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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遵义会议割除了寄生在党
的肌体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这块毒
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
我革新的政治品格

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在中国革命的道
路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
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创建红色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
路；二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将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教条
化，并用其指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当时的
中国共产党自身还不成熟，加之中国共产党是
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左”倾教条主义一度处
于主导地位。
（一）“左”倾教条主义是幼年中国共产党肌

体中的一块毒瘤，它的危害达4年之久

1931年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远东负责人米
夫的支持下，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成为党的
实际负责人，他提出“只有国际路线才是挽救中
国革命的武器”这一不顾中国实际、照搬照抄苏
联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观念。王明在去莫斯
科做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之前，特意安排从
苏联留学回来、没有任何实际斗争经验的博古
“负总责”，继续执行其教条主义路线。1933年1
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便开始
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

从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到1932年10月
的宁都会议，“左”倾教条主义者逐步解除了拒
绝执行教条主义路线的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
权。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提出“不让敌人蹂躏
一寸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争取苏维埃
在全国的胜利”“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
先胜利”的口号。

1933年9月下旬，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来
了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曾担任过苏联红军骑兵师参谋长的
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作为军事顾问。不懂军事
的博古将红军的指挥权全权地委托给李德。李
德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欧洲的正规战、放弃原
中央苏区行之有效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使弱小
的红军硬刚强大的敌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同优势之敌死打硬拼，疲于应对，“每次战役总
是死伤二三千”“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
战士……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苦战一
年多，中央苏区红军陷入绝境，不得不实行战略
转移。

在李德、博古的把持下，中央红军实行战略
转移即长征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
究，也不对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
政治动员工作，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长征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带着许多笨重的印
刷设备、军工机器等物资，行动迟缓，由于中央
红军缺乏机动，一场湘江血战，中央红军折损过
半，遭受了红军建军以来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二）遵义会议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这块

毒瘤，党在自我革命中涅槃新生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湘江战役的
惨重损失，使李德、博古在红军指战员中失去了
公信力，广大的红军指战员盼望毛泽东出来指
挥红军。而这时的李德、博古仍固执己见，他们
不顾蒋介石在沿途布下三十万重兵的事实，执
意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他们展开
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从老山界到通道，再到黎
平、猴场，一路展开争论。

1934年12月至1935年初，中共中央前后召

开了三次重要会议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
会议，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进
军的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以少数服从多数的
原则不断否定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的瞎
指挥，不再迷信共产国际指示、盲从苏联经验。
“许多同志已从一次次的失败中觉悟过来，逐渐
对他们的一套发生怀疑，认识到必须改变党和
红军的领导，从当时的实际出发，采取正确的战
略战术”，这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
基础。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
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
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
报告中极力宣传敌人的强大和党在白区工作的
不力，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推卸责任。接
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
“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
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在会上的长篇
发言为会议定了主基调。他批评博古的报告是
为自己的错误辩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和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其根源在于军事上的
单纯防御路线，其错误体现在战争中的三个阶
段，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
围时的逃跑主义。

遵义会议解除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指挥
权，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直接
讨论的是军事问题，实际上是对几年来基本路
线问题的再审议。博古既主持会议，同时在路
线方面又是被审查的对象。遵义会议不仅是对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总结，更着眼于党
和红军未来的路怎么走，这可是当时党和红军
头等的政治问题，正如遵义会议形成的《中共中
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指
出，“必须处处从实际出发，包括从变化着的实
际出发，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就表明遵义会
议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
想路线，也因此它在革命危急的关头，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党经过自我
净化与自我革新，获得了涅槃新生。

二 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是自我革命的自我
完善、自我提高的生动阐释

遵义会议被公认为党在生死攸关时刻的正
确抉择，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时间越久越能得到
印证。党的重要文献称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
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
死攸关的转折点”。所谓转折点，通常是指由新
事物替代旧事物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时刻。遵
义会议后，党和红军的状况明显地改善，生动地
再现了党在自我革命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
两个重要环节。
（一）就领导体制而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比之以往更成熟、更有能力，特别是具备了应对

和化解重大危机与风险的能力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谈到遵义会议的重大历
史意义，他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
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
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遵义会
议之后亦然。遵义会议后不久，出现了“是否进
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风波。1935年3月
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主席
朱德要求攻打交通便利、商贸繁荣的打鼓新
场。张闻天在苟坝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会议从
以少数服从多数否定毛泽东“不能打”的正确意
见，再到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辨明
敌情，翌日晨再次开会接受毛泽东正确意见，并
采纳了毛泽东“鉴于军情瞬息万变，成立新的
‘三人团’指挥红军以取代集体开会研究作战”
的建议，充分反映新的领导班子知错必纠的民
主作风，相比中央苏区时，李德、博古的惩办主
义、以个人的专断代替整个军委的决策，领导班
子素质大为提高。

1935年 5月 12日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针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和要求
撤换军事指挥的错误意见，与会者明辨了是

非，对林彪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教育，反映了新
的中央领导集体党性强、坚持真理、坚持实事
求是的政治品格。在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
为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
持团结—斗争—团结的方针，既有策略上的
让步，又有原则上的斗争，最终战胜了张国焘
的反党分裂活动，体现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不凡定力，以及斗争的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显示出高超的
斗争艺术。
（二）遵义会议后，红军作战更加机动灵活、

处处主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灵
魂，“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
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
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
挥以及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
所承认”。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出四川，或东进与红
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数十万大军向遵
义一带铁壁合围，企图一举围歼红军。红军在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示形北渡长江，
却忽然西进扎西；待敌奔来时，掉头东进，再占
遵义；当敌合围遵义、鸭溪之际，红军再次西进，
跳出包围圈；当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北渡长江布
重兵，红军却折返贵州，佯攻蒋介石坐镇的贵
阳，调出滇军致云南空虚，红军虚晃一枪于昆
明，忽然向北从容渡过金沙江，将数十万国民党
大军甩在后面。其间红军四渡赤水，是遵义会
议后取得的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四渡赤水
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极大地丰富了
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指挥艺术。

随后，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
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涉过险象环生的草地，胜
利地完成了长征，通过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
时期进行对比，党和红军更加明白一个道理：
遵义会议确立的正确路线，以毛泽东军事指挥
艺术为代表的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
事指挥艺术，是党和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
本保证。

三 遵义会议留下的政治遗产：
自我革命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利器

遵义会议勇于纠正错误，其确立的实事求
是、独立自主、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自此成为
全党公认的正确道路，并作为一种宝贵的政治
财富持续相传。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了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因而在之后的几十年
岁月里，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巨大的成
就。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重
要启示。
（一）自我革命是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的制胜法宝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
属性，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却不是与生俱来
的，更不是永恒不变的，必须在接续的自我革命
中进行锻造与淬炼，从而不断地实现自我净化
与自我革新，必须有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长期而
艰巨的清醒，必须有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坚
定和执着。“自觉向体内病灶开刀，清除一切侵
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要永葆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就要不讳疾忌医，敢于刀刃向内，同一
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行为作
斗争，唯有如此，党才能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自我革命是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

周期率的制胜法宝

历代封建王朝由盛而衰、农民起义先胜后
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其中蕴含着治乱兴
衰的周期率，究其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地
指出，“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还说到，而我们
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就在于“从不讳疾忌医，
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中
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从八七会议纠正陈
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遵义会议清除王明
的“左”倾教条主义毒瘤，到开展以反对主观主
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任务的延安整风运
动，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
再到党的二十大“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
命”，历史深刻昭示，中国共产党始终直面自身
问题，勇于实现自身革命性锻造，从而跳出历史
周期率，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
（三）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目的不仅仅限于解决自身问
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进社会革命，进而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新时代，党的社会革命就是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球经济失衡加剧、政
治多极化日趋明显，各种风险隐患交织重叠，中
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锻造，才能
获得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主动，进而更
好地担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弘扬遵义会议精
神作出重要指示，“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
芒”。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光辉
典范。新时代弘扬遵义会议形成的勇于自我
革命的精神，就是要始终具有“自我革命永远
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在不断地自我革命中
把我们党淬炼成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
活力、人民衷心拥护、能经受各种风浪考验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
王家宏 唐鑫

自我革命的实质就是事物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实现自我超越，其内在蕴含着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的逻辑环节。所谓自我净化，就是自觉割除毒瘤，保证其肌体健康；自我完善，就是自觉丰富功能，健全自我革命制度规
范体系；自我革新，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自我提高，就是要自觉增长才干，全面增强执政本领。

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
快。”我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虽然没有提出自我革命这一命题，但自我革命却始终贯穿于党的发展过程中，并成为其基
本的“政治基因”。特别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进行自我革命的伟大尝试和光辉典范。
谨以此文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

每到冬季，梅花盛开，人们会前往梅园

或公园，去尽情欣赏梅花的风姿，享受冬日

里的一抹春意。而我，则喜欢徜徉于那些古

色古香的画作，闻着墨香，欣赏梅韵。元代

画家王冕的《墨梅图》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让我百看不厌。那简练

洒脱的笔触、浓淡相宜的墨色以及深邃的意

境深深吸引着我。

王冕的《墨梅图》，是他晚年的巅峰之

作，这幅画不仅展现了王冕深厚的艺术功

底，还蕴含了他丰富的情感和人生哲学。《墨

梅图》描绘了一枝倒挂梅，枝条茂密且错落

有致。梅花或含苞欲放，或绽瓣盛开，或残

英点点，正侧偃仰，千姿百态。高洁的花朵

与铁骨铮铮的干枝相映照，清气袭人，深得

梅花清韵。干枝描绘得如弯弓秋月，遒劲有

力；梅花的分布富有韵律感，长枝处疏，短枝

处密，交枝处尤其花蕊累累。勾瓣点蕊简洁

洒脱，整个画面虽无设色，但梅花的清香似

从纸背透出。

这幅画构图新奇，画面中的梅花作倒挂

状，构图独特，打破了传统梅花画的常规布

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王冕以墨色画

梅，浓淡相宜，干湿并用。干枝用笔挺拔有

力，尽显梅花的高洁和傲骨；花朵则以淡墨

轻染，花蕊、萼片加墨重点，清新俏丽。《墨梅

图》表达了画家清高的气概和不与世俗同流

合污的高尚品格，画中的梅花是他自己的写

照，也是他人生追求的象征。

在赏析这幅画时，我最为动容的是王冕

对梅花品格的赞美与追求。他笔下的梅花，

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花朵，更是他内心情感

与人生追求的象征。画面左上角，王冕题有

七绝诗：“吾家洗研池头树，个个华开澹墨

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这

不仅是对梅花的赞美，更是对自己人生追求

的表露。他不求名利，不慕繁华，只愿如梅

花般坚守高洁，将清气洒满人间。

在欣赏《墨梅图》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

到了王冕的艺术造诣和人格魅力。他以墨为

媒，以笔为介，将梅花的神韵与自己的情感完

美融合，创造出了这幅不朽的艺术佳作。画

面中的每一笔、每一画，都透露出他对梅花的

热爱与敬仰，也传递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

《墨梅图》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思

考。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往往容

易被名利所迷惑，忘记了内心的追求和坚

守。而王冕笔下的梅花，却像一盏明灯，照

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它告诉我们，无论外

界如何喧嚣，我们都要坚守内心的纯净与高

洁，像梅花一样，在严寒中傲然绽放，散发出

属于自己的清香。

《墨梅图》是一幅集艺术性、历史性和文

化性于一体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展现了王

冕高超的绘画技艺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更传

递了深刻的文化寓意和象征意义。在欣赏

这幅画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与

人生的真谛，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追求高洁与

坚韧的信念。愿我们都能如王冕笔下的梅

花一般，在人生的道路上傲然绽放，散发出

属于自己的清香。

赵匡胤之所以能坐上九五之位，成为宋朝开国
之君宋太祖，赵普功不可没，所以赵匡胤上位不久，即
重用赵普为宰相。不想赵普任相后，居功自傲，擅势
专权，又收受贿赂，培植党羽，宋太祖深感忧虑。倘若
以皇帝身份直接罢黜处罚赵普，朝野间定会说三道
四，什么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于社稷不稳，于声
名不利。而且，赵普毕竟有从龙之功，对自己的家族
也算竭尽全力，不宜自己出面大动干戈。
为此，赵匡胤想了一个办法，让翰林学士窦仪出

面。窦仪是老臣，齿德俱尊，让他出面弹劾赵普，灭
一下赵普的威风，撼动一下他的地位，自然能打击赵
普的嚣张气焰，也更有说服力和威慑力，自己作为皇
帝，再顺势给予处理，这样既不用担心风言风语，又
能达到目的，是颇为稳妥的。

某日，赵匡胤召来窦仪，寒暄过后，谈及赵普，说
他如何目无法纪，如何专横跋扈，长此以往，于江山社
稷不利云云。赵匡胤喋喋一大通之后，静候窦仪的响
应，以引出更多对赵普不利的话题，如此便顺水推舟，
水到渠成。窦仪作为自己手下的“笔杆子”，属近臣心
腹，当心领神会。况且，当时关于窦仪可能任相的传
闻亦多，自己也早有此意，只要他顺着杆子爬，说不定
赵普离任之际，就是窦仪上任之时。
但是，让赵匡胤大出所料的是，窦仪听完他一番

谆谆之语后，不仅没有借机批评赵普，反而盛赞赵普
公忠亮直，功劳卓著，这令赵匡胤非常不快。但不快
归不快，总不能因他没附和自己就随意处罚吧。于
是，窦仪因为没有在皇帝与宰相的矛盾中找准位置，
顺势而为，给自己招来了皇帝的不满，后来果然没能
当上宰相。
当然，皇帝要处理人，不会因为窦仪的抗节不附而

搁浅。后来，赵匡胤又召来同为翰林学士的卢多逊。
卢多逊与窦仪最大的不同是，他更有心机，更喜进用，
为一己之利可以毫无底线地使绊子、放冷箭。因此，皇
帝一个暗示，卢多逊立刻意会，“遂攻普之短”，赵普随
即被罢相外放。赵普外放后，卢多逊先被提拔为副宰
相，不久被重用为宰相，一切顺理成章。

赵匡胤去世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上台。因为
朝野间关于他上位不正的风言杂议很多，“斧声烛
影”传得绘声绘色，所以，赵光义急需一位资历深又
有手段的宰相帮自己正名，并巩固权位，而这种角
色，舍赵普其谁呢？因此，赵普被重新召回，与卢多
逊并列为宰相。不久，即有人状告卢多逊结交攀附
太祖、太宗之弟、秦王赵廷美，且对赵光义出言不逊，
卢多逊因此遭三代削爵、全家流放的处罚，最后忧愤
成疾，死于流放之所。

据宋人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记载，窦仪婉
拒赵匡胤拉拢后，回到家曾同他的弟弟们谈及拒绝
的原因时说：“我必不能做宰相，然亦不诣朱崖（今海
南海口，泛指流放之地），吾门可保矣。”意思是说，我
拒绝了皇帝，当然不可能成为宰相，但也不至于被问
罪，受到流放的处罚，一家老小可保无虞。

官场是个大染缸，在这个染缸里染了数十载的
窦仪，面对极大尊荣的诱惑，还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
脑，实属难能可贵。他清楚地知道，通过打击同僚来
换取步步高升和荣华富贵，不但手段卑劣，自己也会
因此陷入权力争斗而不能自拔，他人的今日，或许就
是自己的将来，“诣朱崖”只不过是时间的先后而
已。若想“不诣朱崖”，唯有坚守内心，顺其自然，才
能避免兔死狐悲的后果，保证自己和家人的一世平
安。窦仪是这样做的，结果也如他所言，虽未拜相，
但也未贬官，逝后还追赠右仆射，也算平安着陆，高
位善终。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窦仪之所以拒绝构陷同僚，
与他的品质相关。《宋史·窦仪传》记载：“太祖屡对大臣
称（窦）仪有执守，欲相之。赵普忌仪刚直，乃引薛居正
参知政事。”可知宋太祖放逐赵普之前，赵普排挤过窦
仪，而即便对于排挤过自己的人，在明知皇帝授意的情
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高官厚禄面前亦不落井下石，足
见窦仪为人的正直、品格的高尚，故名相范质评价他
“清介重厚”，是一个清正耿直、持重敦厚的人。窦仪去
世后，宋太祖甚至哀叹道：“天何夺我窦仪之速耶！”表
达了未予窦仪以大用的深深遗憾之情。

清介重厚说窦仪
文维汉

开
栏
语

冬赏一枝梅花韵
——赏看王冕《墨梅图》

魏馨媛

古画之美，宛如璀璨繁星，闪耀于历史长河。岁月凝其
韵，文化载其华。每一幅古画，都是艺术家们智慧和情感的
结晶，更是那个时代社会风貌、文化精神和审美追求的生动
写照。今推出“品墨鉴雅”专栏，与读者共品古画之妙，感受
古代艺术的无尽魅力，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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