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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走来，西柏坡红色旅游的胜地、爱国主义教育的圣地

。 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西柏坡，这个光耀中国革命史册

的名字，原本是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只有百十来户的普通山村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委选定这个地方，1948年5月，毛泽

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这里，使这

个普通的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战

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从此，西柏坡以其独特

的贡献，彪炳于中国革命史册，竖起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中国命运定于此村”，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

主任的朱穆之同志的题词。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是作

家阎涛同志在其创作西柏坡纪实文学《东行漫记》时概括出

的一句名言，并作为这部纪实文学的副题（1999年该书再版

时就以此作为书的名称）。 据史书记载，西柏坡原名“柏卜

”，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1935年，

该村一位教书先生将“卜”改为“坡”，又因与“东柏卜”

村相对而居，遂改名为“西柏坡村”。 西柏坡被选为解放全

中国、筹备新中国的指挥中心，不仅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和自然环境，而且有多年来建立起来的革命基础和政治优

势。 西柏坡，这个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的小山村，不仅风光

秀丽，而且水土肥美。她位于平山县中部，正处于华北平原

和太行山交汇处，在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西柏坡三面



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华北重镇

石家庄仅90公里。这里交通方便，易守难攻，既适宜危机时

刻向山里撤退，顺利时又便于向城市进军。 平山县革命发动

较早，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到1946年，全县

党支部为608个，共产党员由1931年的60人发展到19535人，人

民群众听党的话，群众基础较好。自抗日战争以来，平山县

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所环抱。平山县是晋察冀边

区第四军分区和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北方

分局、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军区等首脑机关也曾在这里

居住长达三年半之久。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县，西柏

坡是个模范村。西柏坡1937年冬建党，到1948年时已有党员40

名，分布在33户，占全村人数的12.3％，占全村户数的33％。

西柏坡村一带村庄稠密，相距多在1－2公里，且沿滹沱河分

布，依山傍水滩地肥美，地宽粮丰，稻麦两熟。对于西柏坡

一带以及平山县的经济条件，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说过：“平

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较发达的农业

经济，有利于保障军民的经济供给，为党中央驻地提供物质

基础。 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坚实的群众基础，相

距适中的村落分布，遂使西柏坡成为中央工委驻地的最佳选

择。西柏坡一带村庄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中西柏坡作为中央

工委的驻地呢？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潘开文当时实地参加了考

察和选择，他回忆说：“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

要适当集中，将来后委一些机关要来，能放得下（至于中央

、毛主席来不来，谁也没说，我们更不知道，并且那应该是

以后的事）；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的联系；三

是安全问题。尽管洪子店、郭苏、夹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标



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西柏坡村子较小，后边有个小山好

防空，并且离周围村有一段距离（1公里左右），便于保密；

四是住宿条件。西柏坡当时许多房子被鬼子烧了，但基础很

好，便于建设，将来住在一起比较集中，方便工作。”由此

看来，西柏坡的被选中如同历史上每个革命大本营的选择一

样，既要着眼于眼前的战争的需要，又要考虑到将来事业的

发展需要。西柏坡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解放全中国最后一个

农村指挥所的使命，就落实到她的肩上。 经过紧张的筹备，

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当然，为了适

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中央工委当时对外称“工校”和“劳大

”。刘少奇任校长，朱德为董事，分别称胡校长（胡服，刘

少奇化名）、朱校董。 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之后，帮助晋察

冀野战军打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胜仗，歼敌6.2万余人。其中解

放石家庄战役尤为著名。1947年10月31日，朱德参加了晋察

冀野战军区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与杨得志、罗瑞

卿、杨成武等共同拟定了攻打石家庄的战略部署。11月1日，

又致电聂荣臻、肖克，要求晋察冀军区必须充分准备好人员

的补充。8月6日至12日，在朱德总司令的周密布置下，晋察

冀野战军歼敌2.4万余人，胜利解放了石家庄。在总结作战经

验教训时，朱总司令欣然写下了《七律攻克石门》：“石门

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

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

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

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不仅奠定了统一华北解放区的基础

，并为党中央移驻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3月20日，党

中央作出了移至华北同中央工委合并的决定。3月23日，毛泽



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党中央机关由陕西吴堡县川口东

渡黄河，告别了生活战斗了十三度春秋的陕北根据地，向西

柏坡转移。3月24日到达中央后委驻地山西临县双塔村。4

月11日到达了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4月23日，周恩

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了西柏坡，党中

央与中央工委胜利会合。5月1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开始办公

，中央前委、工委、后委即行撤销。毛泽东因准备赴苏联谈

判，在阜平逗留了一段时间，5月26日到达西柏坡。至此，中

共中央五大书记在历时一年多的分别之后于西柏坡胜利会面

了。它标志着党中央机关胜利完成了战略性的伟大转移。从

此，西柏坡便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当时，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正处在重大转折时刻，人民解放战争正处于战

略决战的前夕。为争取战略决战的胜利，党中央将晋察冀和

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9月8日至13日，党

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为

迎接战略大决战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等政治

局常委以及14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10名重要工作人员出

席了会议。会场设在中央大院的两间中灶食堂。会议根据战

略反攻的新形势规定了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以“军队向前

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

总结了以往的工作，并提出了建军五百万，大约五年左右（

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

。会议主要解决了五个问题：第一，能否用五年左右时间从

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第二，打倒国民党建立什么样的国家？

第三，如何加强纪律性，实现从游击战争向正规化战争的过



渡？第四，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战争的胜利？第五，

讨论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

委制，训练和准备大批新区工作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

以及加强工会、青年、妇女工作等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同志

努力克服无纪律无组织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倾向。会

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

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召

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 9月12日至翌年1

月31日，党中央指挥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华东与平原

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成功地进行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和平、津两市；基本

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和华北。共歼灭和改编国民

党军154万余人。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 随着战争

形势的迅速转变，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

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

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1949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

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决议还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

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及“召集没有反动派代

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

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等。 3月5日

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柏坡

胜利召开。 会场设在中央大院中央机关自己盖的职工食堂，

南半部为会场，北半部为服务处，会场正面悬挂着毛主席、

朱总司令的画像和党旗。整个会场整洁、朴素而庄严。周恩

来和任弼时还亲自检查了会场的布置情况。出席会议的中央

委员34人，候补人员19人，列席人员12人。毛泽东主席主持



了会议并作了题为《一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

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取得这个胜利的各

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解放以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

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英明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

会议对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解放，以及保证中国革命实现伟

大的战略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必要而充分

的准备。 3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部，由西柏坡出发，挺进北平。临行前毛泽东把中央直属机

关干部和警卫人员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

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

北京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

主义，直到共产主义。” 党中央在西柏坡仅仅住了十个月的

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迎来了

如旭日东升的新中国。西柏坡也因此像井冈山、瑞金、延安

一样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时期，是中

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我党民主革命过程中最成

功、最辉煌的时期。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不仅领导新民主主

义取得全国胜利，而且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

从战争到建设的转变，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

了通途。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包

括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思想，特别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的思想，以及从国情出发，



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思想，都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

的辉煌历史和成功经验，铸就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这是一

种代表历史性转折的革命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

展的新阶段，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西柏

坡精神，不仅是我们党，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特别值得我

们深入研究和发扬光大。 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为西柏坡作

了如下的题词评语：“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

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 西柏坡纪念馆，邓小平同志为其

题写馆名。 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西柏坡，并题

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002

年12月5日和6日，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西

柏坡，进行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上的讲话，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

从自身做起，并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

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

取、团结奋斗。 1950年，中央老区访问团对西柏坡革命遗址

和有关文物作出了加强保护的指示，当地党委、政府随即进

行了革命文物的初步征集工作。1955年，河北省博物馆派专

人到达西柏坡进行了遗址和文物的维护、整理，并联合当地

政府成立了西柏坡纪念馆筹备处。1956年，中共中央旧址被

河北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因修建岗南水库，旧

址被淹没，原有建筑和西柏坡村迁到村北的山坡。现在的复

原建筑是当年西柏坡村子东头的中央大院，总面积16440平方



米。复建后的建筑，基本保持了旧址的原貌。院内建筑大致

分前后两部分。前部自东向西依次为周恩来、任弼时、毛泽

东旧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中央军委作战指挥室）和刘

少奇、董必武旧居等。后部东北角是朱德旧居。前后两部分

之间即小山包的西北方向，是“九月会议”会址、“七届二

中全会”会址和中共中央接见国民党和平代表谈判旧址等。

朱德总司令在中央工委时期与刘少奇同志住的紧邻。为迎接

中共中央的到来，工委在驻地后面的山沟里为毛泽东新盖了

三间窑洞式的房子。但是毛泽东到来之后，坚持住进了任弼

时西邻一所普通的平房小院，把新窑洞让给了年岁大的朱德

同志。 中央工委进驻初期，并没有大院的围墙，党中央到来

之后，为了安全才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几

处住院的外面修了一道两米多高的土围墙。并在他们住房后

面的山坡上挖了防空洞。 进入西柏坡纪念馆辖区，首先看到

的是巨臂托起太阳的大门景，它告诉我们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位于停车场西侧的影像资料馆，建筑面积3300多平方米，

集摄影、资料、娱乐于一体；气势宏伟的西柏坡纪念碑矗立

在苍松翠柏之中，碑名“西柏坡”系邓小平同志手迹；碑上

镌刻着江泽民同志1991年9月21日参观西柏坡时的题词：“牢

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碑座周围将党

中央来到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三大战役、七届二中全会

和赴京建国等重大历史事件，艺术地微缩在四块浮雕上，形

象地揭示了西柏坡的历史贡献和党在这一时期的伟大实践活

动。在纪念碑的两侧分别是中共中央旧址和西柏坡纪念馆。 

西柏坡纪念馆于1976年破土动工，全馆面积13400平方米，建

筑面积3344平方米。1978年5月26日在纪念党中央、毛主席进



驻西柏坡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旧址和纪念馆同时对外开放

。纪念馆分上下两层，阶梯式四合院，四周走廊环绕，顺山

势建造而成。馆内的陈列展览，集声光电现代化设施于一体

，集中展现了西柏坡的历史地位及深远影响。 1982年3月11日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西柏坡和井冈山、延安一样，现在是全国著名革命纪念

地和中宣部命名的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今

日的西柏坡，前临碧波荡漾、山水潋滟的西柏坡湖，后靠满

坡翠柏、松涛阵阵的西柏坡岭，湖光山色相得益彰，形成了

独居魅力的秀丽风光。 今日的西柏坡，已成为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AAAA旅游景区。国

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将其誉为“革命圣地，旅游佳境”。 征

程伴坎坷，创业艰难多，要知胜利路，请看西柏坡。 西柏坡

红色旅游的胜地！ 西柏坡爱国主义教育的圣地。 相关推荐： 

河北旅游景点：革命圣地西柏坡 湖南韶山几大红色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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