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热点

2022年第15期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对

群众工作的一次重要探索，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群众工作。事实证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群众

工作是成功的，不但取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戴，使苏区的党

群干群关系日益亲密，确保苏区革命的顺利进行，还彰显出中

国共产党能够在苏区实现局部执政的显著优势，苏区时期的群

众路线亦有效实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

统一。

一、中央苏区时期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

（一）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传承

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它颠覆了以往的传统观

念，推翻了英雄史观，把广大受压迫的工人定义为历史主体，

强调了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和无穷力量。中央苏区时期，毛泽

东深刻总结了国民大革命惨痛的经验教训，将马克思群众史观

植根于红色土壤之中，充分意识到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体在

革命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苏区群众路线的

逻辑起点，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衍化成

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结构清晰的理论框架。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俄国的十月革

命的胜利，正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广大的人民

群众参与创造的结果。“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认为，人民

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毛泽东同志也坚定

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

泽东同志领导红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真切的感受到，

团结起广大无产阶级和农民、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符

合中国国情的群众路线开始形成。正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把握，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

中紧紧依靠群众，为今后革命的不断胜利奠定深厚的群众

基础。

没

（二）理论渊源：中国古代”民本”观念的熏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党群众路线形成发展的

理论渊源。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中贯穿于文明历程

中，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抓住了马克思主

义群众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共通之处，在吸收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的同时，不断批判与继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为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群众路线理论提供了方向指引和

理论支撑

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

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国情，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更加需要各行

各业人士的共同拯救，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坚持思想动员，帮

助广大工农群众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使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推动历史的变革，只有这样，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借助

最有力的群众力量实现革命胜利和历史使命。

。

一方面，传统“重民”、“贵民”思想体现民众的历史地位

和重要作用。早在西周时期，“民本”思想就已经开始萌芽，

民众是国家的根基，《书经集传》中便曾记载，“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 。伴随朝代的兴衰更替，新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

的稳定，在建设新的社会秩序时，在一定程度上会汲取前朝的

经验教训，颁布一些惠民、利民的政策。哲学思想家们也逐渐

认识到民众在历史发展及政权更替中的重要作用，纷纷提出爱

民、重民等一系列民本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即儒家孔子的

“仁爱”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民为水君为舟”

论及墨子的“兼相爱”，这些观点无一不强调君民之间的重要

羁绊，警醒着统治者们要体察民情，爱惜百姓。而中国共产党

的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

了古代的“民本”，毛泽东同志也不断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

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

另一方面，古代民本思想也强调得民心，顺民意，安民

愿，为民众的生存谋取利益。先秦时期便有“损上益下，民说

论中央苏区时期群众路线的三重逻辑
乔楠心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224）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着湘赣边界群众，从大革命失败的残局中挣脱，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率先将群众路线运用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与斗争中，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思想。其中，马克思主义群

众史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及宗旨为民的思想构成了中央苏区时期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巩固共产党政权，人民的

历史地位、脱离群众的历史教训是其历史逻辑；从其实践逻辑来看，主要以完善党内组织建设、切实满足群众需要及依

靠群众扩大武装力量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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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的观点，一代代士大夫们都会向统治者谏言，要轻敛薄

赋，发展生产。汉代司马迁明确提出，反对与民争利，为统治

者须为民创造富足生活。基于古代朴质的为民思想的影响，中

国共产党在探索群众路线中也意识到尊重民意，顺从民心的重

要，为群众谋利益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

成为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原则和依据。

二、中央苏区时期群众路线的历史逻辑

（一）历史轴心：依靠群众巩固政权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

白色革命的恐怖阴影下，共产党人举步维艰，积贫积弱，毛泽

东以敏锐的洞察力。将军队转移到了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的农

村地区，之后，毛泽东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频繁地深入农

村开展调查研究。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领导开展了群众政权民

主化建设的一系列工作，为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和实现群众政治

权益扫清障碍，扎实推进了共产党的苏区政权的确立与巩固。

工农武装割据提出之后，毛泽东不断加强红军自身建设，扎根

湘赣边界，努力团结广大的湘赣边界人民，在政治军事上都取

得了重要的胜利，革命力量日益壮大起来，在人民群众的支持

之下，创建了根据地，找到了胜利的道路。

离开井网山革命根据地后，中央红军失去了原来的地理优

势，加上当时红军的军事势力相对较弱，因此，红军要打仗，

要生存，要维护这个弱小的政权，就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战术，

更要找到革命的坚实依靠。在中共红四军九大会议上，毛泽东

分析红军的战术是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随

着国民党对红军“围剿”的一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游

击战的实践中，反思与改进群众工作，将动员群众，革命与建

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游记战术，依靠群众的力量巩

固共产党政权的稳定。

（二）历史指引：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

近代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拯

救危亡的中国，中国一批能人志士先后尝试了多条道路，农民

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封建大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资产

阶级推动的百日维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等，最终都以失

败告终。于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无产阶级革

命胜利的俄国，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同中国具体国情相

结合，找到了一条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两党达成正式合作，北伐

战争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之所以能有如此庞大的

规模就在于这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革命运动。“四

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突发，使全国陷入到恐怖肃杀

的氛围中。原本三个阶级组成的革命同盟，分崩离析，中国共

产党只能够团结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土地革命时期，中国

共产党带领根据地农民 “打土豪、分田地”，使其在政治上和

经济上翻了身，摆脱了被剥削的悲惨局面，大大地激发了农民

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拥党拥军、参军支军，形成了党和红军

的铜墙铁壁。

（三）历史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便提出了群众观点，但由于当时主

要任务是发展壮大党组织，还不具备探索群众路线的条件。随

后，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

参与者和合作者，逐渐认识到依靠群众、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

性，但对于“群众路线”这一概念仍没有明确总结与阐释。大

革命失败后，中央红军遭到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得不

到充足的物资和兵力补充，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三大武

装起义均遭受到重大挫折。这一时期的惨重教训，使得中国共

产党开始认识到武装暴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极

端重要性。

这一系列的过失行动和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中国共产

党真正认识到必须掌握正确的“群众路线”，并逐步寻求革命

力量和有利的同盟军，使得中共政权得以存在、发展、壮大。

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

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之后的斗争中，中国共产

党开始改变以往的激进政策，将工作重点转向争取农村地区的

广大群众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中，

便对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与总结。然而，对于大

革命中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批判，却又加速了党

“左”倾思想的蔓延，以激进的方式推动农村土地革命运动。

主张在农村“没收一切土地”，实行“土地国有”，甚至提出了

“杀戮豪绅”，“歼灭地主豪绅及一切反革命派”，“极端严厉绝

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等口号。 这一不顾农村具体情

况所实施的“群众路线”不仅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反而因盲

目组织群众发动暴动而使党在这些地方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统

治根基。

。

三、中央苏区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践逻辑

（一）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严抓苏区干部作风

1931年，中央苏区全面展开党的组织建设，进一步建立和

完善中共在地方和军队中的各级组织，以乡建立党支部,以村

建立小组。随着各级组织的普遍建立,党员数量也快速增长。

江西省1932年的党员数量,即由 3 月的 23000 人,发展到秋冬

的 60000 人,到 1933 年秋,党员数量已达 97451 人。福建省

也由 1932 年 3 月的 6800 人,到 1933 年夏发展到约 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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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党支部和基层组织在中央苏区区域内广泛建立,中国共产

党成为中央苏区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坚决严惩贪污腐败，将反腐倡廉运

动作为打击官僚主义和不正作风的有力武器，建立起了廉政清

明的党群关系，这成为苏区群众路线实践的又一突出特点；同

时，毛泽东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端正作风问题，以此来维护苏

区干群关系和谐。毛泽东不仅在全党范围内发起号召，他自身

更是以此为纲，与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率先以身垂范，身体力

行，做出表率。毛泽东带领红军挖“红井”解决群众吃水难；

朱德帮助农民插秧稻草等事迹被流传至今。

为了应对艰苦的革命形势，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党员干部

“艰苦奋斗、廉洁自律”争创真正第一等的优质工作。从主席

毛泽东开始，大部分苏维埃工作人员一律没有薪饷，只有少量

伙食尾子；为了给政府节约，度过难关，许多本地干部，还主

动推掉公家的伙食费用，粮食都从自家带来，自带干粮去办

公。“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美名从此广为流传，共产党员的干

部作风在日常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过程中不断闪耀着光芒。

（二）注重调查研究，切实满足群众需要

毛泽东一直反复强调实事求是，坚持调查研究，从实践中

掌握真实的情况，成为科学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他反对本本

主义，强调革命同志要了解实际情况，反对凭空捏造。毛泽东

在这一时期开展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开展土地运动，制定斗争

策略，发动人民群众有着重要作用。他在这一实践的过程中，

逐渐总结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后来成为

党从事群众工作，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必须坚持的重要

原则。

中央苏区时期，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在实地调研中，毛

泽东仍然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十分关心，多次要求党员干部

要注意经济工作，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党员干部必须以

身作则，坚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始终将“为民”这一主题

贯穿于革命实践中，正是如此，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党能够

与群众心手合一，坚持斗争。

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期盼，毛泽东发动群众打土

豪，分田地，让农民直接获得安身立命之本。在这一时期内，

毛泽东根据分田情况作了著名的永新调查，制定了分田条例，

同时将土地运动在苏区大力推广开来。毛泽东指派一部分党员

干部下基层指导和发动群众，为了更好的指导土地改革，毛泽

东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修定了《兴国土地法》，强调

要按人口平分土地，让“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景照进现实。

（三）坚持依靠群众，扩大红军武装力量

第一，开展群众动员活动，鼓励生产，推动经济建设，支

援前线。一方面，广大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不仅提高了其

发展农业的积极性，更争取到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军，奔赴前

线，保卫现有根据地的革命成果。另一方面，临时中央政府及

各级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和领导了苏区的经济节省运动，这一运

动从国家党政机关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广泛性的群众运动。此

外，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的财政困难，临时中央政府还发行公

债，这些公债主要用于发展合作社及对外贸易等，同时还准许

群众以粮食或金钱自由交付，因此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踊跃购

买，不仅超额完成任务，更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第二，开展扩红运动，壮大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苏区时

期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加入中国红军以

壮大革命力量，各级政府积极贯彻拥军优属政策，并颁布了

《红军抚恤条例》，为红军战士们解决后顾之忧。这极大地鼓舞

了广大劳苦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中央苏区到处可见父送子、妻

送郎、兄弟争参军的感人景象。通过扩红动员，红军迅速得以

扩大，武装上阵的新兵达到了10万人以上。这对中央苏区取

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及第五次“反围剿”的防御部署起

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苏区政府针对广大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问题、生活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吸收红色土地上的新鲜血液，保持中国红军高昂

的斗争意识。事实证明，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建立真正的铜墙

铁壁，才能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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