，努力夺取革命的全面胜利。随

着革命的不断发展，以及众多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加

入到革命的队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封

建意识、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不时出现在中国

共产党和革命的队伍中。这些思想极易带来党内

“左”、右倾的错误，妨碍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

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针对这种现状，中共中央提出

把革命思想建设放在各项建设的第一位。民主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涉及不同

的社会阶级、阶层、群体、个体，他们的经济状况、革

命态度、思想文化、接受能力等不尽相同，在思想政

治教育实践中，中共中央针对不同的客体层次灵活

地采用多样的教育方式、手段，以促进大众的马克思

主义认同。

针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状况，列宁曾指出，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

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１１］。工人阶级的觉悟

高、革命性强，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无产阶级政党对

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对话和说服的方

法进行，以理服人。农民是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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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长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劳作、生活，其思想文

化素质不高，封建意识浓厚。对农民阶级的思想政

治教育须与劳动相结合，利用农民空闲时间，采取开

办扫盲班、夜校、民众教育馆等多种形式，并以一定

文化娱乐活动为载体，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

文化素养。革命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引导

群众以现实生活中的先进典型事例为题裁，创作新

秧歌、新社火。如陕甘宁边区到处都有秧歌队，每到

春节拥政拥军、爱民运动时，各地的秧歌队都大规模

涌现在集镇、农村，群众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颂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府建设和军队发展，歌唱新生

活，也教育和改造了群众自己。立足各时期革命发

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还针对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

产阶级、地主富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进行

了革命思想政治宣传和教育活动，并取得了巨大

成功。

此外，对敌军展开思想意识攻势，进行有效的思

想政治教育，直接影响着革命的发展，对此中国共产

党一直高度重视，并就敌军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提

出了明确要求。在战场上，采取火线上喊话和发动

白区群众特别是白军家属的形式，或派人打入敌军

内部，向敌军官兵进行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对作战

之敌作全面、深入考察，针对敌军的历史背景、官兵

的现实矛盾，广大士兵的思想情绪和痛苦的生活状

况，用歌谣、民谣等多种形式瓦解敌军官兵士气，使

其怠战、厌战、罢战。

依据不同的客体层次，采取相应的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途径，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使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民

主革命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能以最有效

的途径、方式贯彻到各阶级阶层中去，从而统一了思

想认识，增进了对党和革命的认同。

　　四、结语

民主革命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在不同的历史

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革命任务采取不同的

策略处理社会阶级阶层的物质利益、政治参与、思想

文化关系，不断增进大众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

践的认同，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大众的革命热情，从而

不断夺取革命的胜利。总结其历史经验并在新的实

践中对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有助于我们在当前形

势下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凝聚各阶层共

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

新的变化和发展，涌现了诸如社会管理者、职业经

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因

此，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

秀分子入党时，也要注意吸收和接纳新兴社会阶层

中符合党员标准的优秀成员入党，通过不断加强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注重自身反腐倡廉以保

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努力建设服务

型、学习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增强中国共

产党的政治基础，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凝聚各阶层对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共识，把全国各族人

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共中央的周围，激发人民的壮志

豪情，使之积极投身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

践，才能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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