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共七大轶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共七大轶事>>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2456

10位ISBN编号：7010072450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蓉

页数：307

字数：29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共七大轶事>>

内容概要

坐落在黄土高原、被千沟万壑所簇拥的延安，因为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总后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和示范区，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长期工作生活之地，早已蜚声海内外。
    历史在这里翻开过不同寻常的一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万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
历史是会说话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延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仍然向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述说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的许许多多的故事，述说着珍藏在人们的记忆里、镌刻在辉煌的史册上的七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一座团结、胜利
、不朽的里程碑。
为何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七大何时开始筹备？
为什么筹备的时间特别长？
七大的代表如何产生的？
各代表团如何组成的？
七大代表在大会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七大的选举是如何进行的？
有何经验？
七大总结了党的哪些历史经验？
七大作出了哪些历史贡献？
七大为何提出团结和胜利的方针？
七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
七大在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上，有何作用？
有何经验及教训？
七大与共产国际、联共（布）有何关系？
七大路线是如何得到贯彻执行的？
    上述问题，有的在过去的书中曾有提及，更多的则因为各种原因，语焉不详，特别是缺乏深入的、
具体、生动的细节。
所以，七大这样一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重要大会，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
事件之一，给人的印象比较单调、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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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筹备七大的漫长过程七大代表的产生七大代表到底是多少？
“小长征”路上的流血牺牲从冀南、山东出发朱德、刘少奇等回延安五湖四海聚延安同学、亲友喜重
逢参加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的收获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七大议程的调整和确定主动要求旁听七大共产
国际对中共七大的关注七大秘书长任弼时终于可以“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了！
七大的工作方针七大的团结、胜利气氛毛泽东与七大的政治报告生产力标准与发展资本主义朱德与《
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与七大党章确立全党的指导思想强烈的忧患意识愚公移山的故事最经典的表述
七大的保卫工作热烈认真的小组讨论民主的七大选举当选后的责任送给七大代表的纪念品七大期间的
文体活动七大的后勤供应双喜临门，好事成双七大代表中的夫妻俩姐妹俩一起出席七大一家出了三名
七大代表一个县出了17位七大代表电影《51号兵站》中男主角的原型没有参加七大的七大代表国民党
对中共七大的“研究”七大代表奔赴东北长眠在烈士陵园战友情深传达七大精神不完整的信息永远矗
立的丰碑后记附录：参考文献、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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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筹备七大的漫长过程　　七大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备？
通常的说法是1931年1月。
当时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作出了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
实际上，七大酝酿和筹备的时间还要更早些。
有当事人回忆，从1929年开始，中共中央就开始准备起草七大党纲。
因为1928年通过的中共六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所以1929年开始筹备七大也是可以
理解的。
　　陆定一在1928年3月召开的共青团五大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不久又被少共国际选为执行委员会委
员。
同年底，他赴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他回忆说：　　1929年7月，中共中央鉴于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准备在1930年内召开七大，写信给代
表团，指定在莫斯科的同志负责起草党纲。
党纲起草委员会由瞿秋白、张国焘、余茂松、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组成，以瞿秋白为书记。
邓中夏因为要回国，中央没有要他参加。
起草工作限3个月完成。
6个月送到国内。
苏联同志由谁参加，中央要代表团和国际东方部商定。
这封信辗转到年底中共代表团才收到。
瞿秋白的意见，中国方面参加的人应少一些，苏联同志多一些。
他提议由莫洛托夫、库西宁、米夫、沙发洛夫、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
邓中夏当时已暂不回国。
国际东方部的意见是暂定1930年七八月间仍然在莫斯科召开，请中共中央考虑决定。
这个时候代表团的处境已经很困难，这件事情也就没有认真进行。
　　从上可见，1929年启动的七大党纲的起草工作，是为1930年召开七大作准备。
近年来解密的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
　　1928年11月12日，具体承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事务使命的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在莫斯
科宣告成立。
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预先仔细研究与中国工作有关的材料，以便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经
常性的、定期的和系统的指导”。
其中包括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研究关于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以后
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共产国际下属的中国委员会将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并提交七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可见对中共
七大的重视。
虽然文件没有具体说明中共七大将于何时召开，但准备召开七大是没有疑义的。
由于各种原因，中共七大既没有能在1929年、也没有能在1930年召开，而是一直推迟到1945年才得以
召开。
但七大的筹备工作从未停止，时断时续地经历了17年。
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酝酿阶段（1929年到1937年12月前）。
　　这一阶段经历了8年多时间。
中共六大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六大确定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
仍是民主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继续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中国
革命出现了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1929年开始筹备，1930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召开七大的决议、进行过文件方面的准备。
其间党内有不同意见时，也有党员和干部提出要召开七大来解决问题。
1930年11月底，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支持下，赶写了以“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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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内容的《两条路线》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既反对负责当时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也反对三中全会后负责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危言
耸听地以“挽救党”的名义提出要召开党的七大，“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在七大召开之前，由
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改变政治局的成分，“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
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党内问题的报告，提出全会所面临的几项“不可迟缓的
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准备召开七大。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把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
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
决议案提出：要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做准备工作。
但当时的党中央急于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紧接着又
忙于指挥红军开展几次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斗争，战事连绵不断；更由于叛徒的破坏，环境更
加险恶，王明去了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其他各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进行战略转移，因此，七大
没有能够按照六届四中全会的设想召开。
　　在此期间，面对党内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也有同志提出过召开七大的要求。
原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李铁夫，痛感“左”倾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于1933年冬
至1934年春，连续在河北省委机关刊物《火线》上发表10多篇文章，提出党内的争论要在党的七大加
以解决，还提出纠正党内错误倾向的措施。
1933年12月，他在《关于目前整顿组织的几个意见》中建议：“在可能范围内召集七次大会或五中全
会（如果这些会议不可能的话，可召集临时扩大会议），根据各地的具体材料，彻底的检讨”。
李铁夫意见得到河北省委多数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
但临时中央却指示驻北方代表强行在河北党内开展反所谓“铁夫路线”的斗争，对李铁夫给予撤职等
处分，并改组河北省委，将省委内部的正确意见暂时压制下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被迫率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
所以，七大召开无从谈起，到莫斯科开七大的计划也没有实现。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结
束了“左”倾错误统治下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路线，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
地位。
此后，中共中央经历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领导了长征的胜利，并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
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在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也提出要通过召开七大来解决党内分歧。
1935年12月，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
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但是，召开七大的条件仍不具备。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分别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和苏区工作会议。
因为参加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毛泽东在会后又把这次会议称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却没有能够举行。
主要原因还是条件不具备。
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当由全国各地党组织选派代表参加，但当时党在全国的地方组织遭到十分严
重的破坏，要满足这个要求比较困难。
所以召开了对代表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代表会议。
　　第二阶段，初步筹备阶段（1937年12月到1938年8月）。
　　这一阶段，七大由初步酝酿开始付诸行动。
成立了七大准备委员会，讨论了大会代表的选举、日程等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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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企图独占和灭亡中国。
不甘心沦为亡国奴的中华民族在危急时刻为民族独立而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爆发。
根据对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基本指导路线。
为了保证这条路线的执行，1937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任务，强调
要使党“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5条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
　　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一行回到延安。
毛泽东对王明等人回国非常重视。
当时，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带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在新形势下
基本政策的全面建议。
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
月会议，讨论了党的工作，提出“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七大筹备由前期酝酿进入初步筹备的开始。
　　12月13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近期召开七
大，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组织和保障对日抗战的
最后胜利，同时总结六大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
会议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由25人组成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
毛泽东、王明、朱德、周恩来、项英、张闻天、张国焘、秦邦宪、康生、陈云、王稼祥、彭德怀、任
弼时、邓发、刘少奇、何克全、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曾山、张鼎丞、陈毅、杨靖宇、
高岗。
从上述成员看，基本上兼顾了方方面面，包括正在东北坚持抗日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政委兼第一军司
令员杨靖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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