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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产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指导

思想。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借三民主义之名，大肆鼓吹

“一个主义”，狂妄叫嚣“收起”共产主义，毛泽东着重

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

作用。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

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

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

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

最合理的”。他分析说，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

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

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

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

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

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这样的主义，是

“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

共产主义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有最低纲领和最

高纲领两部分。“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

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

想体系所指导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

基本上相同，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

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为了免除误会，毛泽东指出，三

民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旧的过时的三民主义，一种是

新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

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以

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这

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

本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这才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

统一战线。但也有不同的部分，这就是：①民主革命

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

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

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②
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实现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③共产主

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

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

心论。④共产主义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

底性，三民主义则没有。忽视这些差别，只看到统一

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以上比

较证明，共产主义比新三民主义更科学、更先进、更

正确，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

利。

二、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蓝图

《新民主主义论》在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

题后，清晰地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这个新社会

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

化”，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1）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毛泽东首先界定了“国体”“政体”的内涵：“国

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当今世界上的

国体包括三种基本形式，一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乃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形式；二是无产阶级的共和国，

即苏联首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三是几个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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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

封建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中国的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这种形式。具体到抗日战争

时期，“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

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

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新民

主主义的国家既不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也不能实

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

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

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

关，就不能代表国家”。这个界定，既明确了政体的内

涵，又明晰了政体的作用，并阐明了政体和国体的关

系。毛泽东设计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采取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

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

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发挥一切革命

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

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

——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2）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既不能停

留在旧的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也不同于欧美式的资

本主义经济，而是走一条“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

的路。据此形成的经济纲领就是：第一，“节制资本”，

即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家所有，使之成

为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

导力量”。第二，“平均地权”，即“没收地主的地，分配

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

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并在此基

础上，发展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同时允许富

农经济的存在。第三，“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

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

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3）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

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则

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

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

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文化”。他在分析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战线斗争

的历史特点，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文化发展历程的基

础上，阐述了以下基本观点：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文

化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这种文化，只能由无

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去领导，任何别的阶

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在现时，毫无疑

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学习”。第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文化。

“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

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常有我们民族的特性”。

“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

天的新文化”。我们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

但一切外国的东西应该批判地吸收，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

点”。第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文化。“它是

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

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我们必须尊重

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决不是颂古非今，

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第四，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

众的，因而是民主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

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

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

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

中国”。毛泽东豪情满怀地昭告国人：“举起你的双手

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结晶，以

其独创性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依据国情、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在今天仍然

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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