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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至今，已有90年的历史。
90年间，党员人数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至今的近8000万。
这支浩浩荡荡的党员队伍，犹如势不可挡的洪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不断推动着革命事业滚滚向前
。
　　在党的队伍中，既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伟大领袖，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党员。
党的领袖，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他的个人利益，完全融合于共产主义事业之中。
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在漫长的革命路途中，任何领袖和英雄只能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即
使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是如此。
普通的党员，同样在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
这一部分工作和责任比起伟人的那一部分，当然是小得多。
然而，大小虽然不同，但都是整个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
所以，每个党员只要做好了一部分工作，就算尽了自己的责任。
　　在革命事业中，领袖的作用犹如巨星，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们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他们在行动中
的深谋远虑，他们独特的个性，乃至他们的婚姻家庭，通过他们的著述，他们身边的人回忆，以及专
家学者的研究，口口相传，我们已经多少有所了解。
　　而那些普通的党员，在部队，他可能是普通一兵；在地方，他可能整天泡在庄稼地里；在国统区
，他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在日占区，他潜伏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
党史中有时会提到他们，张三或者李四，或是某某，他们的名字被略去了，甚至他们所做的工作，他
们的私事以及家庭生活，都若明若暗，长期堙没在宏大的党史叙说之中。
在革命队伍中，最初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的人，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不同，目的和动机不一，有些人
甚至抱着个人打算，或不正确的想法，比如，有些农民以为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共产主义；有些工人
以为增加工资、参加罢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有的人是为了不出粮、不当兵，或是打赢官司；有的人
是为了参加秘密会议、消息灵通；有的是为了能“吃得开”；有的是为了看看稀奇；有的是为了摆脱
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有的是为了找出路；有的是严格考核加入的，有的是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有
的是马马虎虎被拉进来的，等等。
这些党员，起初，可能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和艰辛，没有坚定的立场。
平时，比吃，比穿，比住，比家业，比地盘，比待遇，比谁升得快⋯⋯在某个转变关头，在某些恶劣
的情况下，少数人就发生了动摇和变化。
但是，经过党的教育，经过革命风雨的磨炼，大部分的人总能祛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懂得党员的
责任，把过去一切不好的打算丢掉，成为对革命有功的人，成为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成为推动党的事业前进的主要动力，我们不能忽略了他们的工作，忽略他们所作的贡献。
　　这是一本关于普通党员的书，记述的是他们在战争时期的生活。
战时的女党员是可爱的，她们，身着土布，唇上没有口红，发问没有波浪，有的只是朴实的仪态和淳
朴的微笑；战时的男党员是可敬的，他们，端着枪勇敢地跨过一个又一个战壕，“谁的身上都有几次
中弹的伤痕，谁的身上都有牢狱苦难的烙印”，但他始终在前进，常人不能到的地方他能到，常人受
不了的他能受，这一切都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劳苦大众的自由和解放！
他们，是一群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他们是那么平凡，只发出一点点光亮，有时因为迷雾，因为距离远，显得平淡无奇；但当他们形成了
一个群体，在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在他们为真理而斗争的时候，在他们为未来而努力的时候，他
们的形象就变得高大起来，明亮起来。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他们在革命中的血、泪、汗，悲、喜、愁，惶惑和犹疑，转变与进步
。
　　第一部分记述的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加入共产党，条件和程序是什么。
　　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整体和长远利益的代表，不是图谋私利的小团体。
要在对敌斗争中，生产运动中，土改运动中，战勤工作中，物色那些能为劳动人民服务、坚决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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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党的主张，发展他们入党。
入党的条件有三个，即承认党章党纲、加入党的组织（支部或小组）、交纳党费。
这是起码的条件，缺一不可。
　　第二部分记述的是党员在加入共产党之后，要服从组织安排，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共产党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几个党员，不能算是党的组织，这几个党员要按照
党章规定组织起来，选举一个小组长或支部书记，才能成为党的组织。
有了这种组织，就会凝聚为新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就是组织。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第三部分记述的是党员的教育、学习及思想改造。
共产党员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承认党纲是每个入党者的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入党时就要精通党纲。
要求入党的人，特别是要求工人、农民精通党纲，这样不仅会把许多值得培养的优秀分子拒之门外，
实际上是否认了党对于党员的教育责任。
革命的环境万分复杂，变化多端，每个党员都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
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加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
　　第四部分记述的是党员的武装斗争。
1921—1949年间，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和具体的奋斗目标，最主要的就是推翻反动统治，抵
御外敌入侵，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
党员的任务就是围绕着这个根本目标，积极参与对敌斗争，无论是在前线，在后方，还是在狱中。
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决议，他的责任还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令这些决议在实际
工作中得到实现。
在实现党的决议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党员必须以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
服这些挫折和困难。
　　第五部分记述的是党员的经济生活。
包括党员领导及参与的改善群众生活的运动，以及党员自身在革命过程中的衣食住行。
事实证明，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只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提高工资等，还有许多日
常生活问题。
如果一味地动员参军，要多少粮食和军鞋，而且一概是分派，就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在革命年代，极为险恶的处境下，党员的衣食住行不能得到满足，这就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
　　第六部分记述的是党员的文化生活，既指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也包括党员自身的娱乐活
动。
党员们进行文化工作时，走和_丁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以生动活泼的多种艺术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陶冶了党员的情操，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第七部分记述的是党员的婚姻及家庭。
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并不是说不承认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抹杀、消灭党员的个性。
党员总有一部分私人问题需要处理，并且也要发挥自己的个性和特长。
因此，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原则的范围内，去建立个人以至家庭的生活。
同时，党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还要给以适当的工作和条件，在必要时，还会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
护同志等。
这些都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
　　本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在行文上力求通俗易懂。
在内容及史料的运用方面有以下三大特点。
　　展示战时的党员生活。
1921—1949年间，在革命的队伍中，有党员，也有群众，而党员为了革命事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
斗，在整个革命事业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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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普通党员的生活。
力求通过一些实例，展示党员的组织生活、对敌斗争、经济生活、学习生活、婚姻与家庭、以及他们
在革命过程中的彷徨与矛盾。
　　使用了许多党员个人档案。
党员在入党过程中，在革命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个人资料，如入党申请书、入党志愿书、历史自传
、思想汇报、登记表、鉴定表等，这些材料，是党员个人经历的生动浓缩，是党了解党员的主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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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大臣等的《战时党员生活》是一本关于普通党员的书，记述的是他们在战争时期的生活。
战时的女党员是可爱的，她们，身着土布，唇上没有口红，发问没有波浪，有的只是朴实的仪态和淳
朴的微笑；战时的男党员是可敬的，他们，端着枪勇敢地跨过一个又一个战壕，“谁的身上都有几次
中弹的伤痕，谁的身上都有牢狱苦难的烙印”，但他始终在前进，常人不能到的地方他能到，常人受
不了的他能受，这一切都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劳苦大众的自由和解放！
他们，是一群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他们是那么平凡，只发出一点点光亮，有时因为迷雾，因为距离远，显得平淡无奇；但当他们形成了
一个群体，在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在他们为真理而斗争的时候，在他们为未来而努力的时候，他
们的形象就变得高大起来，明亮起来。
《战时党员生活》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他们在革命中的血、泪、汗，悲、喜、愁，惶惑和
犹疑，转变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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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革命时期，不但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共产党注意到了农民运动的力量，
渐渐有了吸收农民入党的做法。
最早提及吸收农民人党的是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
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充分认识到了农民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必须“加紧地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过程中，建筑工农革命联合
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①据统计，1926年5月，农民开始占党员总数的5％。
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做出了《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提出了广东农民运动的最
低纲领，并拟定了“怎样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的具体方法：（一）要把党的基础建筑在乡农民协
会上面。
乡农民协会是农民集中的地方，所以应当在乡农民协会中发展党的组织。
（二）实行有定期的乡农民协会全体会员大会，这种会议是训练农民的好机会，在会议中间可以吸收
同志。
（三）要利用时局问题或农民与地主发生冲突、革命潮流高涨时吸收同志，必要时可指定专人组织特
别委员会负责此责任。
（四）在乡区协会中，可以附设农民俱乐部，当农事不忙时，组织向党组织靠近的农民开讲演大会或
讨论会，在这中间也可以吸收同志。
（五）在可能范围内，各县农会可以开办训练班，专找农民中间的进步分子来学习。
但人数不要多，时间不要长，宁可继续多办，我们便可在其中找同志。
②1926年11月，在农民党员占全国党员总数11．75％的情况下，广东的农民党员却占了当地党员总数
的30．14％，这种状况改善了党的群众基础，为以后的党员发展T作转向农村积累了实践经验。
　　在发展党员问题上，除了阶级状况的变化外，另一个重要的变化体现在准入标准的宽严度上。
　　一大会议确定各级组织必须慎重发展党员，手续是一人介绍，所在地委员会至少两个月的考察，
大多数党员同意，如该地有执委会，还要执委会批准。
到了1922年的二大，党章规定的程序则更加严格，入党不但要地方执委会的认可，并且还要区及中央
执委会次第批准。
待到三大的修正党章。
虽吸收党员的批准权下放区执委会，但却规定党员入党得由两名正式入党两年以上的党员介绍，再经
小组通过，地委审查，区委批准，并且第一次规定了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甚至
中央直接通过的党员也要候补期。
如此严格的规定，显然忽视了党组织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因此在1924年5月扩大执委会上，就要求工人
进党只需三个月的候补期，修正了地方委员会酌量伸缩的权力。
在四大党章上，除把吸收党员的批准权进一步下放到地委外，并无别的变化，这同即将到来的革命高
潮严重不符，也说明准入政策依然偏严。
1925年8月31日，党中央发布介绍新党员的变通办法，对准入标准做了相当大的调整。
按四大党章规定，党员入党需由两名正式入党半年以上党员介绍，这里改为两人中只需有一名正式党
员即可，并且这个正式党员也不必入党半年以上，更进一步规定，只要候补者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能
活动且诚实无过，就宜尽量缩短候补期，以前的保守做法开始急剧改变。
1925年10月，在扩大执委会上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免除工人、学生、农民入党手续上的
繁重形式，工农候补期一个月，知识分子三个月，大大缩短了候补期，党的组织得以迅速扩大。
而在1927年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仍要求努力扩大党的数量，把产业工人、进步农民、
革命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规定入党者只要有一个正式党员介绍，支部通过，市委或县委批准就可
入党，并且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士兵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
职业者等）候补期三个月。
这次党章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规定了年龄满18岁，并且20岁以内的入党者要参加过青年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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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除外。
　　郭沫若的入党经历一波三折，颇为不易，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入党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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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时党员生活》主要介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在行文上力求通
俗易懂。
在内容及史料的运用方面有以下三大特点。
展示战时的党员生活。
1921—1949年间，在革命的队伍中，有党员，也有群众，而党员为了革命事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
斗，在整个革命事业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关注普通党员的生活。
力求通过一些实例，展示党员的组织生活、对敌斗争、经济生活、学习生活、婚姻与家庭、以及他们
在革命过程中的彷徨与矛盾；使用了许多党员个人档案。
党员在入党过程中，在革命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个人资料，如入党申请书、入党志愿书、历史自传
、思想汇报、登记表、鉴定表等，这些材料，是党员个人经历的生动浓缩，是党了解党员的主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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