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历史时期的青年运动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

成和国民党统治走向崩溃；促进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

统治的覆灭和全国解放；促进了党的青年干部培养和干部队伍的扩大；促进

了全国人民大团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之际，回顾和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的历史，对于

新时代充分发挥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 青年运动 第二条战线

解放战争时期的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发

展和胜利离不开青年作用的发挥。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为新中国的

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回顾和考察这一时期青年运动

对建立新中国的贡献，对于在新时代充分发挥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解放战争时期青年运动促进了第二条

战线的形成和国民党统治走向崩溃

第二条战线，是指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反美反蒋斗争。与解

解放战争时期青年运动对建立新中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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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区军民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相对而言，国统区的反美反蒋斗争被称为第二条战线。国统区

各阶层民众普遍进行反美反蒋的斗争，就意味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中，使

国民党统治开始走向崩溃。

（一）一二·一运动：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开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迫切需要应有的民主权利，以休

养生息，重整家园。1945年 8月底至10月初，国民党政府同中国共产党的重庆谈判及其达

成的协定（即“双十协定”），曾经给了中国人民以和平民主的希望。但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和

平民主的诚意，在重庆谈判后，继续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并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

1945年11月25日，云南昆明大中学校的学生6000余人举行反内战、争民主的演讲晚会，

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包围阻挠和开枪恫吓。第二天，昆明大中学校的学生宣布总罢课，成立了

联合罢课委员会，并组织了宣传队，连续几天向市民进行反内战、争民主的宣传。12月1日，

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在昆明殴打罢课学生和教师，并投掷手榴弹，打死学生3人、教师1人，

打伤6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12月2日，联合罢课委员会召开全市大中学

校学生代表大会，宣布继续罢课，并提出了惩办凶手、优恤死者、赔偿损失等要求。随后，全

市大中学校教师实行总罢教，并发表了罢教宣言。学生的斗争得到了昆明工人、市民、各界

人士的响应，他们以集会抗议、参加公祭、捐款等形式来支援学生。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

庆以及上海、武汉、成都等大中城市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答

应公祭死者、救治伤者、赔偿损失等条件，昆明学生胜利复课，这就是一二·一运动。

昆明学生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遭到镇压，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同人民对立的反动面目。

这场斗争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的第一次反对国民党当局内战独裁政策的斗争，为国统区

各阶层民众斗争的开展作了准备。这场斗争，成为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开端。

（二）抗议美军暴行斗争：第二条战线斗争的扩大

全国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并没有使蒋介石政府放弃独裁和内战的政策。1946

年 6月底，蒋介石政府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1946年 11月，蒋介石政府同美国政府签订

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大肆出卖中国主权。到1946年底，美国在中国的驻军已达到6

万余人。

1946年12月24日，驻北平的两名美军士兵强奸了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国民党当局连

忙封锁消息，但这个事件还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12月30日，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五千余人举

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并向市民揭露事件的真相和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广大

教师的支持，北京大学48位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的暴行和美国

政府的侵略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7年1月5日和6日连续发出关于反美反蒋运

动的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尽量利用这次学运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

动。”［1］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国统区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各界人士都举行了罢

课、集会和示威游行，海外华侨在各地也举行了声援国内斗争的集会和签名运动。在中国人

民反美斗争的压力下，美国军事法庭不得不对罪犯进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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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美军暴行斗争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妄图殖民地化中国并支持国民

党政府打内战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1947年 2月 1日，即抗暴斗争开始后不到一个月，指

出：“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2］

所以，抗议美军暴行斗争使第二条战线斗争的规模扩大。

（三）五·二〇运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支持其军队的作战，加紧了对国统区人力物力资源的掠

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强迫征召，造成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减少。教育经费也被大量

缩减，国统区的学生已处于吃不饱饭的状态。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中共中央所

在地陕甘宁边区，内战局势进一步恶化。

1947年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六千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示威

游行。同一天，北平、天津的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们的主要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

即要求国民党政府增加教育经费、停止反共的内战、改善工农生活。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特

务镇压学生运动，共打伤学生五百余人，其中被击打流血的学生五十余人，重伤8人，并捕走

45人，制造了五·二〇惨案。

在五·二〇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即1947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党的斗

争方针的指示》，要求“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

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3］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和学生斗争的推动下，国统区迅速掀起

了各阶层民众斗争的高潮。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如中

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纷纷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政府的

内战政策和镇压政策。国统区大中城市的工人为反对国民党当局冻结生活费指数不断地

举行罢工斗争，一些城市还出现了同盟罢工。国统区的农民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反

三征”斗争接连不断，一些地方的农民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游击队，进行反抗国民党

统治的武装斗争。

这场斗争不仅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也是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妄

图使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的斗争。这场斗争表明，国统区各阶层民众普遍开展了各种形

式的反美反蒋斗争。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学生运动

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4］，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政

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可见，五·二〇运动是第二条战线形成的标志。这时，解放区军民

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正在进行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胜利作战。这表

明，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

军覆灭”［5］。

二、解放战争时期青年运动促进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不

断胜利，促进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全国解放

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不断胜利，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根本条件，也是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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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

民的一切。”［6］解放战争时期的青年运动，促进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不断胜利，促进了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覆灭和全国解放。

（一）解放区广大青年积极参军参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由抗战开始时的6万人发展到120万人，

但这些兵力还不足以制止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的内战，因为国民党军队有460余万人。

1945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指出：“为着肃清敌伪力量，

制止内战危机，保障战后真能实现和平民主，我八路军、新四军急需补充扩大。”［7］各解放区青

年响应党和解放区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军参战。

从解放区青年参军的情况来看，从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6年6月底全面内

战爆发前的10个月中，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从120万人增加到127万人。由于我军各部在这

期间进行了整编和复员工作，所以，解放区青年参军的人数约有十几万人。经过两年的作

战，到1948年8月国共两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前，人民解放军虽然损失了八十余万人，但由

于解放区青年农民积极参军、解放军伤愈人员的归队，再加上起义、投诚以及被俘虏后留在

解放军中的国民党官兵，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已达280万人，其中有110万人是全面内战爆发

后参军的解放区的青年农民［8］。到战略决战后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经过又一次整编，

总兵力已达400万人［9］。

从解放区青年参战的情况来看，未能参军的解放区青年大多参加了民兵组织。这些民

兵组织和其他群众一起，为解放军运送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为部队抬担架、修公路、架桥

梁，积极支援前线。各解放区的民兵仍在国民党军队活动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对其进行

打击。从全面内战爆发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一年中，支援前线的农民共有6000万

人以上［10］，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支前参战的民工就达540

万人［11］。据统计，从1946年到1950年，仅参加作战的解放区民兵就达228万人次，参加大小

战斗11万次［12］。

解放区广大青年积极参军参战，这是解放区人民政治觉悟提高的结果。解放区的党组织

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特别是1946年5月以后

开始的土地改革，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生产积极

性及参军参战的热情。

（二）在人民解放军中充分发挥青年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也包括发挥青年在人民军队中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

人民解放军中的青年约占总人数的70%－80%［13］。显然，没有部队青年的作用发挥，就没有

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不断胜利。

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前，按照中共中央的有关要求，在部队中，首

先开展了练兵运动。这次练兵是一次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大练兵。通过军事与政治大练兵，提

高了全军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实战能力。全面内战爆发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总结部队建设

的新经验，在全军开展了立功运动和团结互助运动。立功运动就是在部队中建立起评功、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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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奖、宣传的制度，鼓励个人和集体树立为革命立功的观念，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团结互助

运动就是在部队基层平时互帮互学、战时互帮互助，加强部队内部的团结，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到战略决战前，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在部队中开展了新式

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诉苦和三查三整。诉苦，就是控诉反动派压迫人民之

苦；三查，就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即检查自己的阶级立场，检查自己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

果，检查自己的战斗意志；三整，就是通过三查达到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目的。在三

查三整的同时，在部队中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通过新式整军运动和发扬“三大

民主”，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尤其是青年官兵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了部队团结，提升了作

战能力，确保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胜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三）国统区青年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城市和乡村

青年运动促进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不断胜利，同时也包括国统区青年直接配合人民解放军

解放城市和乡村，进而促进全国解放。

国统区青年学生的护校斗争。随着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不断胜利，长江以北的城市相继解

放，长江以南的城市也陆续获得解放。国民党政府先是企图把长江以北的一些大学“搬迁”到长

江以南，随后又企图把长江以南的一些大学“搬迁”到台湾。各大学的青年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

下，开展了反“搬迁”的护校斗争，争取校长、教授留校在职任教，并组织了护校队，防止和打击反

动分子对学校设施的破坏。各大中城市的学生还向国民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广大市民宣传

党的城市政策，并组织市民采取各种措施配合和迎接解放军进城。

国统区青年工人的护厂斗争。国统区城市的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更是积极配合人民解放

军解放城市和接管城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广大工人保护工厂的财

产，开展了反拆迁、反破坏的斗争。许多工厂的工人都组织了纠察队，打击反动势力的破坏活

动，维护社会治安，迎接解放军进城。有些城市的工人还武装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广

大工人还协助解放军和公安机关查处隐匿下来的反动分子，打击各种违法活动，使城市的生产

和生活秩序很快稳定下来。

国统区农村青年迎接解放的斗争。在国统区的许多农村地区，党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基础。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强了对城市学生运动的镇压和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大批学生

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农村或回原籍开展工作，这就加强了党在国统区农村中的力量。他们和当

地党组织一起，团结了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开展了反对地方反动势力的斗争。在南方的

一些区域，地方党组织还建立了以青年农民为主体的游击武装，这些游击武装配合了人民解放

军对这些地区的解放。

三、解放战争时期青年运动促进了党的

青年干部培养和干部队伍的扩大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新解放区不断扩大。新解放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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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干部来领导和管理各项事务，同时，老解放区随着各项工作的发展，同样需要大批新干部。

因此，党必须大力培养干部，尤其是要着重培养青年干部。

（一）在老解放区培养青年干部

老解放区，是指在解放战争之初就已经成为解放区的地区，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

和大反攻期间解放的地区。党在老解放区主要是通过干部学校、重建青年团以及在农民中培养

的方式培养青年干部。

通过干部学校培养青年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延

安。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前期，根据形势的变化，一些学校实行了分设、重组和迁出的政

策。在西北解放区，主要有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西北军事政治大学、延安大学等；在华北解放

区，主要有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等；在华东解放区，主要有山东大学、华东大学、华东军政大

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等；在东北解放区，主要有东北军政大学等；在中原解放区，先后有中原民

主大学、鄂豫皖军政大学、中原大学等。这些学校培养的干部多数是青年干部，他们在学习结束

之后多数是到新解放区工作。

在重建青年团过程中培养青年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是地方

各级青年救国会。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建青年团的问题提到了党中央的工作日程上来。在认

真总结解放区青年工作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并进行了建团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

1946年11月作出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要求在各解放区试建青年团，重建青年团

的工作开展起来。194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建团

工作进一步展开。到1949年春，青年团员已达19万人。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

备军，是党的干部的重要来源。

通过办培训班培养农村基层干部。在老解放区的农村，由于土地改革和各项事业的发

展，也需要在农民中培养大批新干部，包括培养青年农民干部。同时，在1948年以后，老解放

区的大批干部调到新解放区工作，这便需要有大批干部来替补。未调走的干部，其中有些是

从中层进到高层，有些是从基层进到中层，这就需要有大批农民来做基层干部。各解放区主

要是通过办培训班的方式，在农民的先进分子、青年农民和中小学教师中培养基层干部。

（二）在新解放区培养青年干部

新解放区，就是刚刚解放了的地区。在新解放区，党的干部队伍除从老解放区调来的干部

和到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之外，主要是在当地培养干部，包括培养青年干部。

在工人、职员中培养干部。新解放区就是昨天的国统区，国统区的工人、职员参加过第二条

战线的反美反蒋斗争，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一定的了解。他们中的积极分子经过

培训就能够成为党在新解放区的干部。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提拔产业工人干

部的指示》，要求“大批地培养、训练和提拔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14］，使他们参加党、政、军、民

各方面的工作。党在新解放区把工人、职员中的优秀分子送到培训班、干部学校中学习，把大批

青年工人、职员培养成为党的干部。

在青年学生中培养干部。194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教育

方针的指示》，指出：解放区的华北大学、北方大学应“吸收蒋管区大量大中学生经过短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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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放区培养各方面的建设干部。”［15］这样，新解放区的大、中学校也成了党培养青年干部的

学校。在一些新解放的大城市，党和人民解放军还组织了由大、中学生和其他青年参加的随

军服务团，其中大部分都陆续留在了新解放区，成为新解放区的干部。

在农民中培养干部。在新解放区的农民中培养干部，主要是在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

中培养干部。培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使农民中的积极分子首先走上基层领导岗位，然后根据

不同的岗位进行培训，主要是办培训班；二是把农民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在培训班经过短期

培训之后再承担领导工作。

（三）在人民解放军中培养青年干部

人民解放军在各地的相继胜利，使新解放区迅速扩大。在这些新解放区培养干部需要一定

的时间，不能满足在这些地区立即展开各方面工作的需要。这种情况，促使党中央开始考虑从

军队中选派干部到地方去工作的问题。

人民军队有着做群众工作的传统。早在1929年，毛泽东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

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

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16］从这时起，群众工作就是人民军队除打仗之外的最重要工作

或最重要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和民主运动以及开展战区群众工

作，使全军官兵不但提高了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而且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其中

包括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这也就是说，如果革命事业需要，人民解放军的官兵都可以成为

党的地方工作干部。

把人民解放军作为培养干部的学校。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歼灭

于长江以北，长江以南也能迅速解放，党急需大批干部来管理新解放的地区。1949年2月8日，

即三大战役结束后不到10天，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

战斗队，而且主要也是一个工作队。”［17］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3月5日，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

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18］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以南地区，不断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及具备相

当工作能力的战士到地方进行工作。同时，在地方也逐步培养了许多新干部，他们迅速成为地

方工作的重要力量。

四、解放战争时期青年运动促进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和新中国成立

解放战争时期的青年运动对新中国成立的贡献，还表现在促进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新中

国就是在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基础上成立的，新中国的成立又标志着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实现。

在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形成过程中，青年运动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青年运动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

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实现过程，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的过程。五·二〇运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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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强了对群众斗争的镇压，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及青年运动的积极推

动下，反美反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仍不断扩大。

国统区青年的反蒋斗争促进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1947年10月下旬，浙江大学学

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杀害，浙大学生愤而罢课，教师亦罢教以示抗

议。从11月初开始，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进行了罢课斗争。1948年1月29日，国民党

上海当局出动军警近万人包围赴南京请愿和前来送行的学生，打伤学生69人，其中重伤3人，

逮捕学生30余人。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联合会都召开了抗议大会，声援上海学生。3月29

日，国民党政府查禁了华北学生联合会。从4月初开始，华北各校相继罢课抗议。在学生斗

争的推动下，许多大中学校的教职工、医护人员等纷纷罢教、罢职、罢工，形成了广泛反抗国民

党反动统治的抗议浪潮。

国统区青年的反美斗争促进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美国不但在中国支持

蒋介石政府打内战，而且在日本扶植军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在

1948年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就号召全国人民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从5

月4日到6月初，上海、南京、北平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

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的集会、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并迅速扩展到许多中小城市。这

场反美反蒋斗争得到了各解放区的公开响应，也得到了国统区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群众的

支持。

毛泽东在1947年 12月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

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19］1948年 9月，毛泽东指出：我们党“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

团体站在我党方面，抗拒了国民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20］也就是说，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是包括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广大的统一战线。

（二）青年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当时体现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

主人士（以下简称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建立新中国的问题进行协商。这一协商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采取团结合作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青年运动对这个格局形成的促进作用

紧密相连。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青年运动的认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响应青年运动的

过程中，也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的作用。沈钧儒说：“中国每次的政治行动，都是由学生首

先领导起来的。”［21］北京大学30名教授在一个支持学生斗争的宣言中说：“青年学生所呐

喊的反内战、反饥饿，正是代表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22］这些人士对学生运动的肯定和

支持，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的肯定和支持，也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

的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1948年 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

“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

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3］这个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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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特别是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在有关宣言、声明、

意见中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8 月以后，应

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性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同中共中央代表

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的问题进行协商。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

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已

经形成。

关于青年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形成的促进作用，新华社在

1948年6月18日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实际上作了说明。这篇社论指出：“学生在历次的反抗运

动中，都是站在蒋管区人民的最前列。”［24］学生运动使中国广大的中间阶层看到了中国的未

来和希望。也就是说，学生运动使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

质，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主张的正确性，从而能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

（三）全国青年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实现和新中国成立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历史时刻，迫切需要将全国青年组织和团结

起来。同时更要求把全国人民组织和团结起来，在继续完成革命任务的同时，肩负起新中国

建设的艰巨使命。

实现了全国青年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49年3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学生第十

四届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4月，召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5月，召开了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

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都是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成员单位。在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中国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是党去团结与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25］这样，就实现了全国青年的大团结。

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实现和新中国成立。1949年6月15日至9月2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

备会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

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北平（会议期间改为北京）召开。会议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代表75

人，共662人。其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中华全国民主

青年联合总会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正式代表9人，候补代表1

人。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余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

大团结的会议”［26］，这个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

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这次会

议标志着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实现，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1949年10月1日，在

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

在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实现过程中，青年运动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毛泽东曾多次肯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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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先锋队作用即“带头作用”［27］，

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青年运动的推动，实现了全国人民的

大团结，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经验时指出：“千百年

来，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始终是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

礴力量！”［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迎来

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75年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内

容和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体现了时代发展与青年使命的演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之际，回顾解放战争时期青年运动的历史，我们认识到青年运动对新中国成立作出了重

要贡献，中国青年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能真正发挥自己

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

前景无比光明。”［29］新时代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

进程中，必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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