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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创立的革命学说，也是国民

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和主要指导思想，被其尊为“党

魂”。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宣言信仰三民主

义，并开始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进行革命宣传。然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话语内

涵的表述，与国民党的“正统”解释却存在着细微而

又显著的差异，两党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三民主义

的激烈论战。现有学术成果从不同角度明晰了这

场论战的起因、过程和影响，但从话语建构和话语

权争夺角度的分析则稍显薄弱，特别是对毛泽东如

何通过重构三民主义话语来夺取中国革命话语权

的问题关注较少。实际上，国共关于三民主义的论

战可看作双方对革命话语权亦即对革命领导权的

争夺。正是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把三民主义解构为

真、假三民主义，进而又以“新民主主义”概念将其

重构为新、旧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完全纳入新民

主主义的话语框架之中，为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

赢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制定革

命话语策略

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掀开了中

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大幕。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

《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郑重表示：“孙中山先生

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

实现而奋斗。”[1]此后，国共两党开始以三民主义为

政治基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侮。

如同大革命时期那样，共产党人也重新以三民主义

为旗帜制定革命策略，进行革命宣传。

实际上，中共对三民主义态度的转变，并非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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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爆发后的临时之举。1936年 8月，毛泽东在《中

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即表示，希望国民党

的觉悟与爱国之士能够“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

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

大政策”[2]。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

特莱(Agnes Smedley)的谈话中，强调共产党人“老早

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

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3]。在 1937年 4月召

开的延安共产党活动分子会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了

党对待三民主义的新态度。面对党内存在的是否

应该同意三民主义的疑问，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

“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当然，毛泽东也强调了国

共两党在革命纲领上的区别，即中国共产党“最高

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其在民主革

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在他

看来，由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对

于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

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没有冲突的”，因此共产党人非

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一道实行三民

主义。[4]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应该把三

民主义确立为国共合作抗战的共同纲领。1937年
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抗日战争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全面

的民族抗战”的说法，同时认为其前提则是“必须国

民党政策有全部与彻底的转变，必须实行一个彻底

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

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

出的救国纲领”[5]。针对有人质疑中共并非真心信

仰三民主义，毛泽东解释说：从1927年国共关系破

裂，两党在对待三民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中

国共产党人“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都

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

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

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人民代表会议的苏维埃制度

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更无

疑义是彻底的民生主义”[6]。10月 25日，毛泽东在

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的提问时说：

“我们同意实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

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基本

纲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向国民党

及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与说服，务使真正革命

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彻底的在

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7]

在毛泽东看来，三民主义不仅是抗战救国的共

同纲领，还应该为新中国的创建奠定基础。1938
年 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

又对国共两党关系，特别是三民主义问题做了专门

阐述。他提出国共两党不仅应该在抗战时期保持

合作关系，而且还应该为着战后的共同建国而努

力。“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

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

共和国。”这个国家的性质既“不是苏维埃，也不是

社会主义”，而是“三民主义的”，亦即“一个‘求国际

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

家”。接着，毛泽东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

维度对这个共和国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说：“第一，

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

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

国。即是说，改变中国原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它独

立起来了；但同时，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

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

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

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

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

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

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

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

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

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徒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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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

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

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

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

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

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可以看出，毛泽

东对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充分融入了中共民主

革命的基本纲领和价值取向，是抗战时期共产党人

关于革命建国的话语表达。总之，毛泽东相信三民

主义对于国共两党而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

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8]。

1939年8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三民主

义的性质以及中共对待三民主义应采取的态度问

题做了概括总结。他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

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主要纲领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

纲领则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

是理论上承认它，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需，是

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二是实践上实行它，八

路军、新四军、边区和党的工作，都是执行三民主义

这一共同纲领。”对于是否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

共产主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毛泽东认为“是必要

的”，强调“要公开号召、宣传解释三民主义，否则不

能扶持左派与争取群众”[9]。

由此可见，随着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建立，中

国共产党人阐述革命策略、构建革命话语，都是在

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展开的，以此取代了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的苏维埃革命话语。这种看似“倒退”的

话语形态，是中共在民族抗战新形势下的必然选

择，实际上有助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使党的政策主张得到更为广泛的理

解和认同。但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是国民党的核心

意识形态，共产党人宣称信仰三民主义并基于马克

思主义对其做出新诠释，无疑对国民党长期垄断的

三民主义解释权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是国民党方

面绝对不能容忍的。[10]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话语

论战，在国共两党之间悄然发生。

二、毛泽东、蒋介石关于三民主义内涵的话语

表述

关于国共两党三民主义论战的具体过程和主

要观点，学界已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本

文不拟再赘述。但有一个史料上的细节却较少被

关注到，那就是作为国共两党领袖的蒋介石和毛泽

东对三民主义的话语表述，存在着细微却又巨大的

差别。在蒋介石那里，三民主义被概括为：民族独

立、民权平等、民生自由；而毛泽东则将其表述为：

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可以看出，双方除

了对“民族独立”的认识基本一致以外，对民权和民

生两大主义的理解则存在明显差异。这并非不经

意的文字误差，在看似区别不大的表述背后，暗藏

着双方激烈的话语对抗和政治较量。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就对“三民主义的

精神”做出了新阐释，认为它应该是“对外独立解放

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增进人民

幸福的民生主义”，并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

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

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11]。

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表述，中共在《为公布国共合作

宣言》中提出，要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即

要实现“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之自由与解放”；“实现

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

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12]。

在民族抗战业已成为全国共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把

“自由民主”的民权主义，提升至与民族独立和解放

同等重要的高度。他说：“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

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

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

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

动发展以有利条件”。他甚至将“民主”视作革命任

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13]。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发

挥“民族主义”，而忽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不仅取得不了抗战的最终胜利，而且也算不上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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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践行三民主义。

此后，毛泽东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民族独立、

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以提升这一话语

表述的影响力和认同度。1938年3月，毛泽东在抗

日军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三民主义里第一

个口号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口号是民权自由”，“马

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于都是要民

族独立，民权自由。从这一点说，今天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14]。在中共六届六中全

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三民主义的政治内涵，即

“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

民族民主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

要求实现的总目标，并非某一党派单独要求的东

西”[15]。他认为即便在 1927年两党关系破裂后，中

国共产党人也一直是三民主义的坚决执行者。“我

们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这是符合于民族主义的；

我们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这是符合于

民权主义的；我们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

度，这是符合于民生主义”[16]。毛泽东还要求共产

党人应该好好“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

践，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

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

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斗争”[17]。

与毛泽东一样，蒋介石坚持的“建国运动的总

目标”，也是“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然而，他

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和表述却跟毛泽东不同。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上发表讲话

说：“三民主义是我们总理为中国定下的革命救国

的最高原则，要促进中国的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

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

他对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做了这样的解释：

“(一)要实现民族独立：集中全民族各阶级的力量，

把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扶植起来，排除一切的侵略压

迫，造成完全自由独立的国家。(二)要实现民权平

等：要使中国国民都能够享受充分的民权，先要由

国民全体解决民生的需要和民族的问题，来奠定民

权基础，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三)要实现民生自

由：人民一切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均等普遍的满

足，不受任何的限制，不感到任何的缺陷。”[18]蒋介

石还把他解释的三民主义同林肯所提的民有、民

治、民享相比附，他在 1941年 5月饯别美国驻华大

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时致辞说：“美国立国之

精神在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中国乃以民

族独立、民权平等与民生自由——即总理所创造的

三民主义为立国的主义。据总理解释，民族独立，

即是民有；所谓民权平等，即是民治；所谓民生自

由，即是民享。……三民主义亦就是真正的民主主

义，而且这主义是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原则的。”[19]

在蒋介石的话语认知中，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

无疑都是为民生主义服务的。正如他所言：“总理

的三民主义，实在也是以民生主义为中心。”为此，

他详细论述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方法，包括“实

行平均地权”“防止资本操纵”“促进劳资合作，促进

劳资仲裁”等。[20]可以说，除了积极抗战力求“民族

独立”外，蒋介石其次侧重于“民生自由”，而“民权

平等”只是在解决了“民生的需要”和“民族的问题”

之后，才能谈得上的。但正如我们所知，国民党在

民生方面非但未能有所成就，巨大的战争消耗还大

大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反而距离“民生自由”的

目标愈行愈远。正是基于这一点，国民党被共产党

人批评为对待三民主义“言行不符”。蒋介石对此

不乏清晰认识：“仅仅有了主义，没有革命的实际行

动，就只是一种假说，而不能发生救国救世，所以我

们必须明白总理的三民主义是实行革命而作

的。……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主义，还要实行

革命，唯有努力革命以贯彻主义，才是真正信仰三

民主义。”[21]因而面对共产党的批评，蒋介石自己也

不得不承认：“我们国事所以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人

民所以受到这样切身的痛苦，实在是因为大家从前

没有研究三民主义，不能实行三民主义——就是不

懂三民主义，甚而至于违反三民主义。”[22]这也从侧

面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抗日战线中各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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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

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

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23]

从毛泽东和蒋介石关于三民主义的不同表述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共两党在抗击日本侵略、争

取“民族独立”方面基本没有异议，尽管在毛泽东看

来国民党采取的仍然是“片面抗战路线”。但双方

对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侧重则大为不同，在话语

表述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毛泽东强调民权主义的

重要性，要求“民主”和“自由”，为的是使中国共产

党在初步取得合法地位后，进一步迫使国民党改变

一党独裁的政治局面，从而成为国家政权的真正参

与者，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政治诉求。蒋介石则力图

避开政治话题，将关注点转向社会生活的民生方

面，以解决“国民生计”来维护和掩饰其一党专政的

实质。事实上，按照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

宪政”建国程序，国民党早就应该结束训政时期，施

行宪政民主了。然而，蒋介石不但推迟开启宪政阶

段，还以抗战的名义提出“我们日常的工作，应该以

军政时期为本”[24]，这不啻是严重的政治倒退。所

以说，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的不同表述，不仅仅是

文字的差别或者理解的差异，其背后潜藏的是两种

话语形态之间的较量，实质是双方对国家政治权力

及中国革命话语权的争夺。也正是在国共这场关

于三民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愈发感受到以三民主

义为旗帜进行革命宣传的诸多弊端，他开始深入思

考如何进一步对三民主义进行话语改造，进而摆脱

三民主义话语逻辑的桎梏。

三、毛泽东对三民主义话语的解构与重构

为了维护一党独裁的统治秩序和三民主义的

正统地位，国民党借中共“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

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的宣言，

蓄意混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以此来消融共产主

义、取消中国共产党。面对这一局面，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共产党人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其所宣言信仰

的究竟是什么三民主义，以及为什么在接受三民主

义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信仰共产主义。通过思考和

回答这些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三民主义与

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完成了对三民主义话语

的解构与重构。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开始酝酿“新

民主主义”这一真正属于共产党人自己的意识形

态话语，并成功将三民主义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话

语之中。

毛泽东区分真、假三民主义的基本依据，是看

对待三民主义是否做到言行一致，亦即是否真正践

行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主义。

1939年4月，中共中央就国民精神总动员发出党内

指示，提出了判别三民主义的基本标准，即“抗日战

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

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

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如果口

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

权主义而又实际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又

不顾人民生活的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者，……必

须广泛的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的实行三民主

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

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

争”[25]。据有学者考证，这是中共正式文献中首次

提出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26]在几天后召开的延

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明确了实践这

一评判真、假三民主义的真理维度：“谁是真正信仰

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

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27]

基于这一评判标准，毛泽东在1939年6月召开

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把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划分

为三类：一是“日本人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

已在做，经过汪精卫，这是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

党”；二是“中间性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萌

芽，正在奔跑，这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与国民

党”；三是“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

发生，正在发展，这是真三民主义与真国民党”[28]。

毛泽东同时认为，那些代表国民党散布反共言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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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

应划归为“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在此

情形下，共产党人的原则和方针是“用真三民主义

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29]。显

然，这里所谓“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指的就是蒋介

石的国民党，他们虽然不像汪精卫那样以三民主义

的幌子叛国投敌，但亦绝非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

义和国民党。毛泽东还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

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上基本是不相冲突的”。因

此，那些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

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的错误想法，恰恰源于“没

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30]。

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解构和区分，得到了中共

党内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的强烈共鸣。从

1939年下半年开始，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陈伯

达、艾思奇等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性文章，进一

步型塑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真、假三民主义的

话语表述。[31]但如前所述，三民主义归根到底是国

民党的思想理论话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和根本利益，在其话语框架内难以充分表达中国共

产党的革命纲领，极易导致丧失革命话语权的危

险。因此，共产党人亟需跳出三民主义的话语逻

辑，创立一个可以与三民主义分庭抗礼、甚至能够

将之囊括其中的意识形态话语。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其参与编写的《中国革

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

义”的概念，用以表述中国革命的性质。在毛泽东

看来，现时中国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

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新民

主主义的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人

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是各革命阶级统一战

线的革命。”[32]在划分“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

义”的基础上，毛泽东将三民主义也相应地区分为

“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

义”。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将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

义相关联的呢?他在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宣布的三民主义革命(国民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基本上是一致

的”。正是由于孙中山在宣言中提出的“国民党之

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

私也”“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必须

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

斗”等根本原则，“乃是区别于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

义，而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之新民主

主义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三大

政策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与工农政策的三民

主义，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

民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所宣言的“中国今日之必

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正是

这种三民主义。[33]这样一来，毛泽东就通过三大政

策把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关联起来，并将是否包

含三大政策作为判断三民主义新旧与否、革命与否

的首要标准，初步实现了对三民主义的话语重构。

1940年1月，毛泽东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34]进一步辨析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

系，同时明确提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

概念。毛泽东认为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

命纲领是基本相同的，这也成为国共合作的前提基

础；但二者在部分纲领、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宇

宙观以及革命的彻底性等方面，又存在较大区别。

毛泽东把国民党一大宣言视为“区分了三民主义的

两个历史时代”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三民主义

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

旧三民主义”；而这以后的，则是“新范畴的三民主

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

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他

再次强调，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

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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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对

于之前，毛泽东彻底弃用了“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

和“中间性的三民主义”等说法，认为“归根结底，没

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

主义”，因为只有新三民主义，也就是三大政策的三

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35]。由此

可见，毛泽东此时不再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为视角解释三民主义，而是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作为评判新、旧三民主义的唯一依据，并

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注入新的政治内涵。至此，毛泽

东最终完成了对三民主义话语的再造和重构。

四、结语

有学者在分析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政治话语时指出，“国共两党精英的革命话语内涵

虽有出入，其内在逻辑理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革

命’与‘反革命’，非白即黑，非圣即魔，二者之间不

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36]。这种绝对

排他性的话语逻辑，在抗战时期国共关于三民主义

的论战中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共产党人在抗战

初期宣言信仰三民主义并对之进行的“非正统”解

释，被国民党视为对其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构成了巨大挑战。为维护其“法统”和“正统”地位，

国民党开始以三民主义为挡箭牌，大肆攻击共产主

义和共产党人。面对来势汹汹的话语攻讦，毛泽东

以言行是否一致、内容是否完整，将三民主义解构

为真、假三民主义，又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

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相关联，进一步提

出新、旧三民主义的概念，从而把三民主义纳入新

民主主义话语之中，实现了对三民主义的重构。毛

泽东对三民主义的解构与重构，实际上是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对三民主义的话语改造，也就是他说

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

论”[37]。而“新民主主义”这一崭新概念的提出，标

志着毛泽东完全跳出了三民主义的话语逻辑。此

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放弃三民主义，转而围绕新民

主主义构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渐形成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

纵观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话语交锋，我们可以

发现：革命话语的排他性，归根结底源于革命领导

权的唯一性。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改造以及在此

基础上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正是在此逻辑下

的话语实践，本质上体现出对中国革命话语权亦即

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在 1945年 4月召开的中共七

大上，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

做了这样的结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

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

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

展得更加完整。”[38]事实也正如毛泽东所预想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与完善，为共产党人夺取

革命话语权并最终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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