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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产 爨 罨 人 民 麟 众 的 代 表

——学习《陈云文选》

许郁馨 李良瑛

《陈云文选》 (一九二六———九四九)

收集了陈云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论著

45篇 ,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

是论述党的建设问题的。陈云同志在谈到党

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以及

党的作风建设等问题时,-个十分突出的特

点是总结了我党长期斗争的实践经验,从党

的性质任务出发,深刻地阐明了党同人民群

众的关系,明 确指出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代

表。认真学习陈云同志在这个方面的有关论

述,对于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开创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局面,有着重要的i现实意义。

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
“
当差

”

陈云同志在党的 “七大
”上指出: “共

产党员,是老百姓派你当代表干革命,老百

姓要你领导他们求得解放。”
(见 《陈云文选》

第21θ 页。以下引文凡弓咱本书只注页码)他 又说:共

产党 “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

(第盯5勋 。这是对党同 人民群众关 系的集中

概括,通俗地说明了党的任务和宗旨。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

族人民的忠实代表,党除了无产阶级和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因此,党应当坚持 “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 ,

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
”(第 218页)的

原则。六十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

人民群众的领导者,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

的拥护,就是因为党代表人民的利益9执行

人民的意志,忠心耿耿地为人民 “当差”。

相反,如果违背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势必失

去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

失败。陈云同志还特别强调党掌握了政权以

后, “犯了 错误会 更直接 地更严重地损害

群众的利益”
(第 11了页),特别会引起群众 的

不满,因 此,党一定要严格要求每个党员和

干部,如果 “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 ,

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

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

斗争,并绳之以法。”
(第 11了 页)只有这样,

党才能做人民的好 “当差
”。

共产党既是为服务于人民而建立,为人

民利益而存在的,必然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

在
“任 何时 候都 应该 站在 民众 方面”

(第

“2页 ),树立起 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思想。每

个共产党员的-切言论行动,都必须以合乎

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为此,共产

党员
“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

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

奋斗到底的决心” (第了8页),应该 对人民无

限忠诚, “把个人 利 益 服 从于民族的、革

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 (第了8页),才
可能名符其实地作人民的 “当差

”。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来,正是以大公无私和对人民无

限忠诚的崇高革命精神,吸引了中国人民的

。〓 。



优秀儿女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前仆

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在党的历

史上,成千成万的党员,为 了人民的解放、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 ,

百折不挠;在敌人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下 ,

坚贞不屈;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 ,

视死如归。正是共产党员的克己奉公、自我

牺牲精神,感动和鼓舞了亿万人民群众,赢

得了人民的信任。人民群众从共产党员身上

了解党,相信党,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自 觉

自愿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任务而

奋斗。这就是我们党能够取得革命和建设胜

利的关键。      ·

共产党要作好人民的 “当差”,就必须

反对党员身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

我们的党是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半封建

半殖民地旧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党

也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因此 ,胨云同志强调

每个党员要丢掉思想上的
“
个人主义

”
的 “包

袱
”。他列举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的

种种表现,如干部中的“
只能上、不能下 ,只

能升级、不能降级”
(第 147页 ),“ 有功 必居 ,

有过必避”
(第 218页 );党员中 的 “在工作中

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

作
” (第了5页),在接受党分配 的任务时,总

是 “讨价还价”,要 “组织服从个人”,以

至有的人 “经不起困难的考验,甚至为了一

点私利,便丢掉共产党员的 党性”
(第 1σ页)

等等。这些
“只看重个人,不顾及党的利益

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 60页),是小 资产阶

级和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削弱党

的战斗力的销蚀剂,绝不允许在党内自由存

在。每个共产党员应按照党章的要求在党的

教育下,不断清除
“
个人主义”的包袱,轻

装前进。当前 ,由 于种种原因个人主义思想在
ˉ部分党员中又有抬头和滋长,有的人千方

百计地为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谋取私利;甚
至有的直接参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

活动。这是妨碍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

●2●

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严重问题,应该弓丨起全

党同志的重视。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地加强自

我改造,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牢固地树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Ⅱ

要做好人民群众的 “当差
”,执政的共

产党必须同官僚主义作不疲倦的斗争。官僚

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作风在无产阶级政党内

的艮映。早在革命战争时期,陈云同志就针

对我竹
、
l党在苹个∷t据 地已经领导着人民政权

的实际丨:∵ 二,冖全党发出:告: “当权的大

党,领导干部俣可能咴为官僚。要坚决防止

和克服官僚主义。”
(第 1弘页)如呆当权的党

只是向群众要东西, “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

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
”

(第 1吖mo我 们 党在

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对于可能出现脱离群众

的官僚主义,是保持着一定聱惕并注意防止

和克服的,如在建国初期开展的党的整风运

动、 “三反
”运动以及1957年的整风运动 ,

都把反对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为一个内

容。但是,由于执政党的地位,工作中的成

绩,人民的信任和尊敬,以 叉制度上的某些

缺陷,特别是 “十年动舌L” 对党造哎的严重

破坏,使部分党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至今

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习气。目前,官僚

主义已经严重地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妨碍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成为党和国家政

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少

数官僚主义严重的干部,他们饱食终日,无

所用心,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他们对群众

的疾苦漠不关心,对生产的发展、体制的改

革、精神文明的建设漠不关心;在工作中互

相扯皮、互相推诿,甚至互相拆台o他们忘

记了自己是为人民 “
当差”的,却把自己看

成是人民的主人,有 的甚至把人民给自己的

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本,骑在人民头上作

威作福,做官当老爷。由于这些人的不负责

任和严重失职,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

蒙受巨大损 失,引起 了人民群众的 强烈不

满,也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这些人如果坚持不改,就必然被党和人民所

抛弃。由于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剥酌

阶级长期统治的遗物,在社会生活中有很深

的影响,因此反对官僚主义是我们为人民服

务的中国共产党一个长时期的艰巨任务。

共产党必须
“
处处依靠群众

”

陈云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v∵

贯非常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无论是抗日根

据地的建设,国 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还

是建立 东北 根据 地的斗 争,他 都反 复强

调
“
共产党要处处依 靠群众

”
(第 145页),把

发动群众看成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是一

切工作的根本。 19压 6年 7月 ,他在中共西满

分局会议上的报告中,非常深刻地指出:“要

站住脚,就得有群众。没有群众 ,地方虽大 ,

离敌很远,也站不住;有了群众 ,地方虽小 ,

离敌很近,可以站住。″
 (第 28了页)“有 了群

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

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

无葬身之地。”
(同上)在这些论述中,陈云

同志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

基本原理,这就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 民

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党

的力量的源泉。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首先在于

人民群众的 实践 是党 制定 路线、方针、政

策的依据。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正确

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实现的。党的

路线、方针都是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 和 意 见

的体现,它们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人

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陈

云同志指出,共产党 “是遵循工人、农民和

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见办事的。”
(第 2了5勋 如

果
“
不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党的政策就不

会完全王确。”
(第 Ⅱ6勋 而人民群众的实践

又是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是否正确的标准。

建国以后陈云同志反复强调 “
政策正确,群

众拥护9政策不正确 ,群众就不满。
”

(《 陈云

同志文稿选编》)因此,党的干部要以百分之九

十的时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然后才能用

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制定政策。这样的政策 ,

才能反映群众的愿望,符合人民的利益,也
才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o其次, “

劳苦大众

是党的革命活动的主 要对象”
(第⒘8页)广 因

此,我们党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

都要依靠广大群众的直接拥护和坚持不懈的

斗争才能实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找

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政权的道路 ,

即通过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

这个革命斗争过程中,军队的来源和供给要

靠人民,根据地的建设要靠人民9国 民党统

治区的秘密工作也要靠人民,艰苦的战争环

境
“
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补充,而

这些补充只能依靠民众。”
r第 9了勋 在 建立

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陈云同 志又 强 调 指

出,要改变东北地区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 ,

“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主要的办法是发动群

众,增 加我 们的 力量。”(第 28了 页)发 动群

众, “我必胜”。所 以陈云 同 志 总结说:∶

“
历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

组织是巩固的。” (第 9θ页)

共产党员要 “处处依靠群众〃,就必须

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陈云同志指出:f共

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各军,要与

广大群众打成一片
”

(第 48页)o党的 “支 部

及其每个党员应该密切地与周围的群众联系

着,了解群众 的情绪,倾 听群 众的 呼声”

(第 82页)o只有了解 了群众的'b理 ,才善于

找到提高群众积极性的 “环子”。在过去艰

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我们的党组织、党员

与群众确实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形成了党群

之间的水乳交融、鱼水与共的亲密关系。但

是全国胜利后,由 于党的地位变了,那种在

战争年代脱离群众就无处立足甚至掉脑袋的

危险大大减少的情况下,有的党员忘记了党

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始滋

℃ 8`



长看不起群众、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思想,摆
错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陈云同志在党

的 “七大
”

上曾严肃地提出:“假设你在党的

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

劳怎 样看 法?” (第 215页 )陈云 同 志明 确回

笞: “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

导,第三才轮到个人。”
(第 215页)他指 出,

党并不否认、抹煞党员的个人作用,不过不

应该把自己估计太高了。因为
“任何人离开

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

(第 21了一218页 )他还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承

认领袖的领导作用,大家都公认毛泽东同志

领导得好, “但无论怎样,根本的东西是老

百姓,是共产党。”
(第 216页 )陈云 同志讲得

何等的深刻啊!党员只有摆正个人与群众的

关系,才能自觉地随时随地密切联系群众 ,

∶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

群众的呼声。要密切联系群众,还必须端正

党风。党风问题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党同人

民群众能不能保持密切联系的问题。党如果

不端正党风9脱离群众而又不坚决改正9必

然失去群众的信任支持,其结果是非常危险

的。1g80年陈云同志总结了党六十年来特别

是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针对我们党的现状

和所面临的领导四个现 代化建设 的艰 巨任

务9严肃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

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向全党再一次敲了

警钟。目前,党风不正已经严重地影响着党

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腐蚀着党的肌体,损害

着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积极性,妨碍社会主义建设。每个共产党

员决不可等闲视之,一定要通过整党,端正

党风,加强同群众的联系。

共产党员要依 靠群 众,还必 须以身 作

则,做群众的表率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陈云

同志指出: “党的政治影响越是扩大,党的

威信越是提高,则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对于

我们党员的要求越多越严。”
(第 T5页 )广 大

群众固然会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认识

· 犭 ·

党、判断党。但是他们更多的是直接从周围

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每个党员
“
行

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

感。”
(第 63页 )所以 “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

的一举一动9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

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力口敬重我党。”

(第 T6页 )这就要求每个党员 都要勤勤恳恳地

为人民服务,在各项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做
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太公无私,克己奉

公,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

直至生命,真正做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
党风的具体体现,在密切党同群众关系方面

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只要每个党员在不同的

岗位上,不为名不为利,踏踏实实地工作,

凡事处以公心;要群众做到的事,自 己首先

做到;要群众不做的芋,自 己首先不做,就

会在群众中产生积极的作用,使党同群众的

关系更加紧密,使群众更信任和支持党,党
也就能带动广大群众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

政策,从而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共产党应该实行 “改善民生

的方针”

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代表,应该关心人

民群众的生活,坚定不移地实行 “改善民生

的方针
”

(第 1O0页 ),这是 贯穿在
“
陈云文选”

中一个极为突出的 重要 思想。陈 云同 志提

出,在革命战争 时期,党要 在可 能的 条件

下尽力改善群众的生活;夺取政权以后,党
更要为人民谋福利,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向党

组织提出,在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斗争中, “必须改善群众的政治、经济、文

化地位”
(同上),去 “实现那些今天可能实

现和必须实现的广大 群众哟迫 切要求”
(第

1O1页 )。 抗日根据地的党 组织要 “领导群 众

开展生产运动,进行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的生

活”
(第 82页), “从许多积极方面增 加群众



收入,减少他们不必要 的损失
”
 (第 98页 )o

实行 “改善民生的方针
”,是由党的性

质和党的宗旨决定的。陈云同志指出: “共

产党人是主张改善民生的”
(第θ8页),而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国民党是不会给群

众好处的”
(第扭顶丿,它贪污腐化、残杀人

民,是改苦人民生活道路上的绊脚石。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广大

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它根据社会发展

的客观规律制定了自己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

产主义。这个目标正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教育

共产党人: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

的利益有关。任何革命运动如果不能给人民

带来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改善,都是不可

能成功的。而政治 权 利 只 是实现经济利益
·
的手段。所以,党首先要领导人民群众开展

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新政权的斗

争,即首先使人民群众获得翻身,成为国家

的主人,然后领导 全体 劳动者 发展社 会生

产、增加社会产品,不断满足入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这就要

求党在领导人民为实现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

斗争过程中,一方面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利

益并为其实现而努力工作;另 方面还必须给

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认真解决他们眼

前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使群众感受到共产

党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更加信仰党、

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积极奋斗。因此, “改善民生的方针
”

是我们党无产阶级性质的体现9是党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的具体表现,也是每个共产党人

应有的根本观念和根本立场。

实行 “改善民生的方针”,不是工作的

方式方法问题,也不是什么 “权宜之计
”

,

而是党的根本路线,它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

大问题。陈云同志早在ig33年就指出,如果

党组织不去关心群众的痛庠,不为群众的切

身利益斗争,而要群众积极参加斗争是不可

能的。 “只有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才能

提高工人的觉悟,发挥工人参加革命的积极

性。”
(第 8勋 群众不 起来,党 岂不 “成了

光杆子的党,这 样的 党也是不能存 在的″

簿 105页 )o他 总 结抗 日根据地建设的经 验

说: “
愈是多注苒群众各方面生活之尽可能

的改善,他 仃
、
]参加 抗日的 积极性 就愈 会提

高。”
(笫 93ω 实践表明, “哪个 地方群众

的生活改善了一些,群众 就更加积 极了”

(第 1OO页 ),反之, “哪个地方 没有注意改善

民生,或者虽有改善民生的法令,但实际上

没有实现,群众就照旧起不来。”
(同上)我

们党正是在正确分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形

势和人民群众经济利益的基础上9制定了抗

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包括改善民生的

政策,如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等,

动员了广大群众,组成 浩浩 荡荡 的抗 日大

军,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

帝国主义。在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陈
云同志认为,发动农民是关键,而解决农民

的土地问题,又是发动农民的首要条件,只
要发动了农民,“我们能在东北完全站住脚 ,

中国革命就能立于不 败之地。”
(第 236页 )后

来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东北根据地的迅速

建立,为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实行 “改善民生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

制度建立后,就应实行宫民政策。正如陈云

同志所说: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人人

有吃有穿,而且要吃的较好,穿的较好。”

(第 2了9页 )因此 ,党掌握 政权后,“不应该只知

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

福利。”
(第 10了 页)社会主义制度 的建立,结

束了我国几干年来剥削制度的历史,为发展

社会生产力,提高入民生活水平开辟了广阔

的前景。在这个时期,党的任务已从解放生产

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适时地把

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领导全国人

民发展生产 ,以
“
保证∵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

和一天比一天好 的物质 生活”
(《 马克思恩格

。 5·



斯选集》第三卷第822贡 ),也即是说,领导入民

群众通过劳动尽快地富裕起来,已成为党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如果党的工作的结果不能

使人民的彳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

的领导就是不成功的,就是失职,就不会得

到人民的拥护。建国以来 ,。 党遵循马克思主

义原理,结合申国的实际情况9在发展生产

的基础上,为提 高人民生 活作 了一定 的工

作
.,也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
“左

”

的错误的影响,我们也鬯对于改善人民生活

有所忽视。1962年 ,当 我国国民经济由于工

作的失误而陷入严重困难的时刻,陈云同志

以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高 度责任 感严肃 地指

出: “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

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

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

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饮口何安排好六亿人

∴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而且,陈

云同志明确提出,安排好人民的生活 “应该

成为重要的国策
” (k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丿。可

惜的是,陈云同志的思想,后来并没有成为

全党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 “文化大革命”

中 ,林彪、
“四入帮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椤

拔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诬之为
“修正革

义
”
,以致造成了讲人民的物质利益就是 “修

正主义”,讲 “宙”就是 “资本主义”;而
“穷”则是 “

革命
”、是 “光荣

”,把 “普

遍的穷”、 “平均主 义″当 成社 会主 义妁
“优越性

”。在这些错误的影响下,广大群

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受到压抑,使

得多年来生产发展不快,人 民的生活没有得

到多大改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堇新确立和恢复了

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落实了党的各项无产

阶级政策,明确提出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

分人通过辛勤劳动较快地富裕起来,然后带

动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

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党

o6口

旗帜鲜明地提出富民政策,反映了全国人民

多年来的迫切愿望,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调动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短短

的几年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党的富民政策是

合乎国情,顺乎民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

策,是成功的政策。实行窝民政策,是新时

期党的工作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在新的

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行 “改善民生的方针
”,是党坚定不

移的政策氵 lnj采取什么方法、如何改善,则

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一成不变的枚条和固定的

方案,也不能由某个上级组织的负责人来确

定。唯一正确的途径只能是陈云同志所说的

“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寻找
”

(第 1OB页 )o只有深 入群众9弄清楚群众 “
'b

坎里”的迫切要求,才能 “采取适合于当时

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
(第 32页 ),也才 不至

于发动 “那种既非群众迫切需要又无胜利把

握的斗争
”

(第 142页 )o同 时,在帮助人民群

众解决切身的迫切要求时,共产党员决不可

忘记党的总任务和根本目标,要经常向群众

宣传党的总任务, “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

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的联系起

来。
”
 (第 10页)教育群 众把个人的眼前利益

服从于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正确处理好国

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积极地为更高的目标

更美好的生活而斗争。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没的现实条件,陈云同志又提出
“一

要吃饭,二要建没”的方针,再一次通俗地

阐明了现阶段改善群众生活和进仁j建设的关

系。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支的汲其艰巨

复杂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仵
、
]党的面前,新问

题、新情况层出不穷,需要我们党去解决。

我们的党只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勤勤恳

恳地为人民 “当差”,紧紧地依靠人民,坚

定不移地实行富民政策9就一定能够克服各

种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