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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党的标语口号对党史学习的价值 
赫艳杰 

（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其所宣传的标语口号随着不同时期的变化进行着与时俱进的演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响亮口号，为中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树立了信心。标语口号对当前学习党

的价值在于，可以增强党史学习的趣味性，提升党史学习的系统性，推进党史学习的深刻性，实现党史学习的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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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标语口号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布的简短

的、醒目的、带有纲领性和引领性的语言。党的百年发展史也伴随

着百年标语口号的变迁史，通过对党的标语口号的研究可以促进对

党的百年历史的更生动、更直观、更形象的认识。 

一、标语口号的特征和功能 

标语口号，是为了宣传社会主体所要表达的思想理念而进行广

而告知的语言文字，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煽动性，能够直击被宣传

者的内心深处，使其认可所宣传的内容，进而影响其行为并遵照宣

传进行实践。标语口号，其突出的特征就是言简意赅、形象贴切、

朗朗上口，宣传性很强，易于被大众所接受。近期，泸州市为了鼓

励民众积极参与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打出了“我们一起打疫苗，一

起苗苗苗苗苗”的宣传口号，看起来有趣，读起来有着很强的冲击

力，甚至有些人都是唱着把这句标语记住的，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

用。标语口号的宣传影响力，深刻影响着国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

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在遇到需要广而告知的事件时，

人们首选通过悬挂、张贴标语口号的方式对人们进行宣传，起到良

好的教育效果。标语口号与中国人的生活顷刻不可分割，标语口号

称得上正宗的中国特色，使用的频率相当高，并且会伴随时代的变

迁而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 

标语口号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人们把解决问

题的方式用标语口号的形式展示给大众，对民众从视角的角度进行

冲击，从而影响其具体实践。马克思曾言：“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

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代表时代

自己内心状态的 实际的呼声。”在宣传建设美丽中国时，宣传标语

中出现的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就是要引起

民众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言简意赅，读起来朗朗上口，起到了很好

的宣传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为了解决不同时期的问

题，也提出了许多反映当时情况的标语口号，通过标语口号就能直

观地告知人们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要事件以及社会发展所要实现的

目标。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查标语口号，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

历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困难、挫折、成就和辉煌。 

二、解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口号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其面临的社会

主要矛盾和任务在不停地变化着，故主旨宣传的内容也在不停地变

化着。 

1921 年 7 月，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 13 名

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

有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共产

主义为目标、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自此我国的革命面貌就焕

然一新了。自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进行了 28 年的浴

血奋战，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在这 28 年的艰辛历程中，标语口号深刻地反映着这一时期的时代变

迁。 

1.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进一步讨论和确定党在民

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大会规定了党的 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

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

民主共和国，大会还指出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2]。至此，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党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

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制定了第一部《中

国共产党章程》。 后，在发表宣言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

产党万岁！” 

2.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根据中国现实，提出了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强

调要想取得革命的 终胜利，既要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还要有相当

力量的正式武装，才能造成割据局面。但是，党和红军内部仍有不

少同志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焦虑、缺乏信心。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

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

征求意见信。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

彪以及党内其它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认知。毛泽东在回信中指出：

“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

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

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3]。这句口号随之在国内推广开来，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革命胜利

播下了希望的火种。 

3.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全国利益角度出发，积极

促进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可

是国民党却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极力阻挠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依然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

封锁和军事摩擦。为了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力打击，更好地团结国

民党，毛泽东于 1939 年 9 月 16 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

三记者的谈话》中指出：“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

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正是毛

泽东的这种面对敌人来犯时的坚决、果断、彻底地消灭对方，才及

时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嘴脸，得到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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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拥护，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权。“人不犯我，我不犯

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

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4]。当前，

针对国际上部分国家别有用以后涉疆制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

顾了毛泽东的这句名言，表明了中国人的立场和观点。 

4.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全然不顾国共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

大规模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战争爆发。国民党由于有着美帝国主

义的经济和军事支援，在武器装备和人员数量上远优于中国共产党。

对处于明显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能否战胜国民党的强势

进攻，不少人存在怀疑和顾虑。1946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在和美国

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关于“一

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

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

人和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

作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正是有着强大的必胜信念，中国人民终

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实现了共产党人所承诺的民主共和，得到了

人民群众的大力拥护和支持。 

三、标语口号对党史学习的价值 

学习历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是 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 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

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

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

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学习

党史，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科学探索前行

的道路，为中华民族长久持续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坚实理论

根基。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历程中，标语口号也在进行着与时俱

进的变迁。通过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标语口号的梳理，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了解党的发展历程，了解党的困难、挫折、成就、辉煌，

能够进一步实现： 

（一）增强党史学习的趣味性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辉煌灿烂、漫长，单纯地从学习历史的角

度出发，学习党的百年历程时难免会出现枯燥、乏味的状况。而通

过高度凝练、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标语口号学习中国共产党在不

同历史时期面对的主要矛盾和任务，可以增强党史学习的趣味性，

用标语口号的形式更容易记住党的历史进程。“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短短的八个字就让我们看到了在长期的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

部一些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有着怀疑，而毛泽东正是用这句

话让中国的革命战士看到了希望，革命的力量虽小，但它是符合人

们群众的利益需求， 终总能战胜看似强大的敌人。一句简短的标

语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状况，对于了解历史有着很强的

指导作用，通过标语口号的讲解，能够引起民众学习党史的兴趣。 

（二）提升党史学习的系统性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不断推进的，标语口号的演变也在随

着时代的变迁发展着与时俱进的变化。新民主义主义革命时期的“中

国共产党万岁”、“星星之火，可心燎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标语口号，充

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同“三座大山”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争，虽然刚成

立时非常弱小，可以由于其符合大众的需要、适应历史发展潮流，

在人民群众的拥护下不断成长壮大。面对国民党的不断骚扰和袭击，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革命队伍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不怕他

们的精良装备、帝国主义的支援，依然信心百倍地进行战斗， 终

成功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对一段历史时期标语口号的梳

理，可以对党的历史进程有着系统的认识，能够有效提升民众党史

学习的系统性。 

（三）推进党史学习的深刻性 

标语口号是针对解决历史上某一特定问题提出来的，具有深刻

的时代特征和动员力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展示了新时代

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于美好生活有着更高的追求，不但物质

生活在提升，精神追求方面也在提升，民众对旅游、环境、生态、健

康有着更高的期待。这一口号的提出正是迎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

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我

们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还自然以

宁静、和谐、美丽，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的生产生活环境，努

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 

（四）实现党史学习的大众化 

党史学习的主体，应该是全体中国人民。只有全民都能对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才能珍惜当前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才能更接受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发展规划和理解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要实现党史学习的大众化，就需要采用通

俗的语言、生动的情节打动民众。朗朗上口的标语、言简意赅的口

号，使党史学习变得简单、易懂，普通民众在接收到相关标语口号

的宣传时都能顺利记住，能够顺利实现党史学习的大众化，也使得

全民学习党史能够有效开展。全体中国人民学党史、悟党史，使党

史学习实现大众化，有利于增强党史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效

地对全体民众进行思想洗礼，坚定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的决心

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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