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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刘少奇同志到华中 

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七十周年 

报告会上的讲话  

陈昊苏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理论家，第二任国家主席，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新四军的老政委

刘少奇同志深入华中敌后，打开华中抗日战争胜利局面的 70 周年，也

是他为全党所写的光辉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 70 周年。今天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的专题报告会，特别邀请刘少奇

研究院执行院长黄峥同志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同志来

给大家作报告，这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在此，请允许我代

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参加报告会的还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部门，刘少奇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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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徽、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的领导，我们也向他们的到来表示

热烈的欢迎。 

1938 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

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进一步巩固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

导地位，批判和纠正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决定

了我党的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发展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当时我党发展

革命全局的具体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

把长江局管辖的范围划分为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同志兼任中原局

书记。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党的工作，

这样，发展华中的重任就落在了刘少奇同志的肩上。他从 1939 年 1 月

从延安出发抵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到 1942 年 3 月离开新四军军部返

延安，前后只不过短短三年时间，但这一段他的革命斗争实践对新四

军的成长、发展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自己的雄韬伟略，

为华中抗日根据地以及党和军队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少奇同志从担任中原局书记开始，便积极谋划长江以北新四军发

展的方针策略。他迅速地多批次地从延安选调经过长征的，有经验的

干部到华中地区工作。这些干部带来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和战斗经验，

带来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延安的工作作风。这些干部后来大

多数成为新四军各师的骨干力量，在独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抗

日根据地的工作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少奇同志辗转豫、皖、苏三省，沿途利用一切机会召集会议，作

演讲报告，调整领导机构，协调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布置发

展和扩大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目的就是尽快地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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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从思想，行动，组织等方面全面贯彻落实下去。他率领中原局

机关在竹沟布置和指导了鄂豫边区的敌后武装斗争，为以后新四军第

五师的成长、发展和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率领中原局机关东

进至新兴集，总结和指导豫皖苏边区的敌后武装斗争，为以后新四军

第三师、第四师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此后他率领中原局

机关转战皖东、苏北各地，坚决地向敌后发展，扩大抗日武装，建立

苏皖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短短的

一年多的时间里，苏皖地区敌后抗战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

党在华中的工作取得了决定的胜利，打开了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

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了重创。在这一关键时刻，

少奇同志挺身而出，积极向中央提议：重建新四军军部。1941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我父亲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

治委员，少奇同志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的重任一肩挑，和陈毅

代军长一起迅速地完成了军部重建和部队整编的任务。同时他积极地

提出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及时地提出了加强军队建设、开展

群众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加强革命理论学习等方面的任务，对抗日

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军队和地方党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到了 1941 年底，部队和根据地便有了极大的发展。新四军的七个师主

力部队已超过十万余人。 

少奇同志在华中工作期间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新四军和抗日

民主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在党的建设和思想理论建

设上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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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从延安动身时他就在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他一

路写，一路讲，一路倾听意见，一路修改，直到 1939 年 7 月他给延安

马列主义学员作了演讲。他的报告在党政军各方面人员中反响很好，

震动很大，成为各根据地和军队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少奇同志的这篇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名著，对加强各边区和军队党员

的思想建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论

党内斗争》等报告，都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上解决了关于党内

斗争的重大问题，成为党员学习的必读课本。 

少奇同志的这些著作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宝库。不仅

仅是在抗战时期，就是在后来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对我们的党的思

想理论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召开纪念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会，主要目的就是缅怀少奇

同志和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勋，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学习他们理论修养和实践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继承老一辈

的优秀品质达到我们自身的提高和进步，面对我们当前的社会现实，

争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多做工作，多做贡献，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更大胜利， 

当年老一辈革命家投身伟大革命实践的时候，年纪比我们现在第

二代都小，大体和第三代相仿，二三十岁左右。那时的条件比现在要

差得多，外有强寇入侵、内有反共势力的嚣张，在革命新区的人民群

众对党和新四军又缺乏认识，一时还形成不了强有力的革命后援力量，

少奇同志凭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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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智慧，深入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生活

中去，大胆创新，大胆实践，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使我们的部队在敌

后站稳了脚跟、创立了根据地，发展成千上万的武装力量，开辟了抗

日民主根据地，我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创造活力，表现在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以及理论等诸多方面，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革命力量

的大发展、大成长、大胜利，才有了后来新中国的辉煌诞生。从少奇

同志到华中已经过了七十年、新中国诞生已经过了六十年，实行第二

次革命即改革开放过了三十年。历史在前进，中国革命在发展，面对

的任务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没有改变，那就是

听取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潮流、进行大胆的创新，打开发展的局

面，争取光荣的成就。应该这样说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在全党同志

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之下，勇敢地面对创新的使命，成功地写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历史，而少奇同志七十年前的光荣实践就

是创造了这部胜利历史上的最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永远值得我们纪

念缅怀，永远激励我们继续前进。 

借着今天纪念少奇同志报告会的机会，我们宣布将要启动《沿着

伟人的足迹前进》的活动，就是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名义组织寻访

宣讲团，沿着少奇同志七十年前走过的革命征途，去寻访他领导抗日

战争的光辉足迹； 学习他一贯忠诚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无产

阶级革命事业，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宣传他在新四军工作时期对军

队、根据地和党的建设所作出的丰功伟绩；继承他一生为祖国、为民

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要说明的是，我们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有关同

志非常热心地提出参加寻访宣讲活动创意，做了许多工作，为活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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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周密安排并且得到河南、安徽、江苏新四军研究会以及中央党史文

献部门特别是刘少奇研究院的热情支持，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请大

家关注并支持这个活动的顺利进行，届时分享活动成功的快乐。 

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七十年了，然而，无论是参加过抗日战争

的老同志，还是没有参加过的下一代，都把这决定中国命运最终导致

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伟大斗争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的父辈义无反顾地投身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其中有些在六十年

前就光荣牺牲了，有些在以后六十年间先后故去，还有很多老同志、

老战士经历了七十年的风云考验而依然健在，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

亡关头的时候，他们投身烈火硝烟，冲上抗日的第一线，为战胜侵略

者，不屈不挠，英勇奋斗。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国家的功臣，人民的

英雄，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我们这些后来人为有他们而自豪，以他

为学习榜样，永远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怀着和他们一样

的壮志豪情，投身于新世纪中华民族振兴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我

最后要说一句话是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

大旗帜，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完成我们中华

民族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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