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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党史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王　 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及现实逻辑。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

国共产党创立之时,时人正在反思民国初政党政治的弊端。 沽名钓誉、争权夺利成为当时政党的标识。
在如此氛围中,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具有了改造政党的自觉和努力,致力于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支

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政党。 从理论指导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

值观,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自己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因此,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为己

谋利,不为己徇私。 此价值立场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自己的最终衡量标准,敢于刀刃向内、
向一切不利于实现人民利益言行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从现实需要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及面

临的险峻考验和危险,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革命的热情,加强自身建设,锻造坚固组织,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坚实的组织基础。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来看,自我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自我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后一

段时间内得到很好的传承,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后,自我革命得到进一步强调,并得到充分实践与发展。 以自我革命解决党内矛盾,成为

中国共产党经常性的做法;以自我革命破除错误思想、路线、方针的影响,确立正确路线和方向,是中国

共产党力挽狂澜的关键一招。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自我革命史,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其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长期的自我革命实践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原则得以清晰起来:从性质上看,批评和

自我批评是党内的思想斗争;从内容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指出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

点;从目的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解决党内思想矛盾和分歧,达到团结统一;从保障上看,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开展离不开党内民主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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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毅　 从百年党史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1] (简称《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沉淀下

来的十条经验,自我革命是其中之一。 在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导向下,中国共产

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保持思想的纯洁和组织的强大,从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

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自我革命的主要方法,并在长期

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为将来推进自我革命提供重要借鉴。

一、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有着深刻的历史、理论及现实逻辑。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有改造自我的自觉。 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声称:“我们与其大声

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 [2] 之所以有改造政党的自觉,与陈独秀等人对近代

中国政党政治的体察有关。 民国初建,在共和思潮影响下,以政党参与选举从而参与政治成为一种

风尚,于是“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 [3] 。 然而,这些政党良莠不齐,大多“不过一二野

心家借政党名目,以为争权夺利之具也” [4] 。 如此乱象之下,选举的结果是当选者多为不学之徒、投
机倒把者,康有为气愤地将之喻为“众乱政治”“众恶政治”。 除了政党为人所恶外,民主共和的另一

载体———国会也运行不利,或落入党争窠臼,效率低下,或沦为不懂议事规则的“政治精英”们的打

骂场,乌烟瘴气。 真可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经历民国初头几年的政党乱象,人们对政党热情逐渐消解甚至心生厌倦。 这样的结果是,政党

逐渐减少,政治人物遁入思想文化领域,力图启蒙救国。 到 1919 年以后,许多先进分子比如陈独秀

等人认识到思想启蒙行不通,再次拾起政治救国的理想。 欲谈政治,则避不开谈政党,加之此时苏

俄布尔什维主义政党的成功,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模范。 此种局面下,尽管陈独秀等人对民国初

政党感观不佳,但也坚定了组党救国的决心,同时也清醒认识到,自己要组建的政党必须摒弃民国

初政党的种种弊端,必须进行积极的自我改造。 改造政党便有了自我革命之意。
改造政党如同基因生长于中国共产党的肌体内,但如果要落实到行动中,还需要更持久的动力

与勇气,这种动力与勇气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 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人的学说,致力于实

现全人类的解放。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根本价值追

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

点。 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

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5]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它才能跳出政党私利的藩篱,才有了检视自己缺点、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才
敢于与党内一切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言行作斗争。

此外,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成为一支拥有九千多万名党员、近五百万个基层党

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 70 余年,掌握了大量的执政资源,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执

政业绩。 历史悠久,成绩斐然,加之长期执政的地位与掌握的庞大资源,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荣耀的

同时,也可能带来松懈与惰性,容易使中国共产党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略自身问题,陷入“革别人

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 克服执政可能带来的懈怠,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实现长期执政,
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回答好、解决好这一问题。 一方面是可能陷入执政业绩光环出现松懈,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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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则是严峻的现实环境带来严峻的挑战。 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下,弱化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纯洁

性的因素日益增多。 种种因素下,中国共产党正在并将长期面临复杂的“四大考验”及严峻的“四种

危险”。 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刀刃向内,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和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自我革命,淬
炼自己,防止祸起萧墙。 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克服大党地位及执政多年可能带来的骄矜与惰

性,并成功应对复杂尖锐环境带来的考验与危险,永葆先进与青春,为长期执政提供最坚实的组织

基础,并以强大的组织力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改造政党、建立新型政党的意识,使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便能够自省

与自我改造,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自觉。 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

主义关于人民的观点,使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对人民的尊重与敬畏,坚持以人民利益检视自己的不

足并加以改进,铸就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动力。 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根据。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与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现实环境,使之必须保持清醒与自制,加强自身建设,以
应对各种挑战与危险,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紧迫性与必然性。 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的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植根于历史、理论及现实之需,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每个

历史时期、在每个重大历史关头,都能刀刃对内,进行自我革命,提高自己的纯洁性、战斗力。 在自

我革命锻造的坚实组织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能刀刃向外,与各种强大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不断克服革命、建设、改革道路上的障碍与矛盾。 自我革命也在长期坚持和实践中,成为“中国共产

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70,成就中国共产党从其他政党中脱颖而出并取得巨大成功。
反观近代中国最具影响、最有前途的国民党,尽管有类似自我革命的提法,也认识到加强自身

建设、改造自我的重要性,但在落实和执行层面,都难以真正实行自我革命。 实际上,蒋介石等国民

党领导人对国民党存在问题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对国民党弊端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 蒋介石的

日记便充斥着对国民党方方面面问题的反思与改进设想,国民党其他官员也在很多场合忧心忡忡

讲到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并试图给出解决方案,这些都可视作国民党“自我革命”的努力。 但反观现

实,国民党“自我革命”的理念与举措都成效甚微,甚至不了了之。
当然,国民党内并非没有“反躬自省”之人。 1947 年 3 月,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根据“党内

同志对于党务革新颇多建议”,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和秘书长吴铁城整理汇编了《党务革新方

案》。 方案警醒地指出,国民党若不革新,便会丧失未来。 方案也抓到了国民党问题所在,即党内官

僚资本根深蒂固,形成枝枝蔓蔓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只顾自己利益,枉顾国家、人民利益,应
为现时国民党内种种问题负责。 于是方案提出,国民党应该从党内开始,彻底清理官僚资本。 这说

明国民党人已经有了自我革新、痛改前非的决心。 然而,这只是部分国民党人的一厢情愿,蒋介石

及其他国民党高层并不热衷革新运动。 自我革命某种程度上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径,需要党内领导

人物下决心推进,蒋介石的冷漠导致了这场革新运动的不了了之。 进一步说,少数国民党人革新的

“一厢情愿”也并非公心驱使。 他们之所以发起革新运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自己谋求一定的话语

权。 他们给出的革新方案也流于空洞,没有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意见。 历史学家傅斯年曾指出,“古

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

溃!” [6]历史已经证明,国民党言过于行,始终没法做到自我革命,最后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

二、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成就了中国伟大革命实践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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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毅　 从百年党史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自我革命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有自我革命的实践。 共产党地方组织成立后,北京、广州等地组织中

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相同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却大相径

庭。 思想分歧必然表现为组织冲突,共产党地方组织中常常出现二者龃龉的现象。 为此,尽管此时

无政府主义者在党内比例不小,已经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毫不手软地将之清理出去,以保

证组织的纯洁。 中共正式成立后,因为缺乏实际革命的历练,党内因此“常常表现出很幼稚的小资

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一些共产党人“很少懂得党的纪律,一切偏重于感情” [7] 。 到中共二大,以严

格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和战斗力成为共识,于是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

织章程决议案》,提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能有

革命的愿望而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8] ,并对组织纪律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一方面是从组织纪律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为共产党改造自我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是随着对中国

国情的深入体察,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并在此认知引导下决定与资产阶级国民党合作,共同举起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的大旗。 到大革命

后期,由于对国民党力量认识的不足,因此放松了警惕,不争领导权,由此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党

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1]4。 中国共产党

被逼上梁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 1927 年召开八七会议,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纠正错误。 会议坦

诚中国共产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从上至下反省了出现失误的原因,指出“过去错误的责任问题,
中央的领袖陈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但此责任应政治局大家来负”。 “以后我们党的指导要集体

化,不要族长化……我们对此应用党的纪律去与之实行坚决的斗争” [9] 。 同时,为了彻底纠错,会议

决定自上而下进行组织上的革新,提出从“改组中央政治局”开始,“不仅是讨论过去错误,还应实行

改组指导机关”,并对“改造各级党的机关”作出分层部署。 以严格纪律改进党的指导,以组织改造

除旧布新,自我革命在组织纪律层面得到具体落实。 知错而后勇,中国共产党逐渐恢复过来,各地

农村根据地也得到蓬勃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显示了强大生命

力。 然而就在星火渐成燎原之势时,王明、博古等人囿于苏联经验和理论的教条,导致第五次反围

剿失利。 自我革命源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 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博古、李德等人不切实际

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使共产党和红军遭受空前损失,全党上下、全军上下也因此认识到纠错纠偏的必

要性。 遵义会议适时召开,批判了冒进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等人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正确

的领导带来了革命的生机,红军取得了长征胜利。 到达陕北后,从 1942 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

广泛深入的延安整风。 整风采取学习文件、检查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彻底清除了教条主

义在党内的影响,使全党获得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仍然秉持革命的精神,对内自我革命,

对外社会革命,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整风整党,解决了建立新中国之

后出现的思想松懈、精神散漫等问题,改进了工作作风,纯洁了党的组织。 1951 年底开始的“三反”
运动,也是一场清除党内贪污腐败分子的自我革命。 毛泽东为“三反”运动作动员时号召,来一次全

党的大清理,揭露党内的一切贪污事件。 在不惜刀刃向内、保持廉洁自律的决心下,“三反”运动有

力惩治了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纯洁了党政干部队伍,尤其是对张子善、刘青山的处理,对当时以

至于以后几十年有着较强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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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自我革命的推进,改革开放拉开了帷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纠正了组织、思想、
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开启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在激发活力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挑战。 邓小平

曾说:“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10] 改革开放积极引

进世界上先进技术与理念时,很难完全避免泥沙俱下,杜绝其他不良因素随之而来。 此外,改革开

放也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它必然引起利益的重组与思想的多元。 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利

益交织中保持清醒而不被裹挟,在纷纭复杂的思想图景中保持思想纯洁而不走入歧途,这就需要中

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加强自身建设,通过整党整风及反贪腐等方式实现组织的自我洁

净,通过学习教育等活动提高党员及党员干部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制度建设为党员及党员

干部言行提供规范与准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愈显重要,且成效斐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中国共

产党必须坚持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把自己锤炼成为一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得起各种风浪

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此种自觉意识下,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多举措推进自我革命。 一是在作风建设上,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以上率下,巩固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整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现象。 二是从制度建设上,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构

建组织监督、民主监督、同级监督、日常管理监督构成的监督网络。 着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
现对公职人员监察的全覆盖。 三是从队伍纯洁上,坚决进行反腐败斗争。 腐败是政党肌体上最大

的“脓疮”,不仅有碍于人民对政党的评价,也有损肌体的健康。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壮士断

腕的勇气和决心,采取一系列高频度、高强度的反腐措施,“打虎” “拍蝇” “猎狐”成效卓著,取得了

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概言之,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精神的

引导下,中国共产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刀刃向内,勇敢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全面从严治党,淬
炼坚强组织。

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

错误” [1]70。 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纯净了思想、清洁了组织、增强了力量、保持了朝气,“自我革

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1]70。

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

《决议》指出,“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
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1]70。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

器。 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史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党内产生不

同意见和倾向时,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统一思想的武器。 以毛泽东和朱德关于

党与枪关系的讨论为例,毛泽东和朱德带兵向赣南闽西开进过程中,在党和枪的关系问题上,产生

了思想分歧。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党指挥枪的原则得以确立,不同意见也得以统一。 在对这场思

想斗争做结论的古田会议上,批评也明确列为党内教育办法之一。 当党内出现了错误倾向时,批评

与自我批评则发挥纠错纠偏功能,除旧布新,使党走上正确的轨道。 在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等历史

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都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拨乱反正,否定了错误思想倾向,树立了正确

思想的指导。 到抗战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实践上进一步成熟,留下了延安整风这一批评与自我

批评的优秀范例。 实践成熟也体现于制度上。 批评与自我批评在 1945 年中共七大写入了党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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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体党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传承和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充分

发挥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继延安整风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另一个范例。 对于过去出

现的种种问题,毛泽东恳切地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

中央主席。 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11]毛泽

东还告诫全党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严厉指出:“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
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12]296 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毛泽东,其他中央领导人

及与会者都做了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可惜的是,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尤其到了“文化大革

命”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得到正确的运用,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改革开放的开启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复苏与恢复密切相关。 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

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开诚布公,各抒己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 在不断的讨论与反思中,中
央工作会议打破了“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邓小平

指出,“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

讲心里话,讲实在话。 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 一些

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 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

促进作用” [13] 。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 3 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陈云同志高度评价两次会议

的召开,“开得很成功。 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

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

问题,增强了团结。 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14] 。 伟大历史转折拉开了中国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序幕,中国由此进入新时期。
批评与自我批评固然重要,但应用于实际工作却并非易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批评难,

相互批评更难。 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 [15] 。 就此问题,习近

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批评上级怕影响提升,批评同级怕影响感情,批评下级怕影响票情”,
民主生活会往往是“对上级放‘礼炮’,对统计放‘哑炮’,对自己放‘空炮’,最后是你好、我好、大家

都好” [16] 。 因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重新擦亮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利器,“要

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不断洗涤每个党员、干部

的思想和灵魂” [17] 。 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与实践上提出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要求,为民主

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明了方向。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丰富实践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规则逐渐清晰起来。
首先,从性质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的思想斗争。 对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方法去

解决,党内的矛盾要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而思想斗争使用最经常、最普遍的方法便是批评和

自我批评。 既然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意味着批评和自我批评有自己的限度,即在党的领

导下在相应的党组织内进行。 具体来说,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有意见,向相应党组织提出;对
其他党员和党员干部有意见,要当面批评,或在一定党组织中批评;对上级党组织有意见,向上级党

组织提出,不能向下级传达;如果发现其他党员不正当行为及危害党的利益的行为,向相当的党组

织报告[18]214。 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在组织内进行,就需要反对随便批评、发牢骚、小广播、说闲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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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非组织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其次,从内容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指出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 前文提及,

毛泽东和朱德曾展开了关于党和枪关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批评意见偏离了

原本的主题,开始指责个人做派和个人生活,流于小事琐事。 于是在古田会议决议上,毛泽东同志

专门提出,“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 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

治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 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

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

险” [19] 。 张闻天论述领导群众艺术时曾指出,“应该具体指出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使我

们以后能够更好地领导群众” [20] 。 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

着眼于大,着眼于根本,着眼于原则,指出政治、组织和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不要去指摘无关紧要、
非原则性的缺点和错误,否则就沦为庸俗化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三,从目的来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解决矛盾,统一思想,团结队伍。 恩格斯曾在各国工

人阶级政党会议上强调,“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 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 没有批

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 [21] 。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为了实现团结。 因此,批评和自

我批评必须注意限度,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不能夸大错误、乱戴帽子、无可限制批评下去。 毛泽东在

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讲到了过去党内思想斗争的不足,即“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

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 于是在组织上排除犯错的同

志,赶走了陈独秀,还是跌筋斗;中央政治局赶开了李立三,结果六届四中全会也跌筋斗[22]162。 因

此,不能图痛快而否定犯错的同志,“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要在犯错

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原则下与他合作,实现团结[22]176。
第四,从保障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党内民主做根本保证。 刘少奇在回顾建党初的批评和

自我批评时遗憾指出,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同志间客观地相互商讨问题的作风未形成,粗糙

地主观地判断与处理的作风仍然严重存在着” [18]207。 导致此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产生了一些偏颇,
少数同志受到打压排挤,一些人甚至因此脱党。 毛泽东也讲过,“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

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12]293。 从历史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

进展顺利,并能充分发挥作用,与当时充分的党内民主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伟大实践中沉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成功经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为

自我革命伟大实践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 随着自我革命的不断推进,批评和自我批评将得到进一

步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

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3] 。 自我革命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伟大成功,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华正茂。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前行,中国共产党总结

百年历史经验时充分强调自我革命,彰显了继续坚持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 这种强烈的忧患意

识及居安思危的自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精神支撑。 民族复兴任重而道

远,中国共产党只有继续传承自我革命的精神与传统,刀刃向内净化组织,练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

坏之身”,才能以昂扬的姿态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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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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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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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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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revolu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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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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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logic
 

of
 

self -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founded 
 

people
 

were
 

reflecting
 

on
 

the
 

disadvantages
 

of
 

party
 

politic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pursuit
 

of
 

fame
 

and
 

power
 

has
 

become
 

the
 

hallmark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such
 

an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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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
 

early
 

communists
 

had
 

the
 

consciousness
 

and
 

efforts
 

to
 

transform
 

the
 

party 
 

and
 

devoted
 

themselves
 

to
 

buil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to
 

a
 

new
 

political
 

party
 

different
 

from
 

the
 

old
 

one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guida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ided
 

by
 

Marxism 
 

adheres
 

to
 

the
 

value
 

of
 

people
 

first 
 

and
 

takes
 

the
 

interest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ople
 

as
 

its
 

most
 

fundamental
 

value
 

pursuit.
 

Therefor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no
 

special
 

interests
 

of
 

its
 

own.
 

It
 

does
 

not
 

seek
 

its
 

own
 

interests
 

or
 

practice
 

favoritism.
 

This
 

value
 

position
 

giv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to
 

tak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s
 

its
 

final
 

measure 
 

dare
 

to
 

turn
 

inward
 

and
 

fight
 

against
 

all
 

words
 

and
 

deeds
 

that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needs 
 

the
 

ruling
 

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eep
 

tests
 

and
 

dangers
 

it
 

faces
 

urg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lways
 

keep
 

the
 

revolutionary
 

enthusiasm 
 

strengthen
 

its
 

own
 

construction 
 

forge
 

a
 

solid
 

organization 
 

and
 

provide
 

the
 

most
 

solid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pirit
 

of
 

self-revolution
 

is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keep
 

its
 

youth
 

forever.
 

Self - revolution
 

was
 

gradually
 

formed
 

and
 

develop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t
 

was
 

well
 

inherited
 

for
 

a
 

period
 

of
 

tim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was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lf
 

revolution
 

was
 

further
 

emphasized 
 

fully
 

practiced
 

and
 

developed.
 

It
 

has
 

become
 

a
 

regular
 

practice
 

of
 

the
 

CPC
 

to
 

resolve
 

intra
 

party
 

contradictions
 

through
 

self - revolution.
 

To
 

break
 

away
 

from
 

the
 

influence
 

of
 

wrong
 

ideas 
 

lines
 

and
 

policies
 

and
 

establish
 

the
 

correct
 

line
 

and
 

direction
 

through
 

self-revolution
 

is
 

a
 

key
 

move
 

for
 

the
 

CPC
 

to
 

turn
 

the
 

tide.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history
 

of
 

self-revolution
 

in
 

which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self-revoluti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have
 

become
 

clear 
 

in
 

nature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are
 

ideological
 

struggles
 

within
 

the
 

Party 
 

in
 

terms
 

of
 

content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should
 

point
 

out
 

mistakes
 

and
 

shortcomings
 

in
 

politics 
 

organization
 

and
 

work 
 

in
 

terms
 

of
 

purpose 
 

criticism
 

and
 

self - criticism
 

is
 

to
 

solve
 

ideological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within
 

the
 

Party
 

and
 

achieve
 

unity 
 

in
 

terms
 

of
 

guarantee 
 

criticism
 

and
 

self -
criticism

 

cannot
 

be
 

carried
 

out
 

without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inner-party
 

democracy.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lf -revolution 
 

one
 

hundred
 

years
 

of
 

Party
 

history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责任编辑　 彭建国)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