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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精神

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
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
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习近平

生活中有些时刻，看似平常，却可

能在不经意间成为永恒。

1949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机关从

西 柏 坡 启 程 前 往 北 京 。 这 天 一 大 早 ，

毛 泽东还在农家小院里看书。秘书叶

子龙走进来催促出发。毛泽东站起身

将书交给他，并叮嘱带上这本书。叶子

龙匆匆将书装进了背包里。

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

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

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

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

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就是我们今天极为熟悉的关于

“赶考”的对话。

从 1948 年 5 月 26 日进驻开始，党中

央在西柏坡工作了 10 个月时间。在这

段时间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

战役、平津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

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

的号召……风云激荡间，中国革命取得

了决定性的胜利。近代中国历经百年漫

漫长夜，在这里终于破晓，走向黎明。

西柏坡这个滹沱河畔的小村庄，成

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

指挥所”，也让一种伟大革命精神——

西柏坡精神，鲜明标记在党的革命精神

谱系当中。毛泽东提出的“赶考”及其

背后的精神内涵，正是西柏坡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

千年考题“窑洞对”

从西柏坡到达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后，叶子龙把毛泽东临行前让他带的那

本书拿出来，看到书名是《甲申三百年

祭》。关于这本书，叶子龙是知道的。

就在十多天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刚刚落幕，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

政治部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印发了这

本由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最初发表于1944年

3 月 19 日，当时恰逢明朝灭亡 300 周年。

这篇近 2万字的文章，讲述了李自成在农

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

立足未稳即坠入“温柔乡”，最终迅速失败

的悲剧。

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此文十分

赞赏，推荐全党认真学习，并将其印成

小册子，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

之一。5年之后，这本书再次进入毛泽东纵

览风云的 视 野 。 据 叶 子 龙 回 忆 ，进 京

前 夕 ，毛 泽东在西柏坡紧张的工作间

隙，曾多次翻阅这本小册子。

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如此紧

要的重大历史关口，如此重视《甲申三

百年祭》，当然自有其深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300年前的

历史风云，为人们思考今天和明天的事，可

以提供太多启示。真正具有历史眼光和智

慧的人，一定能从漫长的历史脉络当中，找

到隐含其中的规律，以汲取经验教训，让自

己立于不败之地。回溯党史可以看到，

毛泽东与此相关的思索，其实从几年前那

次著名的“窑洞对”，就已经开始了。

1945年 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从重庆

到延安考察。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黄炎培

谈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

看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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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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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希望中国共

产党能够跳出周期率。毛泽东坚定回答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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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甲申三百年祭》到“窑洞对”，再

到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发出的

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

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

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

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

人 ，他 们 是 不 曾 被 拿 枪 的 敌 人 征 服 过

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

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

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

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重温这些历史细

节，我们仿佛回到 70 多年前，回到那个

宁静却牵动全世界敏感神经的小村庄，

真切感受到一个政党及其领导人，在伟

大历史转折中的思想和心路历程。人

们从中看到的是无比坚定的信念信心、

不可阻挡的气魄胆识和超常冷静的自

省自律。这一切，无不基于中国共产党

人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自身历

史使命的深刻认识。

“进京赶考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

背景下，从这样的历史起点上出发的。

“进京赶考去”这一颇具历史感且

意味深长的比喻，让一个伟大政党从此

有了始终萦绕心头的“赶考”情结、始终

未敢忘记的“赶考”意识和代代传承的

“赶考”精神。

回看过去 70 多年间，可以说“赶考”

二字，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怀和理

想，已经深深嵌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

化，并对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

“考官”是人民

“赶考”，参加考试的“学生”，面对的

是难以预知的“考题”。千百年来，不知多

少满腹经纶、满怀抱负之士，延绵不绝地

走在赶考路上。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赶考”既含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小心

谨慎，又蕴含着“修齐治平”的人生抱负。

然而，与历史上所有“赶考”不同的是，中

国共产党人面对的“考官”不再是封建统

治者，而是大写的两个字——人民。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回

望风起云涌的历史长河，人民其实始终

是决定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考官 ”。

然而，不知有几人能真正从心底认这个

“考官”；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位特

殊的“考官”面前败下阵来。远的不说，

西柏坡对面的那个国民党政府及军队，

就可谓一部生动的反面教材。

这是抗战结束后，两个美国考察团几

乎在同一时间，对国共两党留下的印象。

曾在抗战期间出任驻华美军司令的

魏德迈，于 1946 年 7 月受杜鲁门总统委

托再次来到中国考察。他离开中国前发

表了一次演讲，其中谈道：“我发现不少

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

府，任职于国营或私营公司之中，利用职

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

“大多数人的品行是特别表现出贪婪、无

能昭著，或者二者俱全”……

1946年 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

问延安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道：“在延

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得又很差，

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

青菜。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

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

看起来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

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在延安听到的最

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

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

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

更深的含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

最终的信念。”

这种天壤之别，不仅国际人士看在

眼里，包括众多爱国华侨、民主人士乃

至国民党内部的高官都看在眼里——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以什么样的态

度对待人民，把人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上，构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政治军事

层面高低胜负的分野，并最终走向不同

的历史命运。

在西柏坡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军队之所以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三

大战役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民

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之上。

仅是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 60 余万

作战官兵的身后就有 543 万支前百姓。

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粟裕，在回

忆 山 东 人 民 对 解 放 战 争 的 支 援 时 说 ：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共发动

了四次大的参军运动，送出了五十八万

九千余名优秀子弟参军。他们像千百

条小溪流渠，汇成了奔腾万里的大江长

河，源远流长，滚滚向前，使华东野战军

越打越多，越战越强。有这样的人民，

还有什么敌人不可以战胜呢？”

“千百条小溪流渠，汇成了奔腾万里

的大江长河”，多么生动形象的比喻。历

史的伟力，深藏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人

正是因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

宗旨，时刻把人民装在心里，才会自觉把

自己当“学生”、始终让人民当“考官”，才

能在革命建设中赢得人民的真心爱戴和

支持，一步步改变着古老中国的命运。

在这条全新的“赶考”路上，中国共

产党人不仅迎来新中国成立的灿烂光

芒，而且在后来的日子里带领中国人民

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一步步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一步步接近数代国人

曾经为之牺牲奋斗的伟大梦想。

“考题”因时而变

当年，在北平和平解放时，傅作义

曾对前来接收的解放军代表说，国民党

统治了不到 30 年就垮台了，你们共产党

当然不会那么快就重蹈覆辙，但是 40 年

以后、50 年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天已经显而易见。

从西柏坡出发的“赶考”路，中国共

产党人到今天已经走过了 70 多年。中

国大地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以雄辩

事实向世人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业已

完成的优异“答卷”。然而，“考试”就此

结束了吗？“赶考”路就此结束了吗？

2013 年 7 月，曾多次到过西柏坡的

习 主 席 ，再 次 来 到 西 柏 坡 。 在 参 观 和

座谈中 ，习主席强调 ：“当年党中央离

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

考’。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

进步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富起来了 ，

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

杂 ，应 该 说 ，党 面 临 的‘ 赶 考 ’远 未 结

束”“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我 们 正

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

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

党的‘考试 ’、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

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 ’考好 ，努力

交出优异的答卷。”

正 入 万 山 圈 子 里 ，一 山 放 出 一 山

拦 。 历 史 的 长 河 从 来 不 乏 暗 流 涌 动 。

可以看到，在“赶考”路上，中国共产党

人遇到的雨雪风霜，总是充满着很多不

确定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时间推

移，中国共产党人对“赶考”的认识也在

不断深化，并以卓越智慧和胆识，在新

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为之赋予新的时代

内涵。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

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

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

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

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简洁凝练的字句，发人深省。这就

是一个政党在长期革命建设中凝聚起来

的精神品格。它总是让中国共产党人时

刻保持清醒，时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

挽住云河洗天青。党的十八大以

来，从增强“四个意识”到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从严厉整治“四风”到坚

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从“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到“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人们

深切感受到，我们党勇于面对各种重大

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

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

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

政治生活气象一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

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

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

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今天，当我们回看中国共产党人数

十年的“赶考”经历，可以深刻感受到：时

代在变化，世情在变化，中国共产党人面

对的“考题”亦在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遇到的各种风险考验到当前“四种危

险”、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建设发展遇

到的新的矛盾问题……都像一道道“考

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些“考

题”往往暗藏风险，一次次考验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智慧和品格。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坚守自己的

初心和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才能答好这些“考题”。

这就是“赶考”背后的历史哲学。

永葆“赶考”的清醒
和坚定

唐代诗人杜荀鹤写过一首题为《泾

溪》的诗：“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

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

沦。”意思是说，泾溪里面礁石很危险，人

们路过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所以长年

都不会听到有人不小心掉到水里的情

况。恰恰是在水流缓慢没有礁石的地

方，却常常听到有人翻船的消息。

这仿佛是个悖论。古老的中华文

明，很早就对此有了深刻认识。“安而不

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是

《易经·系辞传》中的记载。“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是《左传》中的

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孟子

的忠告……按说，在深受儒家经典影响

的数千年文化传承当中，居安思危的忧

患意识已然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鲜明特

征。但与此同时，历史长河中又不知沉

积了多少“翻船者”的惨剧。每每思之，

都不由得让人掩卷叹息。

居 安 思 危 ，何 曾 只 是 闪 耀 在 典 籍

里、吟诵在人们口中的一句话，今天记

之，明日忘之？历史的长河里，何曾只

有一处暗礁，此方过了，便一马平川？

1949 年 6 月，也就是在党中央离开

西柏坡的 3 个月后，新政协筹备会在北

京召开。在此期间，徐悲鸿等人推荐田

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

为国歌。但有的代表认为，新中国已经

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民

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已经过时了，建

议重新填词。但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同

意改，赞成歌词中“安不忘危”的思想。

经过充分讨论，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

既然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

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

不要改。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

话写在国歌里，也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只有把每一步都当作

险滩绝壁来走，才可能把路走得更稳。从

西柏坡走来的 70 多年时间里，中国共产

党人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才成功应对多

方挑战；也正是因为成功应对多方挑战，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 9100多万名党

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才能像今天这样

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自信、更加有力。

“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

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

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

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

“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

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

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

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

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

重大风险挑战。”

……

居安思危，这是党的领袖的谆谆告

诫，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大历史关口上，自觉自警思

忧患的生动写照。

今天，我们深知，数代中国人为之奋

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

此接近；今天，我们更应该深知，面对波

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局

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

要经受的考验必将更加复杂多变。

越怀“赶考”忧，才越能走好“赶考”

路。对真正具有“赶考”精神的中国共

产党人来说，这种忧患意识仿佛一条历

史的链条，已然贯穿于昨天、今天，也必

定连起明天。

土屋、柴凳、地图、油灯、石磨……

曾经在西柏坡指点江山的一代伟人们

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滹沱河畔那座精神

丰碑永远在我们心中巍然屹立，“赶考”

的强音依然在我们心中回响。

“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

奋 斗 精 神 ，永 远 保 持 对 人 民 的 赤 子 之

心”。。时光流转中时光流转中，，那张不断延伸的那张不断延伸的““答答

卷卷””上上，，历史在见证历史在见证，，人民在见证人民在见证。。

“赶考”远未结束
■栗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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