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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

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决定进行土地

革命和武装斗争。9月，毛泽东领导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毛泽东

率领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向井冈

山进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此

期间，进行了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

型人民军队的艰辛探索。本文详细介

绍了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政治建设的基

本情况，特别是三湾改编、“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等重要举措，全面总结了当时

军队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充分证明了

没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不可能创

建新型人民军队，就不可能使中国革命

走上正确的道路。正如文中所言：“党

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

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

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
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
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
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
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
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
七”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
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
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
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
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
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
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
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
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
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
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
日事变”，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
来的第一刀。接着，七月十五日，武汉
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
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动派的
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
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份，发动秋收起
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去领导
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
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
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
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
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
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
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
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
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
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
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昌国民政府
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
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
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
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

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
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
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
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
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
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
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
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
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
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
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
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
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
发动后，收编的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毫
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
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
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
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
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
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
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
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
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
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
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
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
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芦
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
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
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
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
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
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
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
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
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
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
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
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
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
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
虽少，却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
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
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
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
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
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
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
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
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
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
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
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
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
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
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
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
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
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
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
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
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
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

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
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
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
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
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
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
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
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
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
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
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
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
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
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
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
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
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
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
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
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
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
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
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
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
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
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
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
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
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
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
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
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
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会变成
流寇。当然，三湾改编只是开始奠定了
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
上的彻底改造，还需一个长期斗争的过
程。

当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
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
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
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
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
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
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
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
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
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
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
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
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
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
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
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
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
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
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
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
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
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
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
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
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
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

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
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
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
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
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
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
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
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
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
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
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
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
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
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
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
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
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
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
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
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连贯，远不能形
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
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
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
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
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
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
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
据，进则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
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
打击反革命分子。每到达一地，每打完
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
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
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
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了
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
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
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
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
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
东同志亲手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
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
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
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
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
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
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
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
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
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
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
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
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
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
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做斗
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
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
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
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
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
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
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
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
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

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

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
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
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
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
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
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
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
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
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
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
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
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
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
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
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
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
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
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
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
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
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
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
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
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
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
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
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
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
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
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
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
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
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
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
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
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
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
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
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
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
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
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
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
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
完整地建立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
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系统的
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
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第九次党代
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
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出来，这就成
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
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
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罗荣桓 出生于1902年，湖南衡山

（今衡东）人。文中身份为工农革命军

第1军1师1团特务连党代表，红军第4

军 11师 31团营党代表，第 2纵队党代

表，红四军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原总政治

部主任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人民革命军

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

授予元帅军衔。1963年逝世。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罗荣桓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丰

碑——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大观》

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丛书首

次将中宣部公布的五批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册，共

汇编成22册，350万字，收集了1300张图

片，内容翔实、资料丰富。丛书以鲜活真

实的故事解读红色历史，重温红色历史，

是一套“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的

经典读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

史，从中汲取智慧，真切感悟革命先烈的

理想信念，培养爱国情操和民族精神，是

一部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读本。

《丰碑》

传承红色基因
■王 成

《新时代的温度》（东方出版社）一书，

是一部感悟“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类读

物。全书分为五章，以“不忘初心，把人民

放在中心最高的位置”“执政为民，一切为

了人民的幸福”“管党治党，人民对党更加

信任”“改进作风，党和人民融为一体”“坚

持梦想，我们都是追梦人”为主线，全面系

统论述了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强调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新时代是一个充满温暖的时代。要始终

对人民充满真心，让人民感受到温情，让

人民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

《新时代的温度》

做时代的追梦者
■邱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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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为什么成功》（人民出版社）

一书，由多位著名学者从“党的领导与中

国道路”“改革开放与中国道路”“现代化

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成功的意义”四

个方面，权威透视新中国发展历程，全面

阐述中国道路的内涵，深入总结中国发

展的成功秘诀。70年砥砺奋进，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

性。该书全面展现新中国发展历程，凸

显了中国经验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为什么成功》

探寻成功密码
■宗旭阳

闲来无事，我喜欢到书店里去“淘
书”。当然，我所说的书店，不是那种人
挤人的闹市般的场所，因为淘书者还不
像是一般的买书者，只要浏览一下目录
就肯打开腰包。我一般习惯于将看好的
书先翻个大概，确信里面有我要的东西
才决定买下。

我淘书一般在秋季。秋日的下午，我
会奔波于大街小巷，寻找街边的小书摊。
因为书摊的书往往最便宜，可以一次翻个
够，不管摊主的脸拉得多长，我尽书中寻
味。好在有个书摊的老板待人和颜悦色，
“大哥、大哥”叫个不停，我常到那里去，走
时总要买本书。你说淘书淘到这份上，还
不让人心情舒畅吗？

淘书淘的也是一种心情，走进书店，
拿起一本书，粗粗览过，如蜻蜓点水，你
便可知这本书愿要不愿要。当淘到一本
好书，不管最终是否将其买下，浏览的过
程就是一种享受，一种让人畅游海洋的
喜悦。古人说“学海无涯”，其实这“书
海”也“无涯”。淘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淘书的时候，你可以独自一人，悠
然自得、挑肥拣瘦、品头论足、尽心欣
赏。我只恨时间太少，恨不能将所有的
书籍都享读一遍，多次因为专注读书而
忘记了时间，直到售货员喊：“要关门了，
请赶快离开。”我才一步一回头，恋恋不
舍地“上岸”回眸，心中却有了一种不尽
完美的惆怅。如果此时淘到好书，则甚
感欣慰；如空手而归，则心神不安。

有天，在街头小巷的书摊上看见几
本好书，翻看多时，爱不释手，竟然忘记
了时间，最后一看定价，高得吓人，但好
书又让人难以割舍。最后牙一咬，狠下
心来，买！大不了一个月不吃肉。当我
拿着这几本书，兴高采烈地走过几个小
巷道后，才发现随身带的包不见了。包
里有我的重要物品，怎么办？回头去
找。当我回到小书摊时，看见包安然地
放在书摊里面。摊主为此推迟收摊半个
多小时。

淘书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劳动后收
获的喜悦。我在淘书中快乐地生活。

淘书的季节
■李胜利

《70年家与国：一个文明体的磨砺与

重生》（人民日报出版社），以追求人民幸福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线索，重点梳

理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平凡历程。该

书以“最后一个古文明的危机”“为什么共

产党能赢”“对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中国

经济的崛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个章

节为重点，用丰富的实例解答“为什么历史

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最后我们

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编

绘出一幅以“文明的独特性与中国道路的

抉择”为主题的生动画卷。

《70年家与国》

展现国家发展历程
■郭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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