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刘好光 设计：王星舟 校对：刘梦
电话： 010-82296649� 邮箱： lhgedu@163.com2015 年 8 月 21 日 星期五 03解析理论热点 探寻教育规律

刊
周

抗日战争为什么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由败转胜的重大转折， 而且成为
整个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复兴的伟大转折？

这里的深层奥秘就在于， 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之中， 中国共产党走向
成熟， 从而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提供了顶天立地、 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

筑起克敌制胜的思想长城

1938年5月， 毛泽东在延
安发表 《论持久战》， 总结了
抗战初期前8个月的历史经验，
提出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
略方针。

他首先对于中日双方的力
量对比、 优势劣势， 作了客
观、 全面的辩证分析， 深刻地
预见到整个抗日战争势必要经
历一场持久战， 依次经过三个
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战略
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
开始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
而最终是中国人民必胜， 日本
侵略必败。

这个战略方针， 成为中国
人民克敌制胜的思想长城。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
武装， 也以自己的军事斗争实
践与血肉之躯， 书写了抗日战

争的重要篇章， “平型关大捷”
和“百团大战” 就是其中两个著
名战例。

平型关一战“打破了‘皇
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 提高我们
的士气……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
人在”。 而由朱德、 彭德怀将军
指挥下的“百团大战”， 在长达
两千多公里的战线中与敌作战，
进一步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
“日本速战速胜” 的神话， 有力
地拖住了日军主力， 并把战争拖
入战略相持阶段， 从而为整个战
局和最后胜利， 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 独立自主的游击
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 依靠八路军、 新四军等人民
武装力量， 在全国开展了广泛持

久的游击战争， 先后建立了十几
块革命根据地。 不仅有陕甘宁边
区、 晋察冀边区这样千里连片的
北方主要根据地， 而且在南方有
新四军建立的诸多敌后根据地，
甚至在华南、 海南都有党领导建
立的东江根据地、 琼崖根据地。
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
一亿人以上， 抗击了半数以上的
侵华日军， 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
与整个战局， 使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力量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
大海之中， 最终难免灭顶之灾。

我们在地道战、 地雷战、
敌后武工队、 平原游击队、 铁
道游击队、 雁翎队、 王二小放
牛等动人故事中， 可以看到从
中映射的人民战争、 游击战争
和全民皆兵、 全民抗战的辉煌
历史片断。

打一场全面抗战的人民战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
国策是迅速灭亡中国， 国民
党、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
一开始就与之处于不共戴天的
根本对立之中， 因而他们的态
度还是积极抗日、 争取取胜
的。 但由于他们背后有封建、
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 因而不
敢放手发动群众， 大打人民战
争。 这样一条消极片面的抗战
路线， 无法根本扭转敌强我弱
的力量对比， 无法打赢这场战
争。

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唯物

史观、 群众观点， 深刻洞察到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历史发
展的真正动力”， “战争的伟力
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
中”。

因而，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
后， 1937年8月， 中国共产党洛
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 力主实行“全国军事总动
员” “全国人民总动员”， “在
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 建立各
类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 鲜明地提出了全民族抗
战和人民战争的路线。

1945年党的七大， 更是把
这样一条路线作为党在抗日战争
时期的基本路线： “放手发动群
众， 壮大人民力量， 在我党的领
导下， 打败日本侵略者， 解放全
国人民， 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
中国。”

正是有了这样一条人民战争
路线，才造成全国上下、共赴国难
的抗战局面，“工农兵学商， 一起
来救亡”“母亲送儿打东洋， 妻子
送郎上战场”“兄妹开荒， 种粮拥
军”， 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陷敌于灭顶之灾中。

顶天立地的民族砥柱

有一部著名小说， 题目是 《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

据 《西游记》 中记载， 由于在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 烧炼七七四
十九天， 才造就了孙悟空的火眼金
晴。 这个奇迹， 其实只是一个神
话。

然而， 在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上， 却有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奇
迹， 就是抗日战争连天烽火， 提供
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契机， 使中
国共产党超越了共产国际的许多政
党，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性飞跃，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
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优秀文明传统相
结合， 在理论上升华出毛泽东思想
及其新民主主义论， 从而成为一个
顶天立地的先进政党———由此为抗
日战争、 民族解放， 提供了思想政
治上的强大支柱。

在马克思主义包括后来的共产
国际中， 其实都存在两种不同传
统： 一种是由马克思、 恩格斯开
创， 后来列宁继承发展并坚持下来
的、 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
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
同时， 也存在一种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教条化， 远离时代与民族特点的
僵化教条主义倾向。 中国共产党初

创之时， 生机勃勃， 富于创造力，
但后来教条主义抬头， 其背后多半
都和共产国际中的教条主义抬头有
关。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正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日战争的连天
烽火， 使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控制
宣告解散， 由此造成一个十分独特
的历史契机， 使得以毛泽东、 刘少
奇、 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可以放开手脚， 独立自主， 进行理
论创新、 实践创新。 由此也就打破
了教条主义束缚， 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使中国共
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
而且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从而为
抗日战争、 中华复兴， 提供了一个
顶天立地的思想政治支柱。

时至今日， 我们会比过去更加
客观地评价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
国军将士在正面战场的历史作用，
尤其是许多为国捐躯的爱国志士、
民族英雄的奉献精神与历史功绩。

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也
仍然首先须注意到一个不可更改的
基本事实， 正是在抗日战争、 民族
解放的历史熔炉中， 中国共产党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
从而成为开天辟地的民族砥柱。

学者会堂

“红色经典”传承
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
■惠雁冰 胡俊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围绕这个重
大节点所展开的抗战教育，再次把“红色经典”与核心价
值观的关系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深刻认识“红色经典”，将
“红色文化”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挖掘中华民族
丰富的文化资源，能够更好地界定“红色经典”的核心价
值，阐释当代文化的创新品质。

“红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内生性环节
在民族文化的发展流变过程中，传统文化是最稳定的

一种文化资源。 家国一体的文化结构、中和之美的文化理
想、“自律慎独”的道德操守与舍生取义的人格气节，圆满
地阐释了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神时空，也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标识。

红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内生性环节， 是民族文化
流变发展的历史性产物。 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的坚船利
炮摇撼着传统文化的自足性， 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与图
强兴国的社会心声， 也在不断逼迫着传统文化的自我更
新与民族性格的巨大改变： 天人合一的文化境界转为富
国强民的社会理想， 克己忠恕的道德修养转为为天下呼
的勇敢践行，内敛、含蓄、优雅的民族性格转为穷则思变
的外显与刚毅。

20世纪初期，现代社会的到来，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进一步把
中国拖入亡国灭种的深渊。在历史性的劫难面前，以中国
共产党为代表的民族先行者肩负着民族大义， 怀揣着民
族独立自新的理想，艰苦卓绝，不但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现
代中国，而且创建了以革命为先导、以民众为主体、以奋
斗与献身为个体人生价值、 以全民族自由和独立为社会
理想的红色文化。新中国建立后，区域性的红色文化开始
向全国伸延， 并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崭新形态参与到社
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 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思潮云集而入，其在扩展了民族
文化视野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思想意识混乱与
道德信仰滑坡的双重危机，红色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但随着民族文化承传意识的不断自觉和现代公民社会的
不断完善，一度被视为现代化对立面的红色文化，再一次
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资源，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到
当代文化的建设与创新当中。

“红色经典”是“红色文化”的集中投射
战火中形成的红色文化， 之所以能持续主导当代社

会文化的发展走向， 深刻影响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结构
图式，与“红色经典”的感染强烈、传播深远不可分割。 红
色经典已经成为红色文化的另一种存在形态， 成为红色
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投射。 主要体现在：

其一，“红色经典”以历史全景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抗敌御侮、 建立民主政权的壮阔
一幕，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的历
史发展逻辑。从上世纪20年代的艰难起步，到上世纪30年
代如火如荼的铁血抗争；从40年代的烽火四起，到挥鞭南
下的摧枯拉朽，“红色经典” 以磅礴的气势刻绘出苦难民
族的奋斗史与心灵史。

其二，“红色经典”以丰富饱满的形象，生动书写了在
历史大转折期间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意志锻造、信仰建
立的豪迈历程。 无论是一身白衣、涉世不深的林道静，还
是冲出牢笼、寻找出路的吴清华；无论是三家巷中怀揣着
朴素梦想的周炳， 还是渣滓洞里砥砺意志的成岗与刘思
扬，“红色经典” 以具有历史实证性的鲜活素材勾勒出一
代青年的成长史与情感史。

其三，“红色经典”以英雄崇拜的传统母题，精彩阐释
了风云激荡的历史关头生与死、国与家、义与利之间的意
义联系。不管是面对人伦戕害的地下交通员杨晓东，还是
直面死亡的许云峰；不管是在隐忍中淡化私仇的朱老忠，
还是在血雨腥风中如金刚般复生的史更新，“红色经典”
以激活民族心智的美学镜像描摹出超越单一民族意涵的
人类学意义上的英雄史与创世史。

“红色经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红色经典” 完成了从孕

育、发展到繁荣的经典化过程。尤其是50年代后期出现的
一大批代表着历史厚度与文学高度的长篇小说， 集中展
现了“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其生成区域与适用范围经
历了从文本到生活、从文学性到文化性、从艺术结构到社
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大转变。

“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
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具体表现为：伟大宏远的理想，即
满怀着再造一个“新中国”的强烈期许；九死不悔的信念，
即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面前初衷不改，壮心不已；舍生
取义的操守，即不惜牺牲生命来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大公无私的情怀，即在取与舍的问题上，先国家后个人、
先大局后家庭、先社会后情感；质朴简约的人格，即在行
事做人的问题上不空言，不务虚，坦荡如砥，勇于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分别指向建设什么
样的国家、创建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 无数
革命先驱上下求索，披肝沥胆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这一伟大宏远的人生理想始终
是“红色经典”传唱不衰的价值主调。 革命志士之所以怀
着执着的信念前赴后继地顽强奋斗， 就是为了铲除社会
的不合理现象，结束人压迫人的历史，追求社会的正义公
平，这一美好的社会愿景是“红色经典”全程展开的价值
脉络。 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革命英雄克制了一己之私情
别绪，投身于民族独立解放的大业，以国为家，以苦为乐，
躬行不辍，严以律己，目的就是消除差别，与民同乐。这一
朴素的人格与操守是“红色经典”浓墨重染的价值主体。
因此，“红色经典”并非一般的历史叙事文本，而是民族独
立解放的历史记忆。“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也不单纯具
有文学的审美意义，更具有了刻画民族表情、塑造民族人
格、展现民族精神图景的文化意义。

（作者分别系延安大学红色文艺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延安大学副校长、教授）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共产党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专论

“红色经典”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记忆，其价值元
素不单纯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更具有刻画民族表情、塑
造民族人格、展现民族精神图景的文化意义。

在全中国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
三天， 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 《为日
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宣言》，
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
北三省， “显明的目标显然是要掠
夺中国， 压迫中国革命， 使中国完
全变成它的殖民地”。 而后在中共
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中， 更加鲜明
地提出， “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
族的革命战争， 争取中国的独立统
一”， “工农武装起来， 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 从1933年开始， 成立
东北人民革命军， 后改组建为东北
抗日联军。 周保中、 李兆麟、 杨靖
宇、 赵尚志、 赵一曼、 八女投江等
抗日英雄， 都从这里走出来。

李兆麟将军亲手写下的 《露营
之歌》， 记录下他们在零下三四十
度的严寒之中， 露宿林海雪原的悲
壮情怀， “火烤胸前暖， 风吹背后
寒”。 杨靖宇将军在被包围多日后
血战到死， 敌人在解剖其尸体时，
竟然几乎没在胃肠中找到一粒粮
食， 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
他战斗到最后一息。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
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正是他
们， 在全中国最先举起了武装抗日
的旗帜， 最先举起了同法西斯血战
到底的正义旗帜， 而且斗争持续时
间最长， 条件最艰苦， 意志最坚强。

在1935年华北事变、 民族危机
加深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大、
清华青年学子， 积极参与一二·九学
生运动 ， 鲜明地喊出群众呼声 ：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12日， 爱国将领张
学良、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发动兵谏，
逮捕了蒋介石。 毛泽东、 周恩来等
人从民族大义出发， 促成了西安事
变和平解决， 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
作，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
了基础。

1937年7月8日， 发生卢沟桥事
变的第二天， 中国共产党迅即发出
通电， 鲜明指出， “只有全民族实
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出路”， “全中
国同胞、 政府与军队， 团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抵
抗日寇的侵掠”。 7月9日， 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领导
的国民政府， 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 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

国共合作， 停止内战， 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是改变中国命
运的关键一招。

培养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治学人才

中国共产党经过抗日战
争， 加上延安整风、 延安办
学， 以及抗日军政大学、 陕北
公学、 中央党校、 延安鲁艺等
红色大学的创办， 把中国共产
党办成一所大学校， 把延安办
成一所大学校， 形成一支骨干
队伍， 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
治军治学的现代创新型人才，
成为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
会中坚力量。

在那个时代， 延安的窑
洞、 宝塔山， 陕北公学、 抗日
军政大学的新型教育， 吸引了
多少知识青年、 热血青年， 成
为他们衷心向往的革命圣地。
许多人抛开城市舒适生活， 不
怕背井离乡， 翻过千山万水，
寻找革命真理， 寻找理想之
光。 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 创
新人才， 正是从这里走出来
的。 新中国建国之初， 评了十

位大将， 其中有六位在抗日军政
大学学习工作过， 他们是： 黄克
诚、 谭政、 王树声、 罗瑞卿、 许
光达、 张云逸。 青年一代的杰出
英才， 更是不计其数。

抗战刚刚胜利， 我们党就能
够迅速派出12万人的军事队伍、
干部队伍， 接管东北， 而后迅速
解放全国， 稳定经济， 恢复生
产， 就是明证。

对于抗日战争时代党的发展
与中国使命， 讲得最透底、 最到
位的， 莫过于两位历史巨人， 一
位是中国的邓小平， 另一位则是
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

对于抗日战争时代在党史上
的重要地位， 邓小平有一个一锤
定音式的理论概括： “经过抗日
战争时期， 党员从3万人发展到
120多万人， 军队也从3万人发
展到100万人， 解放区人口达一
亿多。 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
方针政策正确， 这是不可能的。”

说到抗日战争中国的历史作
用， 乃至在世界的历史地位， 美
国总统罗斯福的说法， 可谓画龙

点睛：
“假如没有中国， 假如中国

被打坍了， 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
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
来作战？ 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
洲， 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
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 他们
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
国配合起来， 举行一个大规模的
夹攻， 在近东会师， 把俄国完全
隔离起来， 吞并埃及， 斩断通向
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我们
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 而
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

抗日战争， 为什么不仅成为
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由败转胜的重
大转折， 而且成为整个中华民族
走向现代复兴的伟大转折？

这里的深层奥秘就在于， 正
是在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之中，
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从而为整
个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提供了顶天
立地、 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

（作者系北大哲学系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中心副主任）

■王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