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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胜

今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
131 周年。在历史伟人诞辰纪念日到来之际，深切
缅怀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时刻牢记伟大领袖为我
党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一个答
案，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创新理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坚持不忘初心、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
以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的新征程中行稳致远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前期历史上，毛泽东主席多次
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挽救了革命挽救
了党。在中国革命呈现曙光的时刻，于著名的“窑
洞对”郑重地给出了我党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
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
府”。这是确保我们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
味，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
核心的法宝。

1945 年 7 月 1 日，时值抗战胜利前夕，以中国
著名教育家、实业家、政治家之称，中国民主同盟主
要发起人的黄炎培为首的，包括冷遹、褚辅成、章伯
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
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抱着推动国共团结商谈
心绪，飞赴延安访问。

其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120多万党员，是领
导120余万人民军队的大党，且刚刚开完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正显蒸蒸日上之势。黄炎培等到达延
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自到到机
场迎接，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且请他们在延安随便
看，让他们有绝对的自由，想到哪里，自己去就行；
想找什么人谈，自己找就行，不安排人带路。黄炎
培等人也不客气，在延安也确实是随便走随便看随
便找人谈。他们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发自内
心的拥护和爱戴，深为延安人民热情高涨、延安地
区蓬勃向上的社会风气所感染。他们作为从国民
党和“陪都”重庆来的使者，自然把延安和重庆作了
对比，很自然而现实地认定将来必定是共产党得
天下。

黄炎培本是思虑久远之人，他在延安看得很仔
细，过得也很舒心，他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寄予厚望
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非常希望中国共产
党得天下后能长期坐天下。考察接近尾声、即将飞
回重庆之前，他们和周恩来、朱德等进行了会谈。

7 月 4 日下午，毛泽东主席邀请黄炎培到自己
住的窑洞里作客，于百忙中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会见
了黄炎培，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

见面后，毛主席问黄炎培：“任之先生，这几天
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炎培直接相答：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
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
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
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
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
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
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
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
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

‘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
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
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
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主席庄重地答
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
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
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
政息。”

听了毛主席的话，黄炎培也十分高兴地说：
“说的太对了，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
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
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
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先生因为对毛泽东主席的回答感触特
别深，回到重庆后写下《延安归来》一书。书中介
绍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也记述了他和毛泽东
主席的这次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内容的谈话。
当年8月，《延安归来》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国民
党当局得知便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发行，因此这本
书第一次只印了2万册。

毛泽东主席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这次在延安
窑洞关于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著名会
谈，被称为“窑洞对”，也有人称“延安对”。

毛主席的“窑洞对”，斩钉截铁、铿锵有力；毛
主席的“窑洞对”，源于实践、富有底气；毛主席的

“窑洞对”，坚持不懈、时刻牢记。
毛主席的“窑洞对”，是为我党成功跳出治乱

兴衰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在革命过
程中淬炼又经革命实践检验过的正确结论，更是
我们党坚定不移、始终坚持的法宝。

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发轫于中国共产
党在江西建立人民政权之时。遥想当年，我们党
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领导区域覆盖赣南闽西、
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担任主席。让人民监督政
府，就是毛主席当年的发明。毛主席深谙中国历
史，熟读马列经典。深知马克思主义“令之不行，
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的道理，更晓得列
宁说过“给我一个强大的人民监督制，我能把整个
党和国家中的官僚腐败翻转过来”的话。因此他
在任职之初就强调：“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
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在苏区，群众对苏维
埃政府事务有知情权、参与权、督促权。中央苏区
有公民权的任何人，都有权对任何干部直接提出
批评、建议、申诉、检举、控告。坚定信念、求真务
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无私奉献，就
是苏区精神的集中体现。

设立举报箱，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发
明。1932年9月，中央工农检察部刚颁布的《工农
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规定，各级工农检察部
都必须设立控告局，接受和处理普通群众对苏维
埃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
等不良作风的检举揭发控告，便有群众提出，“如
果被举报的是直接管我们的干部呢？如果是控告
局的人呢？怎么办？”没几天，苏维埃政府就发明
了举报箱（时称控告箱），当时的举报箱是木制的，
上边标示：苏维埃公民无论是谁都有权向控告局
控告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干
部群众用它检举揭发，仅瑞金县一个月就追缴贪
污款6000多元大洋。

我党在苏区血与火的洗礼中渡过一个个艰难
岁月，而实行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做法始
终没有丢弃，并且坚持将这一法宝带到延安。

在延安，我们党立足陕北并领导边区政府后，
又探索出了人民监督机制的新形式。

我们党实行政府领导直接接受群众批评制
度。其中有：政府领导人自背干粮，翻山越岭，步
行数十乃至上百里，到偏远山村直接听取群众批
评意见；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县长必须与群众面对
面共同检查政府工作、征求群众对政府和干部的
意见，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工作中出现重要
错误的县长，必须当面向群众作自我批评；对工作
干得不好、出了问题的干部，群众可直接批评；对
有问题的干部，经群众举报、上级查实，一律予以

严肃处理。
我们党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在艰苦卓绝的抗

日战争环境中，我党的边区各根据地，曾以投票、举手
等多种形式的普选，实行民主选举。为尊重陕北多数
不识字群众的选举权，同时达到对选举人的保密，还
采取“投豆”和“香点”方式选举。“投豆”亦称“豆选”，
即是：在每位被选举人身后放一大碗，选举人手握豆
粒，排队依次从备选人身后走过，往欲选者背后的大
碗里投入一豆子，最终以背后大碗里豆子多少确定当
选。“香点”也称“香选”，做法是：事先在不同颜色的选
票上写上不同的被选举人姓名，并当场告知各种颜色
选票对应的被选举人，选举人手持点燃香株，就依次
在自己欲选人的选票上烧一个洞，最后以烧洞多少确
定当选。如此多种方式确保选举公平公正，最大限度
体现民主民意。

我们党实行民主下的严治。1938年8月，我党颁
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引人注目
的第一条便是：“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
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1941 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
施政纲领》第八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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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就是实行如此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
主协商、民主选举、民主法治，才真正体现了我们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使我们党赢得了人
民群众的衷心拥戴，实现了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
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也正是毛泽东主席“窑洞
对”的十足的历史底气。

毛泽东主席的“窑洞对”，不仅有由来已久的党的
一系列民主行为、群众监督为基础，更为党的事业和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实际行动所证实。

正是由于我们党严格执行民主制度，坚持走群众
路线，虚心接受群众监督，才呈现出无论在任何艰难
困苦的背景下，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保持党的先进性。当年的延安，真正实现了“十个
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
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花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
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
难财。

1944年3月，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撰写了史学论述
《甲申三百年祭》，于3月19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
表，连载 4 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阅后，非常赞
赏这篇文章，认为此文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毛主席不仅让延安《解
放日报》全文转载，还把它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
要求全党干部阅读并引以为戒。1944 年 4 月 12 日，
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说道：“我党历史上
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
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
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
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主席在 1944 年 9 月 8 日作的《为人民服务》中
明确讲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
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之后，在
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强调：“全心全
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
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
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
们的出发点。”

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
年代、在饥寒交迫的恶劣环境里、在生死攸关考验的
特殊时刻，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守党制
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有官兵、所到之处，都一
样严守纪律、关爱群众，因而深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
护和爱戴，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子弟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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