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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

前言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等部门和高校的十余位作者以及万卷出版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历
经2年多的时间，总计20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丛书》终于编著完成。这套丛书共分16
册，从中共一大到十六大，每个代表大会一册，每册工。万字左右，配有大量的相关图片。全书角度
新颖，史料扎实，　图文并茂，　易懂好读。同时，各册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作为本套丛书的
主编，我在这里讲以下三个问题。　　一、本丛书的意义　　1921年7月Z3日，夜色朦胧，上海法租界
一座住宅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斗转星移
。2007年10月15日，盛世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
奏响了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的战斗号角。　　至此，在中国共产党86年的奋斗
历程中，已召开过17次全国代表大会。这1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体现了党从小到大，　由弱到强，
不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前进历程。也可以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阶段性的标志，是党的历史的主干，是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只
出版过《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还不是一大史）、　《中共八人史》两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
专史，其他代表大会未见专史出版。而研究一大到十六大的著作，都是把这十六次代表大会放在一本
书中，每次代表大会就只能作简略介绍。至今，还没有一套分别系统和详细介绍每次代表大会的丛书
。所以，本套丛书的出版，既对中共历史研究有所补充，又是党史工作者献给十七大的一份厚礼，具
有政治意义和现实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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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

内容概要

《路在何方(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图文版)》是目前见到的唯一一部全面记述党的历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著作，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块空白。《路在何方(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图文
版)》对党代表大会的记述很全面，既有背景、纪实等有关大会本身的情况，也有大会通过的主要文件
和新当选的人物简介。《路在何方(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图文版)》注意汲取了当今的最新
研究成果，观点正确，评述得当，史实准确，是全面记述党代表大会历史的重要著作。《路在何方(中
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图文版)》是一部便于历史地、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党的代表大会内容的书
。《路在何方(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图文版)》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与大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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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工作结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国共产
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第二章党的建设第三章党的中央机关第八章监察委员会第九章　纪律土地问
题议决案土地问题意义中国农民运动之趋势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们！历史评说毛泽东：“对于当时党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蔡和森
：“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罗易：“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新标界”当事人回忆陆定一：
“瞿秋白告诉我：党内有斗争”瞿秋白告诉我：党内有斗争党的五大——瞿秋白带头反右倾国共合作
的破裂李立三：“五次大会时期革帝形势和党的情形”难点、疑点解析众说纷纭：历史上对中共瓦大
的不同评价原因复杂：陈独秀连任党的总书记难解的命题：陈独秀的连任与大革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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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有这些思想认识和政策策略上的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极端复杂的形势下，未能利用一切
有利的时机和可能的条件，加强对革命政权、革命军队和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相反，共产国际代表
和陈独秀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步步退让，“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使蒋介石有可能逐渐摆脱困
境，有计划地加强右翼势力，一步步加紧控制领导权，加剧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　　1926年底，蒋
介石集团加紧压迫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在形势突变面前，中国共产党有必要
将革命任务作相应的调整。因为一方面推翻北洋军阀的任务还有待最后完成，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的
矛盾突出起来。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袭击，已经
日益成为迫切的任务。对于缺乏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
的各种危险倾向，据以制定党的斗争策略。陈独秀在12月13日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
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牛许多新的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使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
险、报告分析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时，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
仍然表示很右”，但是报告对此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反而着重批评所谓“党中的‘左’稚病”
，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
”、“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陈独秀继而提出七项挽救的策略，其中心思想是：“防止党外的
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联合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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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路在何方》记述了陆定一所说的，“五大是在大革命紧急时刻召开的。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已
经极为复杂、微妙，但是统一战线还维持着，两党联席会议还继续召开，从表面上看不出情况的严重
。”会上，“陈独秀作长篇的政治报告，基本上是‘汪陈联合声明’的调子，既没有总结过去的经验
教训，也没有明确提出今后的方针政策，而且一再为他的错误辩解。在作报告的时候，陈独秀侃侃而
谈，好像是一位长者在教育后辈。出席会议的同志还是注意倾听他的报告，可是报告内容却使人失望
，当时就有不少人流露出不满的表情”。“现在回顾五大，瞿秋白带头同陈独秀、彭述之斗争，这是
立下功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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