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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介绍

方明东

　　《共产党人》月刊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理论刊

物。1939年 10月 20日创刊, 1941年 8月 20日终刊,共出 19期。

该刊设有论著、专载、支部通讯、乡村通讯、学习通讯等栏目,刊登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党的建设和其他工作的重要指示和

决定, 以及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关于党的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关

于党内学习中的各种问题等的论文或通讯等 180余篇。中共中央

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洛甫(张闻天)、王稼祥、朱德、董必武、

陈云、李富春、罗迈(李维汉)等都曾为之撰文。

　　《共产党人》创刊之际, 毛泽东为它写了著名的《发刊词》(即

《〈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的

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规模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

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中国共产党”。并说:为了中国革

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我们现在也正在建设这样

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这个伟大的工程

也正在创作之中。为了这件事, 不是一般的党报所能胜利任的,必

须有专门的党报, 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这里毛泽东明确

地说明了《共产党人》的办刊目的和办刊方针。从创办之时起,《共

产党人》就是不同于一般党报的专门研究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的特别刊物, 它在抗战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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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 5月,人民出版社将《共产党人》分两集影印再版, 第

一至九期为第一集,第十至十九期为第二集,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一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它的自

身建设和各项工作,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臻于成熟和完善。

　　在 1941年 5月延安整风开始准备之前,共产党的建设可分为

两个阶段:从抗战全面爆发到 1938年 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

全会召开,是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时期,党的建设的中心工作

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 1938年 3月 15日发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

员的决定》。经过一年多的发展, 中共党组织迅速扩大,党员人数不

断增加,使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员教育成为中共的迫切任务。这

样,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建设的中心任务逐渐转移到巩固

党的工作。1939年 8月 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巩固

党的决定》,党的各项建设进入全面深入开展时期。为完成这项重

要任务,《共产党人》创刊出版。

　　《共产党人》把传达和宣传中共关于党的建设的决定和指示作

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刊登了大量的中共中央文件,从而使这些

文件得以保留下来。在它刊载的文件中,主要可分两类: 一类是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系列重要决定和指示;另一类是关于中共

各项工作的指示。

　　关于党的建设。《共产党人》在创刊号上首先即全文登出中共

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指示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一般应停

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

任务, 中共建设的具体工作应转向审查党员, 加强党员教育、干部

教育、保卫工作、党的秘密工作, 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等

方面来。为贯彻此决定,围绕以上工作,中共中央又先后颁布了相

应的决定和指示。这些文件大量地在《共产党人》上刊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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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关于干部教育,有《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

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教

育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教育部关于加强党内

策略教育的一些具体决定》等。这些文件具体地规定了干部教育的

方法、目的和要求。关于干部审查,有《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

的指示》和《中央组织部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关于党的

组织,有《扩大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

的决定》和《扩大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

纪律的决定》等。

　　1941年 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 中共中

央又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使中共建设工作向深度发展。《共产党人》刊载了这两个决定。

　　在加强党的组织、思想建设的同时,中共加强了知识分子、少

数民族和宣传鼓动工作,并作出了相应的指示。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共产党人》刊有《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

的决定》和《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和文化团体的指

示》。前一个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大量

吸收知识分子》) ,他总结了中共在知识分子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教

训,论述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指出“没有

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并规定了中共对待知

识分子的方针。这是中共正式作出的第一个系统地阐明知识分子

政策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后一个指示是张闻天起草的,指示十分重

视文化人本身的特点,对中共处理文化人和文化团体问题作了具

体的原则决定。

　　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人》刊出了李维汉主持的中央西北工

作委员会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

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两个提纲经中共中央书

记处批准,作为对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问题的原则指示, 是研究抗

战时期中共民族政策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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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中共更加强了宣传鼓动工作。中共

中央宣传部发出了系列重要文件,《共产党人》刊载有《关于充实和

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

的指示》、《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

杂志的指示》及《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等, 这些

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共在抗战时期宣传工作的策略方针。尤其是张

闻天起草的《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科学系统地总结了中共的

宣传工作的经验,全面地论述了中共宣传鼓动工作的范围、任务、

特点、基本原则、领导及干部培养等问题, 是一篇关于中共思想理

论建设的重要文献。

　　此外,《共产党人》还刊有中共中央关于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

的指示和决定,这为研究抗战时期中共的教育政策提供了资料。

二

　　《共产党人》除发表了当时中共的诸多重要指示和决定外,还

刊登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三部分: 一部分是中共中央

领导人撰写的关于中共建设的理论文章, 这些文章丰富和充实了

毛泽东的建党学说,许多并成为实际工作的指导;再一部分是论述

中共各项具体工作的文章, 这类文章极有建设性和针对性;另一部

分是各种通讯和总结, 特别能反映基层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两篇著名论文, 是首先通过《共产党人》面世的, 它们对于中国

革命和中共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王稼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后,又

专为《共产党人》创刊撰写了《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

一文。文中王稼祥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结合中

国共产党的实际, 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是一篇关于中共

建设的重要理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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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著名理论家、长期主管全党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的

张闻天,除为中共中央起草诸多重要文件外,还在《共产党人》上发

表了许多重要理论文章, 如《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略谈党员

非党员群众的关系》、《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

情况》、《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

题》、《提高干部学习质量》等等, 这些文章阐述的理论观点,至今仍

有指导意义。

　　另外, 《共产党人》还发表了刘少奇的《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

作》,陈云的《巩固秘密党的几个问题》(收入《陈云文选》时改为《巩

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 ,李维汉的《论党的组织结构

和民主集中制》、《论党内铁的纪律》、《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等重

要文章;登载了杨松、杨超、孔原、德生、关烽、冯文彬、张如心等人

的论中共建设的论文。

　　关于中共建设的具体实践情况, 《共产党人》也有所反映。如杨

尚昆的《华北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

巩固》(长篇连载) ,何英才的《晋察冀边区巩固党的几个问题》,王

刚的《关于华北党支部组织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马洪的《马列学院

审查干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舒同的《晋察冀军区建军中建党工

作的经验》, 理群的《策略教育在马列学院是怎样进行的》等,给我

们提供了研究中共建设的多方面的生动资料。

　　《共产党人》刊登的关于中共各项工作的文章,内容十分广泛,

涉及群众工作、宣传鼓动工作、财经工作、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统

一战线、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出版发行工作、劳动政策、青年工作、

干部问题等等。择其要者,有陈云的《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和

《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李富春的《八路军作战区

的群众工作》和《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意见》(此文是《共

产党人》刊登的唯一一篇论述中共财政经济政策的文字, 也是负责

中共的财经工作的李富春的早期经济论文,甚是珍贵。) ; 谢觉哉的

《民主政治的实际》和《再论边区民主政治的实际》;董必武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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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政府工作》;罗迈的《关于政权的三三制》;中央统战部的《陇

东分区实行“三三制”政权的一些经验教训》;任弼时的《皖南事变

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等。

　　各种工作通讯是《共产党人》中较有特色的文章。这些文章是

基层工作人员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写成的,其中保存了较多的

原始资料,很有价值。如杨英杰等的乡村工作通讯系列《延川县禹

居区三乡的阶级关系及人民生活》、《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

点、党员和干部》,犹萍生的《边区延川党支部教育的概况》和中区

委的《延安县中区五乡的经济概况》等,给我们提供了抗战时期陕

甘宁边区社会经济的真实情况。海燕的《抗战中的冀中回民》、《敌

占区工作在冀中》,生动描绘了冀中人民的抗日场面。

　　此外,《共产党人》还发表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

书目》和尹达帮助延安政治经济学研究会拟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大纲(初稿)》。

　　衡量某个刊物的史料价值,主要应看其史料的重要性和集中

程度,或以广取胜,或以专见长, 《共产党人》当属后一种。通过上述

可以看出,不论是发表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论文,其内容都是围绕

中共的建设和中共的各项工作的。《共产党人》出版发行的时间不

到两年,却集中保存了有关中共建设的大量重要文献,使其成为研

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的建设问题和抗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刊物。

(作者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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