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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政治生态与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最终确立

杨  宁, 刘晓明
(南京政治学院 政治理论一系, 江苏南京 210003)

  摘要: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最终确立执政地位的重要时期和关键阶段, 解放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

政治生态的变化演进, 充分证明了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0 这一科学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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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

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战后的政治走向, /是建立

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呢, 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国家? 01121130
中国历史的发展又站在了一

个新的十字路口。

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 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由局部范围执政转向全国范围执政,

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

社会过渡的时期。人民解放战争之于中国及中国共

产党的意义, 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

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 还在于它预示了人民当家做

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

地位的最终确立。本文旨在通过对解放战争这一特

殊历史时期政治生态变化的推演, 进一步加深对

/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 0 这

一科学论断的理解和把握。

一

恩格斯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

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

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

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由此就产生出一

个合力, 即历史结果, 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

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

的产物。0122697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历史发展的

最终决定力量, 因此, /历史结果 0 最终表现为人

民的意志和人民的选择。从现代政治生态学的角度

来看, 人民的选择不单意味着人民对一定政治系统

的认同、服从和参与, 意味着人民 /对统治权利的

承认 013212
, 而且意味着政治系统具有了 /使人们产

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

的能力 014255
。然而,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 却

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被人们普遍承认的统治权利, 其

深层原因在于: 无论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还是共产

党领导的解放区, 实行的各项制度都具有突出的战

时特征, 使民众产生和坚持现存制度是社会的最适

宜制度之信仰能力的政治系统并不存在。

事实上, 抗战结束后, 国内政治生态已经发生

了深刻变化: 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状况已远非战前

和战时堪比, 共产党和国民党已成为决定中国命运

的两大政党。一方面, 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在国

内外获得了一定的声望, 甚至有论者认为 / 那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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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是国民党政权黄金时期的顶峰 015213
。在国内,

国统区得到了空前的统一, 国民党手握军队四百多

万, 坐拥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资源; 在国际上, 国

民党中国享有世界五强之名, 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

国之一。而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

生活中的地位也远超昔日, 共产党 /在国内政治生

活中所处的地位, 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

了, 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

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 现在也只好承认

了 01121158
。 /抗日战争胜利时, 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

一百二十多万党员的大党, 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

近一百万平方公里, 人口近一亿人, 人民军队发展

到一百二十余万人, 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国

民党统治区内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

量有很大增强, 并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中国

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 同抗

战初期大不相同了 0162203
。因此, 抗战结束后中国社

会政治生态的现实状况表明: 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

变化, 已经决定了国民党政府想单方面垄断抗日战

争胜利果实的企图难以实现; 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力量, 经过艰苦的斗争虽然也得到一部分抗战胜利

果实, /但还不可能使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成为人民

的胜利 0162204
。

抗日战争后的国内政治生态, 决定了国共两党

任何一方都无力单独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主宰,

国共两党也没有任何一方有资格以单独领导抗战胜

利的功劳, 把党派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 /当

国家前途处于重新选择, 占有主要权力资源的政治

集团在实力上难分伯仲之际, 在社会底层就会形成

自发性的政治参与浪潮。被战争所动员起来的社会

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在战后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

政见, 干预国事 0172582
。胡绳认为, 在国共两党之间

存在着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 /中间势力 0。 /就阶

级属性说他们是革命的, 就具体的人说, 他们当中

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可以跟共产党走,

也可以跟国民党走 01524
, 建立联合政府已成为各种

中间势力共同的政治要求和目标。事实上, 早在抗

战结束前的 1944年, 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

主政治和建立联合政府已成为人们的共同愿景。作

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 中国民主同盟则在 1944年

10月 10日发表了 5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 6,

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各党派联合政

府, 实行民主政治。同盟国的胜利也使战后国际社

会出现了持续高涨的民主浪潮, 杜鲁门和斯大林都

不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分裂的中国, 一致期待能够产

生一个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 美苏通过各种方式向

中国传达了这一信息。可以说, 这一时期, 国共双

方 /都感到了一定的压力。从战场转移到政治舞台

的某种联合可以不过分损伤实力而补偿弱点, 这至

少是可以想象的。就是由于这种动摇而含糊的理由,

在中国, 和平的希望才在熄灭前短暂地闪烁过 018215
。

在这种特定的国内国际政治背景下, 抗日战争结束

后的特殊政治生态, 使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

张与争取和平建国的愿望触手可及。

二

1945年 4月至 6月间, 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召

开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 两党都在为抗战胜利后

的政治进程进行规划, 都在准备迎接抗战胜利后的

新任务。 /一九四五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

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

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 ,,那次代表大会,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1921- 2
。

如果说一定的政治生态会影响政治主体的活动, 那

么政治主体的活动同样也对政治生态起着改造作用。

一定意义上, 任何社会政治进程的发展都是在二者

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事实上, 抗战结束后, 国共

两党作为占有中国主要政治资源的两大政治集团,

其活动影响并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进程。

抗战结束后, 争取通过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

中国, 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 加快发展中

国的民族经济, 已经成为战后中国人民从社会各民

主政团、党派和上层民主人士, 到一般劳苦大众的

普遍愿望。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苦

难, 让人民无论是从感性上还是理性上都希望立刻

结束长期以来的战乱而无法接受继续战争。避免内

战、争取和平, 成为考量国共两党人心向背的一项

根本指标。对比国民党六大和共产党七大, 国民党

把消灭共产党作为完成战后建国任务的条件, 1945

年 5月, 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毫无顾忌地提出:

/今天的中心工作, 在于消灭共产党! 日本是我们国

外的敌人, 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只有消灭中共,

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01102158
。而共产党则再次提出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0 的口

号。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

5两个中国之命运 6 和政治报告 5论联合政府 6, 鲜

明地反映出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的清

醒估计, 集中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和利益。

两相比较, 谁的主张更符合公道人心, 一目了然。

卢梭曾经说过, 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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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主人, 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 把服从

转化为义务
111212
。所谓民意难违就是这个道理。部

分地也是基于这一原因, 加之国际因素和军事准备

等诸多方面的考虑, 蒋介石当时对冒天下之大不韪,

立刻发动内战也还是有所顾忌的。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政治生态作为一个系统,

从来就不可能孤立地独自存在, 它必然受到诸如军

事、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政治生态的视角

来看, 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

军事上的强势不能必然地带来政治上的优势。事实

上, 当时国民党不仅在政治上有所顾忌, 即使在军

事上, 由于其精锐部队在抗战期间大多部署于西南

和西北地区, 要迅速开赴华北和华东也有很大的难

度, 东北更是鞭长莫及, 一时还难以立刻发动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开始上演了一出以和谈为幌

子, 以 /假和平、真内战 0 为目的的政治秀。蒋介

石向延安连续发出三次电报, 主动邀请毛泽东去重

庆共商团结建国大计。蒋介石打算通过 /和谈 0 政

治烟幕的掩饰和拖延, 加紧内战部署, 又企图通过

这样的政治伎俩, 把将来内战的责任全部推到共产

党身上。由于抱着 /假和平、真内战 0 的目的, 决

定了国民党的政治秀无疑是自欺欺人, 因为其和平

的承诺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通过发动内战的

手段达到独裁统治才是蒋介石的真正目的。

重庆谈判固然为国民党的内战部署争得了时间,

但同时也使全国人民进一步看清楚了国民党的真实

面目。 /在 1945- 1946年的和谈期间, 共产党人在

赢得舆论的对比方面, 已获得成功。人们普遍相信,

共产党人是诚心诚意的, 例如在 1946年 1月召开的

政治协商会议上, 当时他们为了避免全面战争, 同

意作出几项妥协。而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数

星期后单方面撕毁了几项政协协定时, 政府便在这

场较量中失去了信任 01122853
。

与国民党 /假和平、真内战 0 的做法相反, 中

国共产党不仅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 而且已

经做好了争取和平的准备。 1945年 8月 25日晚, 中

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和

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共商团结建国大计。根据中

共中央的决定, 28日, 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

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泽

东亲赴重庆, 不仅击破了国民党鼓吹共产党不要和

平、不要团结的谣言, 也使更多的人进一步认清了

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粉碎了国民党推

卸内战责任的阴谋。两相对比, 国民党上演的这出

丑陋的政治秀固然为他们发动内战骗得了一点时间,

但也为之付出了失去民心的惨重代价。

三

抗日战争结束后, 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 军事

实力明显占优, 但在政治上却并无优势可言, 特别

是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使其逐渐失去了民心,

成为在政治上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其在抗日战争中

所积累的政治资本也渐渐丧失殆尽。 1946年国民党

在占领华北解放区重要城市张家口之后, 于 11月 15

日拉拢两个小党派青年党和民社党以及部分社会名

流, 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 制定 5中华民国宪法 6,

开始转入所谓 /宪政 0 体制。颇有讽刺意味的是,

国民党绞尽脑汁使出的这一招其实是搬起石头砸了

自己的脚, 恰恰使它丧失了执政的政治基础。 1946

年 1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政协决议规定: 必须在

全面停战的前提下, 由各党派联合改组政府, 随后

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主持召开举国一致的国民大会,

通过宪法, 实施宪政。这是当时反对党反复强调和

坚持的政协程序。然而, 国民党撇开反对党, 坚持

由其未改组过的国民党一党政府单独召开国大, 违

背了政协决议。政协决议虽非法律文件, 但在民众

心目中却具有比法更大的权威性。因此, 正如毛泽

东所指出的: /以孤立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为目标而

召开的蒋介石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及其所制造

的伪宪法, 在人民面前没有任何威信。它们没有使

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陷于孤立, 反而使蒋介石反动

统治集团自己孤立起来 01121214
。可以说, 国民党当局

就在这一系列拙劣的政治表演中慢慢自毁执政资源。

然而, 此时的国民党依然没有看清自身在政治

上的弱点, 反而以为仰仗其所拥有的远远大于中共

的军事力量, 就可以一意孤行, 为所欲为。按照

/双十协定0 协议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原本给了国

民党以可以缓和、甚至挽救政治败局的最后机会,

但国民党挑起的全面内战, 很快就让其在政治上的

失败成为定局。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几项协议有利于和平建国,

因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激起了民众对

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共同期望。特别是由

于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 因此它也成

为衡量国共两党执政基础的重要参照。国民党在美

国的支持下积极筹划部署内战的行为越来越让人们

对其失望, 而其对争取和平人士的暴力政策也让这

些中间力量同它愈走愈远。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

政, 不能承受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其结果必然是招

致民心与它渐行渐远、反与共产党日益靠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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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6年 6月份的一件小事就充分昭示了这样的趋

势。彼时, 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包括民主促进会、

民主建国会、宗教界等社会团体知名人士的请愿团,

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当请愿团到达南京

下关车站时, 竟遭国民党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攻

长达 5个小时, 团长马叙伦和多名代表身受重伤。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亲自赶赴医院慰问, 马叙伦表示

/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0。显然, 此时

国民党当局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民盟亦改变其

在国共之间所保持的 /不偏不倚的态度 0。到 1948

年, 民盟与其他一些民主党派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

迫害下, 流亡到香港恢复组织, 发表声明, 公开宣

布与国民党决裂, 放弃 /中间路线 0, 转而支持中共

的武装革命。这正如许纪霖先生所概括的: / 1947

年 7月, 国民政府发布 5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 6,

与共产党正式决裂。战后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和平努

力彻底失败了。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在军事上胜负未

明, 但在两年的政治较量中, 国民党已打了一个大

败仗。这就注定了其 1949年的命运归宿 0172586
。

然而, 政治上的失败尚不足以使国民党马上垮

台, 同样, 政治上的胜利也无法使共产党立刻实现

由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内执政的跨越。 /毛所争取的

是人民的支持, 蒋所重视的以军队为主 01132727
, 国民

党强大的军事力量始终是其敢于一再违背民意的资

本。进而言之, 国民党当时不仅错误地估计了自己

的军事实力, 而且无法意识到政治优势是军事优势

/倍增器 0 的道理。蒋介石甚至声称, 他倚仗国民党

的军事优势, 如果配合得法, 运用灵活, 就一定能

速战速决。事实上, /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 只是

暂时的现象, 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 美国帝国主

义的援助, 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 蒋介石战争

的反人民的性质, 人心的向背, 则是经常起作用的

因素; 而在这方面, 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 01121246
。

战事的发展进程完全打破了国民党的如意算盘, 到

1947年,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结束了战略防御

阶段, 6月 30日夜, 刘邓大军十二万人以出人意料

的突然行动, 一举突破黄河天险, 揭开了人民解放

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共产党 /打倒蒋介石, 解

放全中国 0 的口号中, 解放战争于 1948年秋进入夺

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携三大战役胜利之勇,

1949年 4月 23日, 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

心南京, 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四

/三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

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

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

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 从那时起, 为了反对内

外敌人,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

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这是新中国开国

之初, 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民族

独立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之一,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

立党之初及其以后的奋斗过程中, 都面临着争取与

实现民族解放的要求和压力。孙中山先生曾说过,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 一则中国民族

自求解放; 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0 前者目

的 /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 0, 后者要求

/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 01142525
。上述两方面

的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亦然。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

确立的历史必然性是和其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责

任与担当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问题上, 即使是西

方学者也认同这个基本论断。美国学者汤森在其著

作 5中国政治 6 中就曾说过,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期

间所争得的源于民族主义的合法性, 对于走向胜利、

吸引大众支持和让反对势力保持中立, 都是必不可

少的
115212
。

/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 -推动力 . , 作为一种

整合的主题, 它以国家振兴的观念将各种目标联合

在一起。它最明确的表述可以说是要求国家独立,

不受外国的影响和控制 0117234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

是一个极其重大而且敏感的问题。驱逐西方势力,

收回主权是全民的愿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民族

问题是中国近代以来鉴别和检验一切政治势力和党

派的试金石。能否在民族解放和独立问题上有所作

为, 成为人们评价中国各政党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

标准, 直接影响着中国政治生态的走向。尽管战后

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 一直被外国欺凌

的中国具有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但战后中国的大国

地位其实是虚幻的, 并不真实。美国背着中国与苏

联秘密签订的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 5雅尔塔协议 6,

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在当时也不过

是一个空头衔。当时国民党政权所推行的对外政策

实质上是投靠列强, 这在本质上损害了民族根本利

益。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 为了打内战, 国民党一

心投靠美国, 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 更是不得民心。

正如毛泽东强调指出的: /蒋介石发动的战争, 是一

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

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 01121245
。

解放战争期间, 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外交条件,

国民党当局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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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协定。凭借在中国取得的特权,

美国商品在中国形成独占地位, 在全部外国在华资

本中美国就占到 80%以上。这给中国民族经济带来

了毁灭性打击, 可以说, 国统区已 /形同美国的殖

民地 0。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纵容, 美军在中国到处横

行, 更激起了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

民的极大民族愤怒。在这种背景下, 国统区掀起了

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以 /抗暴运动 0 为标志,

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

间的斗争, 逐步形成了配合解放战争进程的第二条

战线。与国民党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相反, 毛泽东

提出的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0 的著名论断, 鲜

明地表达了共产党的民族立场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信

心与决心。发生在解放战争中的一件小事生动地反

映了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正义立场。 1949年 4月

20日、 21日, 当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的时候,

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英国 /紫石英 0 号等 4艘军舰

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 企图妨碍解放军渡江,

中英双方遂发生激烈炮战, /紫石英 0 号被人民解放

军击伤停搁在镇江江面, 其余三艘英舰逃走。事后,

英国政府竟然宣称: /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

使 0, 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航空母舰到中国

海上 /实行武力报复 0。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立刻发

表声明, 严正指出: /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国人民必

须保卫, 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0。这个声明,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立

场, 使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民感到

扬眉吐气。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

凡是中华儿女, 不管穿什么服装, 不管是什么立场,

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019260
。伴随着新中国的

建立,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随之烟消云散。

唯物史观认为, 社会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

而历史的必然性只能在人们的自觉活动中。中国共

产党人在自己的自觉行动中, 牢牢把握住了历史发

展的规律, 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把握客观规律性的

统一中, 实现了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性转

变。这种结果既非机遇垂青, 更非偶然侥幸, 而是

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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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cology in theW ar of L iberation and

the F inalE stablishm ent of CPC 's Position to Rule

Yang N ing, L iu X iaom ing

Abstract: TheWar o fL iberation is a crucia l period that actually established the COC s' position to rule the coun-

try. The changes and deve lopment of the po lit ica l eco logy of this special period fully proved the sc ientific asser-

tion tha t / the Ch 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 choice by h istory and a cho ice by the peop le0.
Key words: theW ar o fL iberation; the Ch 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osition to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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