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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引领友党同行的历史经验

吴珍美

(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为了拯救和复兴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引领各民主党派携手同行 70 余载，取得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亦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共产

党团结引领各民主党派携手同行经验丰富，主要有: 一、目标确定，口号引导。通过积极的口号

团结引导各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二、领导有力，信心引领。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赖

以及共产党人榜样的力量，帮助各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树立与共产党同行的信心。三、立场

坚定，信念引路。通过践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团结引领各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共走救国

救民、振兴中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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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拯救和复兴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与各

民主党派风雨同舟 70 余载，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

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也实行了 64 年。这段历史从一个方面构筑了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明发展事业，也为中国共产党

提高执政能力积累了丰富经验。胡锦涛曾讲: 中

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9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实践

充分证明，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
动上同心同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最鲜明的特质，是我们不断夺取革

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有力保证。
以往学界和统战工作者探讨中国共产党与各

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多注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特点、发展历程，或从民主党

派的属性、政治功能及作用的发挥等方面下工夫，

成果颇丰，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各民主党派合作

中，如何引领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同行? 这个问

题则鲜有研究。而研究这一历史，总结其规律，对

于新形势下做好团结引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士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无产阶级

力量弱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反动势力极其

强大的不利环境。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历史赋予

的使命，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

统治，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用毛泽东的

话讲，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

人搞得少少的。换句话说，就是把最广大的人

民———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

团结起来，共同反帝反封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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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占着社会各阶层的绝大多

数，他们虽然实力比不上地主买办阶级强大，但数

量众多，往往在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

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否不断发展壮大

并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能否团结中间力

量，与他们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对于这

一点，中国共产党人早已认识到了。早在 1919 年

7 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中指出，“什么

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力量最强”，首次提出了“民

众联合”的极端重要性。接着，他又专门撰写了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

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1］( P42 ～ 43) 1922 年 5 月

23 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共产党在

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一文，第一次公开

提出了与国民党等其他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

基本主张。文章指出，“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

党派，像共产党、无政府党的势力都还微弱; 其他

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

有力量”;“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
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

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 United Front) ，才免

得互相 冲 突，才 能 够 指 导 劳 动 界 作 有 力 的 战

斗”。［2］( P182) 同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以党中

央的名义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

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

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

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

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到列

强和军阀双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

可免的战争”。［3］( P26) 并指明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

务和必要性。同年 7 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

会议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正式确立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有力地促进

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此后，中国共产党非

常重视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积极力量，与各革命

阶级和政党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实现革命

目标。
中国的民主党派，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

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

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

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其所联系和代

表的不是单一阶级，也就是说，各民主党派不是单

一阶级的政党，而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其

主要成员和领导骨干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进行了积极争取，主动

与民主党派沟通、交流，使各民主党派更多地了解

中共的主张。1938 年武汉失守后，民主党派纷纷

撤到重庆，周恩来所在的曾家岩 50 号成为沈钧儒

等民主党派代表共商国是的地方。同时，黄炎培、
江问渔等通过与秦邦宪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交

流，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中共政治主张和政策的

理解。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多次

长谈，改变了他对中共的既有看法。甚至连青年

党也“一 度 放 弃 反 共 态 度，与 中 共 采 取 联

系”。［4］( P251) 国社党的张东荪接受周恩来、董必武

的建议，继续留在燕京大学与中共进行联系。中

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从蒋介石国民党不断制造

的反共高潮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抗

日力量、唯一可以信任和依赖的朋友。不难看出，

各民主党派越来越走近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进一步强化了专制独

裁统治，国统区的抗日民主活动受到打压，民主党

派和民主人士遭受迫害。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

开展民主宪政运动，纷纷组织宪政团体，创办宪政

刊物，举办宪政座谈会，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呼

吁开放党禁，实行宪政。对此，中国共产党大力支

持并积极推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

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

的”。［5］( P678) 1944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建

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将宪政运动推向高

潮。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立刻“振奋了全国的

民主运动”，“为国际国内民主人士所拥护、所同

情”。［6］( P204 ～ 205) 随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 500
余人在重庆集会，响应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联合

政府主张。10 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

政治主张》，明确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

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等 10 项具

体措施。［7］( P32) 宪政运动，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

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威信，他们把中国

共产党“看作坚持民主的中心势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面临两种命运、两

种前途的大决战。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和

民主人士，首先挫败了国民党顽固势力欲借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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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达到压制和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阴谋。接着，

广泛开展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
虽然民主党派的一些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不尽相同，但却主张和平民主，

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其进步性给予了肯定，并支持

他们为此所进行的斗争，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利益，

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同时对他们中少数

人在重大问题上所持的不正确的政治观点进行批

评和斗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内

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相互支持、互相配合，建立

了和衷共济的合作关系。1948 年中共中央号召

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

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在万事俱备的条件下，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会议

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的基本原则及其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

领 导 的 多 党 合 作 和 政 治 协 商 的 政 党 制 度 正 式

形成。

二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有一个由浅

入深的过程。民主党派经历了由在国共之间奉行

独立的中间路线到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民

主和平而斗争的发展转变过程。这个质的转变，

既有民主党派自身的主观因素，更有中国共产党

循序渐进且多方面引导的客观因素。各民主党派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团结奋斗，为争取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和统一作

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团结引领各民主党派

携手同行积累了丰富经验，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

1. 目标确定，口号引导

毛泽东指出:“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

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

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

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

最基本的条件。”［8］( P513) 而口号在政治动员中的作

用是极其重要的。口号虽简短，但朗朗上口且非

常有力，极易吸引公众注意力，可以引导公众朝着

一个目标行动，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早在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口号的引导作用

颇有认识。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中朴实且鲜活地写道: 口号很容易深入人心，

几个政治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

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一经提出，马上“不翼

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妇女们的

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又从他们的脑子里

流到了他们的嘴上”。“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

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

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

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

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

女老少呢? 我想不能吧。”口号的政治宣传，效力

很大。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那些简单的口

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9］( P34 ～ 35)

因此，他反复强调口号的重要作用，指出: “只有

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9］( P102)

据此，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

的政治领导，首先是通过积极的口号引导实现的。
对此，毛泽东还有过这样的表述:“是根据历史发

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

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

动员口号”，作为全国各革命阶级“一致行动的具

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

的”。［9］( P262 ～ 263) 例如，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

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

和国”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

民主”、“一致对外”的口号，呼出了全国各革命阶

级、政党之心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分裂危

险时，中国共产党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

众，切实执行本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

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

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8］( P616) 维护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不破裂，以准备反攻力量; 为达此目的，实

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政治改革和经济

改革。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口

号，又提出了“要和平，反内战; 要民主，反独裁;

要自由，反迫害”的口号，动员起包括各民主党派

在内的国统区各方革命力量共同推翻国民党反动

统治，形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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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统一战线。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

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

立民主联合政府”，符合各民主党派之心愿，于是

纷纷响应，并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通电

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表明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主张。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冲破艰难险

阻，纷纷回到祖国怀抱，与中共一道创立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的口号，以后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使各民主党派与中

国共产党始终有朋友般的感觉，自觉自愿地接受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一道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而奋斗。由此可见，无论是战争年代还

是和平时期，口号的引领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它的

作用是巨大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并贯彻

积极的口号，就能引领各革命阶级、政党沿着正确

的发展轨道去奋斗并取得事业的成功。当今社

会，纷繁复杂，竞争激烈，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加

快，需要不断地学习以适应需求。而简明且寓意

深刻的口号，朗朗上口，易于人们接受和掌握，钻

进他们的脑子里，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他们的

嘴上，内化到他们的行动上。口号的引导作用，对

于我们今天实行的多党合作也没有过时，仍是需

要的。2011 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

曾就多党合作提出了 12 字令，即“同心同德、同

心同向、同心同行”。当然，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健

康持续发展，光有口号是不够的，即使是积极的、
催人奋进的口号，重要的是引导践行，使之富有

成效。
2. 领导有力，信心引领

信心是一种力量，可以使人或组织勇于面对

逆境，正视逆境，走出逆境。信心源自于对领导者

的信赖。中国共产党作为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领

导者，是怎样在革命年代就赢得包括民主党派在

内的同盟者的信赖呢? 对此，毛泽东讲: “领导的

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

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 甲) 率领被领导者( 同盟者) 向着共同敌人作坚

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 乙) 对被领导者给以物

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

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

不能实现领导。例如共产党要领导中农……如果

没有这些，我们就要丧失中农的拥护。城市中工

人阶级和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

损害的中产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也

是如此。”［10］( P1273) 他说:“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

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

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人民的大救星。［8］( P674)

旧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人民群众长期

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饥寒交迫，备受

奴役。中国共产党不辱使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

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解放

战争初期，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选择。
起初，民主党派对欧美模式抱有幻想，试图走“中

间道路”，但是当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摧

毁国民党反动势力，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能力和领导力量，中国革命进入高潮，而中间道路

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们选择跟随共产党，推翻国

民党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从未被困难所压倒，

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为光明的中国而奋斗

不懈，其行动感化着各民主党派，无不认为: 没有

共产党，中国人不知何时走出黑暗。他们说: “四

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

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痛快

无比的大事; 而这一大事之快要完成，三百余万共

产党员在毛主席领导下艰苦奋斗，实为其最主要

的因素。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

暗的日子何时始能终了。”他们充分相信，中国人

民必然永远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人

民民主的工业化的中国必然建造成功”，而中国

共产党“又必然与中国人民同寿同荣”。［7］( P555)

信心又源自于榜样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要率

领同盟者同心协力投身于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必

须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其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榜

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

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复强

调共产党员在其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的极端重要

性。如毛泽东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

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

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

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

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

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

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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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 应该言必信，行

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

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

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长期战争和

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

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

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

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8］( P522 ～ 523)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 在

广大人民群众按照本党的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

来时，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

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应该做到

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这就是说，

共产党员要始终站在革命事业的最前列，要冲锋

在前，成为英勇奋战的模范。只有这样才能带领

同盟者去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共产党员在努力地

践行着。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党人

身先士卒、赴汤蹈火换来的，是共产党人率先垂范

和无私奉献赢得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中国共

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

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

中间掀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斗争中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

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

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所信任的被人民

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

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9］( P184 ～ 185) 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畏艰

险，排除万难，与各民主党派合作，探索出一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使中国人民越来越有

奔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地位也越来越巩固。
3. 立场坚定，信念引路

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

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9］( P3) 可

见，党的政治领导的责任首要的是为革命指明正

确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

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信念，并制定最低纲领和最

高纲领，逐步地去实现。党的最低纲领是进行新

民主主义革命，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社会。民主革命时期，“每个共产党员入党

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而奋

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

个明确的目标”。这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

不含糊的”。［11］( P1059) 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

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个新的社

会制度。它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

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

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革命改变了面貌。
“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

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8］( P686)

任何政党要巩固维系，要发展壮大，无论采用

何种手段和方式，重要的是必须依靠信念的强大

引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 “要团结就要有共同

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

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

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

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12］( P190)

在战争年代是什么信念让民主党派的同志走

到了一起? 又是什么力量让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

作，最终跟随共产党? 是追求民主宪政、建设强盛

国家的信念，是共产党践行的新民主主义能够救

国救民、振兴国家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新民主主义，其基本纲领

是: 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

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

银行、大 工 业、大 商 业 归 这 个 共 和 国 的 国 家 所

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

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

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

法，没收 地 主 的 土 地，分 配 给 无 地 和 少 地 的 农

民”。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

思想的奴役，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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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706 ～ 707) 与

此相适应，在抗日根据地还尝试了“三三制”政治

改革，即民主政府的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原

则，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

占三分之一。这实质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

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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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派的民主专政。
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实行的

“三三制”政治改革，让各民主党派清楚地了解了

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和正在做的，即团结各革命

阶级、政党，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争

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自由，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

的政权。新民主主义纲领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意

愿，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愿望有相同之处。因而，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推行和“三三制”的实施促进

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的团结

合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共产党真正建

立起了与各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团结合作、荣辱与

共的政治联盟，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

派日益聚集在中国共产党反帝爱国的旗帜下。在

抗日战争时期，在旧政协会议和国共谈判时期，以

及抵制非法国民大会过程中，共产党与各民主党

派合作斗争，孤立了国民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民主党派也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斗争中认识

到，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与

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合作，接受中国共产

党领导。他们深有体会地说: “我们越靠近共产

党，越能虚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组织就越

能健全，我们的工作就越能发展，我们的影响就越

能扩大，我们就越能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完成我们

的使命。”［14］

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党要取得发展和

胜利，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的同盟者，为共

同目标而合作，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中国

共产党高度重视实行统一战线，注重与民主党派

的团结合作。为了争取民主党派与其同行，中国

共产党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诚心诚意地与民主党

派沟通交流，并审时度势，适时提出正确的方针政

策进行引导，同时用自己坚定的信念和带领同盟

者取得胜利以及率先垂范的先锋模范作用来感化

和引导，使其自觉自愿地跟随共产党。对此，毛泽

东有过这样的描述: 中国共产党凭借着中国革命

斗争的经验，凭借着党的领导有力量，凭借着党在

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深入的理解，不

但建立了包括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在内的广

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而且领导了伟大的民主革命。
党的组织由此走出了狭小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

的大党。［8］( P163)

今天，中国共产党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同样需要调动千军万马，需要民主党派的和衷共

济，同心同行。虽然民主党派一直在追随着中国

共产党，并积极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但是，怎样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制度可持续地健康发展，使民主党派与中国

共产党持久地同心同行? 上述中国共产党引领各

民主党派携手同行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从某些

方面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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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etic Background of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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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uch poetic works of Pre － Qin and Han as Maoshi Daxu ( Mao Book of Poetry: General Prologue)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oems unfolde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theory of“poetry to express aspirations”and“poetry to express feelings”，

and during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e poetry was flourishing． Cao Pi and Cao Zhi were the representative poets of the school of
“poetry to express aspirations”and“poetry to express feelings”．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etry of Cao Pi and Cao Zhi is bene-
ficia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ir poetic creation，and the paper holds that Cao Pi was the pioneer of emotive and gorgeous poetry of
the Six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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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Leading Ｒole of CPC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ies

WU Zhenmei
( College of Marxism，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juvenate the Chinese na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gether with cooperation with the demo-
cratic parties in the past decades succeeded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and made great achieve-
ments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ause． Dur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ies，CPC has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irst，CPC united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democratic personages with set goals expressed in slo-
gans; second，CPC had powerful leadership and confidence in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democratic personages; third，CPC，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democratic personages held firm stand to the road of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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