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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红岩精神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和革命志士，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坚持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
线，在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实际斗争中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
　　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化、追求崇高精神的民族。
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和合统一、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伟
大民族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继承人，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进程中，先后培
育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
这些革命精神，不仅实现了民族优秀传统与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
，让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之树重现生机，更成为推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胜利前进的强大精
神动力。
因此，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
”　　任何“精神”都植根于特定的历史环境，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存在和必然需求，并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观念形态的发展方向。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红岩精神，它的产生同样有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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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
《红岩精神研究》课题的完成和本书的出版，是编者献给这个伟大历史的一份特殊礼物，是编者对周
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深情缅怀的一个真挚表达。
     《红岩精神研究》是编者从理论与学术的角度对红岩精神进行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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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在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
事战略问题，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使中国共产党
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随之，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
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
要求党和红军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充当发起人和坚强的台柱子，并且强调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中发挥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的发展，一方面积
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各地方实力派和爱国人士等社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以争取同盟者。
这一工作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进展。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两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此过程中，为了适应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还不断调整对蒋
介石集团的政策，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直至西安事变期间的“联蒋抗日”，这些都
为之后第二次合作国共的实现，以及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日本侵略势力步步进逼，国内人民抗日情绪不断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他在1936年7月13日宣称：“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
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②为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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