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0卷　第 2期

2007 年 3 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60.No.2
Mar.2007.157 ～ 162

收稿日期:2006-12-20

崇高的理论信念 ,伟大的长征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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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 ,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

人间奇迹 ,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长征既是中央红军北上抗日 、实现战略性的转

移 ,又是中华民族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史开端 ,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次成功的历史选择 。长

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坚定信念的伟大胜利 ,要大力弘扬和继承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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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 ,中国工农红军行程数万里的长征 ,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 ,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 ,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史诗 ,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纪

念长征胜利 70周年之际 ,我们既要缅怀先辈们战胜无数艰难险阻 、创造出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 ,又要承

继先辈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

一 、长征是中华民族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史开端

1935年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说: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 ,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

帝到今天 ,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 12个月光阴中间 ,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 ,地下几

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 ,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 ,长驱二万余里 ,纵横

11个省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 ?没有 ,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

告 ,红军是英雄好汉 ,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则是完全无用的 。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

追堵截的破产。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 、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第 72-74 页)。长征的胜利实现了

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 ,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程 ,奠定了历史性的良

好开端。

从毛泽东这段论述中 ,首先使我们认识到 ,中国工农红军行程数万里 、冲破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

堵截 ,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 ,胜利完成了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向陕北的战略转移 ,实现了从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到抗日民族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闪射出中华民族振兴的曙光 。在红军长征途中加深了

党中央对中国国情和政治形势的认识 ,特别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的形势 ,清醒地看到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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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侵略者企图独占华北 ,中华民族面临十分危急的紧要时刻 。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民族的希望 ,

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八一宣言》 ,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际 ,立即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战略转变的任务。

1935年 10月吴起镇政治局会议指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 “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

命战争 ,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 。1935年 11月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统一

战线”问题 ,并于 12月 6日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伟大战略转变

的序幕。

1935年 12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 ,通过了张闻天起草

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从中国实际出发 ,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策略方针 。《决议》指出 ,“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在新的民族革命高潮下 ,不仅工人 、农

民 、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 ,而且“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 ,

也有“直接参加”反日战争的可能 ,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 ,也可能发生分化 。《决议》指出要建

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和上层的)” 。“不论什么人 ,什么派别 ,什么武装队伍 ,什么阶级” ,

只要反对当前主要敌人 , “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我们的任务 ,是在不但要团结一

切可能的 、反日的革命力量 ,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 。是在全国人民有力出力 ,有钱出钱 ,有

枪出枪 ,有知识出知识 ,不使一个反日的爱国者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

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是一个既包括各党各派各军 ,也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

胞的统一战线。为此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 ,中国共产党又适时调整其政策 。1936年 8月 ,中央

政治局会议确定要与蒋介石联合 ,与南京合作 ,主动放弃“抗日反蒋”口号 ,实行“逼蒋抗日”方针 。政治

局会议讨论了“和南京谈判”的条件 ,认为南京政府要是真正抗日 ,给抗日的民主 ,我们就同它讲统一 ,承

认统一指挥 ,统一编制 ,同意取消红军名义 、取消苏维埃名称 ,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

领导之下;提出停止内战 、抗日民主 、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共产党提出的方针 ,既是国共

两党团结的方针 ,也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 ,为制止蒋介石对统一

战线的破坏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不仅使国民党 、蒋介石溶共限共的政策归于失败 ,

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击退其制造的反共高潮 ,不断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 。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 、取得抗

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法宝。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思想

武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 ,结束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历史 ,洗雪了

19世纪 40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 ,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历史转折点 ,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

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的 , “当两党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 ,日

寇可以不费一弹而得东北四省 ,当两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了的今日 ,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

中国的土地。 ……统一战线的发展 ,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

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
[ 2]
(第 336 页)事实上 ,全国各族人民因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在精神上受到

极大鼓舞 ,提高了民族自尊心 。因此说 ,长征既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伟大

战略转移 ,也是中华民族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史开端。

其次 ,就长征蕴涵的深层意义上说 ,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史上的历史性的大转折 ,也是中国

现代革命史中一次成功的历史选择 。从 1840年鸦片战争到 1911年辛亥革命的半个世纪之间 ,历次发

生的人民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次好的历史选择 ,在孙中山及其创立的国民党发

动下 ,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 ,由于缺乏彻底的历史观理论基础 ,

缺乏统一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意志 ,加之党内领导层严重不纯 ,导致革命成果被帝国主义及其在中

国的代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客所篡夺 ,“三民主义”纲领成为空文 ,不得付诸实施 。可见 ,在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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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力”中处于事变中心的领导人物未能洞察一切 ,历史发展的“合力”就会被保守方面的力量拉向邪

路 ,使国民革命归于失败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选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认识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 ,经过共产党内外的斗争 ,革命实践的胜利与

失败 ,通过反复纷争与总结 ,最终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历史事变的中心人物 ———毛泽东 。1935年 1月

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 ,实行了从实际情况出

发 、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改变了过去“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 ,因而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正

如毛泽东所说:“谁使长征胜利呢? 是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 ,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 1](第 74 页)。

在遵义后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当时已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 ,洞察全局 ,对中国社会的

发展做出了科学的预见 ,因而不仅领导了北上抗日的长征胜利 ,而且力挽了民族危机。所有这些 ,特别

是长征中发生的一些惊人的问题和事件 ,表面上看是些偶然事件 ,而实际上却是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规

律的必然表现。正像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

中产生出来的 ,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

即历史结果 ,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 ,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 ,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

的。”
[ 3]
(第 697 页)恩格斯的这段概述 ,也可以说 ,是对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 ,中经北伐革命 、1927年汪

精卫和蒋介石背叛革命 ,到蒋介石发动内战 ,对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政权和工农红军进行的五次反革命

“围剿”失败 ,以及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历程的全部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 ,从而深刻说明:长征既是伟大的

革命战略的历史性转折 ,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成功的历史选择 ,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根本性的转折 ,是

中华民族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史性的良好开端。

二 、长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的胜利

长征的伟大胜利不是历史的偶然 ,也不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纯军事行动 。长征的胜利既有历史的客

观必然性 ,又是理论自觉的成功指导。长征本身呈现的是反对敌人追阻的军事对峙 ,但长征本身 、特别

是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落脚点的确立问题 ,经过不断的调整而最终定在陕北。这是党中央经过反复

思虑 、具有明确地预期目的的 ,是理论自觉的表现 。我们知道 ,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

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泽东 1929年 12 月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

表大会写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从思想理论上保证了土地革命和武装革命的总路线 、总方

针的贯彻和实施 ,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全面展开和根据地的扩大。《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深刻

地批判了脱离革命实际的“单纯军事观” 、“极端民主化” 、“非组织观点” 、“绝对平均主义” 、“主观主义” 、

“个人主义” 、“流寇思想” 、“盲动主义残余”等教条主义的危害。同时 ,针对红军主要成分来自农民的现

实 ,毛泽东就提出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 ,强调用马列主义武装红军 ,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灌输到

军队之中 。由此可见 ,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及其前后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 、《井冈山的斗争》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名著 ,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的结晶 ,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库 ,但却受到了教条主义的挑战和否定。然而 ,伟大的红军长征 ,又翻

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新篇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问题。

1931年 1月 ,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 ,否定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 。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根

据地 ,进行战略转移 。长征开始后 ,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领导红军的李德在战略退却中奉行逃跑主

义 ,又造成湘江战役失败 ,造成中央红军由出征时的 8.6万人锐减为 3万余人。党和红军内对“左”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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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不满情绪 ,对毛泽东的怀念情绪 ,就一天天增长 ,大家都在思考革命为何走到失败的这一步 ?革命

的下一步如何走 ?成为思虑的焦点 。到 1935年 1月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了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

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 ,而是集中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

题 ,经过批判斗争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

位 ,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 ,从而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列主义轨道上来 ,

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是历史的选择 、是全党全军经

过反复比较 、反复思考之后的惟一正确选择 ,没有这样一段沉思和思索 ,是不可能出现遵义会议的 。长

征开始后 ,党中央又逐渐排除了共产国际的影响 ,从实际出发 ,审时度势 ,决定把革命大本营的落脚地放

在陕北。党中央 、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 ,战胜张国焘公然分裂红军的活动

的同时 ,率领陕甘支队迅速北上 ,于 1935年 10月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 ,为红军担负起抗日战争的使命

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段曲折发展的历史事实 ,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充分反映了党中央 、毛

泽东领导的长征胜利 ,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信念的胜利 ,表明党中央的领导层及广大红军骨干 ,在

思想理论上认识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把握住了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特点。恩格斯曾说:“在

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 ,是具有意识的 、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 、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

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的支配的。”[ 3](第

247 页)遵义会议后 ,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 ,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国民党蒋介

石提出的“中日有提携之必要” 、“无排日之必要”的不抵抗政策的诱导下 ,企图独占华北 ,中华民族处于

十分危机的时刻 。党中央审时度势 ,准确地把握住了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重大特点 ,与时俱进 ,果断

地调整了革命战争的战略 ,为团结全民族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并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前列 ,肩负起中华民族的希望 ,实现了长征的胜利 。因此说 ,长征集中体现了当

时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 ,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的胜利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领袖 ,既

有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 ,又有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念 。在长征开始时 ,对长征过程及其达到预期目标

的艰难性 、复杂曲折性等问题 ,就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形成了。长征中他所作的许多诗词就是很好证明。

如湘江战役失败后 ,他对中国革命下一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索 。在长时间的凝思后 ,毛

泽东以大无畏的气魄咏叹《十六字令》 ,以眺望远方的曙光 。后来他吟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清平

乐———六盘山》以及《七律 ———长征》等 ,都深刻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历史主体的社

会实践活动不是盲目的 ,在实践活动开始发生时 ,实践者的心中对所从事的活动所要获得的目的不能优

柔寡断 ,不能缺乏信心和热情 ,而应该有明确的坚定信念 ,以炽热的感情 、顽强的意志去行动 ,就一定能

够达到最终的目的 ,获得全胜 。回顾红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 ,经受残

酷自然环境的考验和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 ,红军上下团结一心 ,同甘共苦 ,生死与共 ,最后获得长征

的伟大胜利 ,就是因为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 ,就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坚定

不移的信念。对此 ,邓小平同志曾十分明确地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 ,战

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 ,有马克思主义信念 ,有共产主义信念 。” [ 4](第 110 页)

他还进一步指出:“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 ,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

能成功的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 ,走自

己的道路 ,也就是农封包围城市的道路 ,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 。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没有对马

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 ,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 ,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革命就搞

不成功 ,中国现在还会四分五裂 ,没有独立 ,也没有统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

精神动力”
[ 4]
(第 62-63 页)

三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保持其时代先进性的伟大体现

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 1](第 74 页)。长征是宣言书 ,宣告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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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是英雄好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的破产。长征是宣传队 ,它不仅向十一个省内的两万人民宣布 ,

红军走的是为人民解放 、民族振兴的道路 ,同时它也向全国人民宣传团结抗日 、挽救民族危机的正确路

线。长征是播种机 ,它不仅在 11个省内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同时也播下了与时俱进 、万世常青的长征精

神。长征精神的深层内涵 ,就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进步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 ,展示

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长征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意义 ,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是中国

共产党与时俱进地保持其时代先进性的体现 。一个政党的时代先进性的具体体现 ,就是该政党代表着

对社会历史进步潮流起推动作用的根本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对社会历史发展起进步作用的

因素和力量是多方面的。但是 ,其中必有根本性的因素和力量 ,它的存在和发展必将影响和决定整个社

会的存在和发展 。红军北上抗日 ,就深刻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推动社会历史进步潮流的根本因素 、

根本力量 。

众所周知 ,在红军长征前后 ,不论是国际形势的发展 ,还是国内形势的变化 ,都呈现出新的情况 、新

的特点。当时整个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是:一方面 ,帝国主义的危机加剧 ,反动的法西斯思潮作最后的 、

垂死的施展;另一方面 ,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觉醒的思潮日渐高涨 ,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与侵

略 、要求民族独立 、主张和平民主的力量日益增强 。在国内 ,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 ,阶级矛盾退为

次要矛盾 。在这种形势下 ,蒋介石疯狂地以数十万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把红军逼迫到了“雪皑皑 ,

野茫茫 ,高原寒 ,炊断粮”的境地。但这并不能表明其强大 ,反而充分表明蒋介石同日本侵略者一样 ,都

是逆时代潮流的一帮 ,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 、与人心相背的。中国共产党顺时代潮流发展的客观要求 ,

以抗击日本侵略者 、挽救中华民族危机为重任 ,高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根据对帝国主义在

华势力之间的矛盾变化 、国民党阵营内存在的派系斗争与分化的实际情况的分析 ,主动放弃“抗日反

蒋” ,实行“逼蒋抗日”的决策。通过“和南京谈判” ,最终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

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成为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 ,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之日起 ,就是以其先进性而登上中国社会历史舞台的。在它领导中国人民 80多年的奋斗历程

中 ,取得了伟大业绩和卓越成就 ,其中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 ,经过对其成就和错误的历史比较 ,

人们深刻认识到 ,中国之所以能够从被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下 ,走向独立 、民主 、和

平 、富强和繁荣发展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率领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 。正因为如

此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对中国共产党 80年来的奋斗业绩进行

了全面的总结 ,并从理论高度概括出三大基本经验。然后 ,他进一步指出:“总结 80年的奋斗历程和基

本经验 ,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 ,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 ,带领人民胜利前进 。” [ 5](第

272 页)

由此可见 ,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 ,是它的生命所系 ,是赢得人民拥护的根本条件 ,是

战胜艰难险阻和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 ,是它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

保持其先进性 ,就在于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并始终高度重视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摆

在突出地位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员 ,提高其思想觉悟 ,加强其理论信念。一句话 ,在于它着重从思

想上建党 。毛泽东在 1929年 12月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写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其核心

内容就是实践党和党员先进性建设的问题。他认为 ,保持党和党员的先进性 ,根本途径是加强党内马克

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 ,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 ,增强党员的理论信念 ,把党员 、红军教育和

锻炼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长征的伟大胜利表明: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和广大红

军战士 ,使红军具有崇高的理论信念 ,坚定的革命意识 ,从而成为他们在长征途中战胜困难 、争取胜利的

强大精神动力。

在纪念长征胜利 70周年之际 ,我们要弘扬和承继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其中最

重要的一项根本性的精神 ,就是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 ,要胸怀全局 ,

牢记党的宗旨 ,加强理论学习 ,永葆党的先进性。最近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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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强调指出:“加强思想理论建设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 ,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保证 。党的

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 ,理论武装要跟进一步。我们党已经有了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毛

泽东思想及其代表作《毛泽东选集》 ,已经有了指引开创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邓小平理论及其

代表作《邓小平文选》 ,现在又有了指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及其

代表作《江泽民文选》 。这三部著作都是我们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最好的教材 。”胡锦涛同志在这个《讲

话》中还进一步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生命力 ,在于能够给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使人们在认

识规律 、把握规律 、运用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用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的工作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成

为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思想先导。”[ 6](第 1-2 版)胡锦涛同志的这些论述 ,应该是我们纪念

长征胜利 70周年 ,承继长征精神的一项重要的指示和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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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ong M arch is an incomparable feat in the histo ry of mankind , i s a miracle of the

w orld created by the Chinese Workers' s and Peasants' Red A rmy under the leadership o f the CPC fo r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 and a succe ssful historical choice o f the modern history o 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 he Long March is a g reat victory of the f irm faith of Marx ism and Communism.We

should enlarge and ca rry out the spirit o f Long M arch ene rgetical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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