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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ꎬ始终高度重视人民军队优良作风的培育ꎬ逐步形成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三大民主等一整套优良作风ꎮ 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ꎬ促进了官兵团结、
军民团结和部队高度集中统一ꎻ发扬艰苦奋斗精神ꎬ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ꎬ自己动手ꎬ丰衣足食ꎻ锤炼部队英勇顽强不

怕牺牲的战斗精神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ꎬ夺取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ꎻ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ꎬ建立了新型官兵关系ꎬ
提高了部队战斗力ꎮ 毛泽东精心培育的这些人民军队优良作风ꎬ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ꎬ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

和本色ꎬ实现了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胜利走向胜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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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ꎬ在培育人民军队优良作风的过程中ꎬ发表了

一系列重要论述ꎬ深刻阐述了我军作风建设带根本

性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ꎬ这些重要论述是我军

作风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ꎬ是毛泽东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我军作风建设的科学理论

指南ꎮ

一　 培育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在人民军队培育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ꎬ
以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语言ꎬ融政治纪律、军事纪

律、群众纪律为一体ꎬ成为全军贯彻执行的统一的革

命纪律ꎮ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独创ꎬ在中外

建设史上绝无仅有ꎮ
(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ꎬ促进了官兵团结、军民团结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ꎬ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在向井

冈山进军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ꎬ就是上井冈山后

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ꎬ部队才能站稳脚跟ꎮ 为

此ꎬ毛泽东在部队出发前ꎬ宣布了行军纪律ꎬ要求部

队对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
不骂人ꎮ 但在行军路上ꎬ部队给养供给不上ꎬ出现了

违反纪律的现象ꎮ 如有的战士私自跑到老百姓地里

挖红薯吃ꎬ有的战士乱拿老百姓的东西ꎬ有的战士把

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归自己ꎬ有的战士自由散漫不听

指挥ꎮ 毛泽东发现后ꎬ一方面耐心地对战士进行教

育ꎬ另一方面着手为部队制定革命纪律ꎮ 同年 １０
月ꎬ当部队来到江西遂川县荆竹山时ꎬ毛泽东向部队

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ꎬ行动听指挥ꎻ第二ꎬ不拿老百

姓一个红薯ꎻ第三ꎬ打土豪要归公ꎮ 有了这三项纪

律ꎬ部队就有了统一指挥和群众观念ꎬ组织纪律性大

大加强了ꎮ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ꎬ毛泽东率领部队攻打江西

遂川ꎬ打垮民团三四百人ꎬ当部队在县城分兵发动群

众时ꎬ出现没收小商贩货物等侵犯商人利益的现象ꎮ
毛泽东发现后ꎬ立即作了纠正ꎮ 他在遂川还经常找

地方群众谈话ꎬ了解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ꎬ听取人民

群众对部队的反映ꎬ并把群众的反映归纳起来ꎬ对部

队提出了六项注意ꎬ即:上门板ꎬ捆铺草ꎬ说话和气ꎬ
买卖公平ꎬ借东西要还ꎬ损坏东西要陪ꎮ 同年 ４ 月ꎬ
当工农革命军到达湖南桂东县沙田村时ꎬ毛泽东将

三大纪律中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

人农民一点东西”ꎬ并正式向部队颁布了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ꎬ作为全体官兵行动的准则ꎬ深受群众的欢

迎和拥护ꎮ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ꎬ毛泽东在率红四军向赣南

闽西挺进时ꎬ有的战士在野外随地大小便ꎬ在村沟里

洗澡ꎬ引起群众不满ꎬ于是六项注意又增加了“洗澡

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这两项ꎮ 后来ꎬ根据形势



发展又将这两项修改为“不得胡乱屙屎”和“不搜敌

兵腰包”ꎮ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ꎬ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颁发的

«红军士兵会章程»中ꎬ明确规定部队要严格执行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ꎬ“三大纪律”是:“(１)不拿工农小

商人一点东西ꎻ(２)打土豪要归公ꎻ(３)一切行动听

指挥ꎮ “八项注意”是:(１)上门板ꎻ(２)捆禾草ꎻ(３)
说话和气ꎻ(４)买卖公平ꎻ(５)借东西要还ꎻ(６)损坏

东西要赔并须爱惜公物ꎻ(７)不得胡乱屙屎ꎻ(８)不
搜敌兵腰包ꎮ” [１] 这些纪律ꎬ是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

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ꎬ对于人民军队的建

设ꎬ对于确保我军官兵团结、军民团结ꎬ瓦解敌军ꎬ夺
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ꎮ

(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ꎬ
促进了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ꎬ各解放区部队根据本战区的

实际情况ꎬ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ꎬ对部

队提出了不同的纪律要求ꎮ 鉴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规

模愈来愈大ꎬ作战行动愈来愈集中ꎬ需要重新统一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ꎬ以便用统一的纪律来规范各

部队的行动ꎮ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ꎬ中共中央给各地发出指

示ꎬ要求各地各军把他们现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的内容及有关意见电告中央ꎮ 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

各地的报告ꎬ吸取了全军不同部队的意见ꎮ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ꎬ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

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指出:“本军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ꎬ实行多年ꎬ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ꎮ
现在统一规定ꎬ重行颁布ꎮ 望即以此为准ꎬ深入教

育ꎬ严格执行ꎮ 三大纪律如下:(１)一切行动听

指挥ꎻ(２)不拿群众一针一线ꎻ(３)一切缴获要归公ꎮ
八项注意如下:(１)说话和气ꎻ(２)买卖公平ꎻ(３)借
东西要还ꎻ(４)损坏东西要赔ꎻ(５)不打人骂人ꎻ(６)
不损坏 庄 稼ꎻ ( ７ ) 不 调 戏 妇 女ꎻ ( ８ ) 不 虐 待 俘

虏ꎮ” [２]１２４１同时ꎬ毛泽东在为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强调ꎬ全体指挥员、战斗员

“必须提高纪律性ꎬ坚决执行命令ꎬ执行政策ꎬ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ꎬ军民一致ꎬ军政一致ꎬ官兵一致ꎬ
全军一致ꎬ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ꎮ 我军

将士必须时刻牢记ꎬ我们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队伍ꎮ 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ꎬ我们就一定

胜利ꎮ” [２]１２３９

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ꎬ是人民解放军对

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ꎬ进一步丰富了人民军队政

治工作的内容ꎮ 从此ꎬ全军有了统一的纪律和行为

规范ꎮ 这对于保证全军的集中统一领导ꎬ对于正确

处理军队内外部关系ꎬ对于正确执行俘虏政策ꎬ以至

于保证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ꎬ都具有重大作用ꎮ

二　 培育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

风ꎬ在这种革命精神的激励下ꎬ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

服ꎬ没有什么障碍不能跨越ꎬ没有什么敌人不能打

倒ꎬ没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ꎮ 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

说:“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ꎬ要成为模

范的ꎮ” [３](Ｐ３６７)

(一)官兵同甘共苦ꎬ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ꎬ
胜利完成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ꎬ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对根

据地实施围剿ꎬ我军战斗极为频繁ꎬ物质生活菲薄ꎬ
环境相当艰苦ꎮ 面对这种局面ꎬ毛泽东以高度的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教育部队ꎬ并首先身体力行ꎬ与官兵

同吃红米饭ꎬ同穿粗布衣ꎬ同住茅草房ꎬ一起劳动ꎬ一
起打仗ꎮ 官兵待遇平等ꎬ充满革命热情ꎬ战斗积极性

高ꎬ这是根据地红旗不倒的重要原因ꎮ 当时在红军

战士中流传着这样两首歌谣ꎮ 一首是ꎬ“红米饭ꎬ南
瓜汤ꎬ秋茄子ꎬ味道香ꎬ餐餐吃得精打光ꎻ干稻草ꎬ软
又黄ꎬ金丝被ꎬ盖身上ꎬ不怕北风和大雪ꎬ暖暖和和入

梦乡ꎮ” [４]３９４另一首是ꎬ“深山岩洞是我房ꎬ青枝绿叶

是我床ꎬ红薯葛根是我粮ꎬ我一心跟着共产党ꎬ哪怕

敌人再围剿ꎬ头断血流不投降ꎬ只要坚决干到底ꎬ总
有一天见太阳ꎮ” [４]３９４这两首歌谣ꎬ是当年红军官兵

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ꎮ
随后ꎬ红军实施战略转移ꎬ踏上漫漫长征路ꎮ 爬

雪山ꎬ过草地ꎬ走泥潭ꎬ渡江河ꎬ行军作战ꎬ风餐露宿ꎬ
敌人前堵后追ꎬ我军昼夜兼程ꎬ加之气候恶劣ꎬ环境

险恶ꎬ红军可谓是历经千难万险ꎮ 但红军官兵以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ꎬ克服了重重困难ꎬ胜利

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ꎮ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ꎬ毛泽东在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长征是历

史纪录上的第一次ꎬ长征是宣言书ꎬ长征是宣传队ꎬ
长征是播种机ꎮ 自从盘古开天地ꎬ三皇五帝到于今ꎬ
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十二个月光阴

中间ꎬ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ꎬ地下几十万大

军围追堵截ꎬ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ꎬ我们却

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ꎬ长驱两万余里ꎬ纵横十一个

省ꎮ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没有ꎬ
从来没有的ꎮ 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

的结果而告结束ꎮ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 是共产党ꎮ
没有共产党ꎬ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ꎮ 中国共

产党ꎬ它的领导机关ꎬ它的干部ꎬ它的党员ꎬ是不怕任

何艰难困苦的ꎮ” [５]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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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大生产运动ꎬ自己动手ꎬ丰衣足食

抗日战争时期ꎬ毛泽东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继续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ꎬ开展大生产运动ꎬ自己动手ꎬ丰
衣足食ꎬ度过艰难岁月ꎬ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ꎮ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ꎬ毛泽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中指

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ꎮ 政治方向可以有许

多不同的方向ꎬ你们需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ꎬ这
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

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ꎮ 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

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

作风ꎮ 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

方向ꎮ” [６]１１６“同时你们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

风ꎬ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

斗ꎮ 像你们在这里吃小米饭ꎬ爬清凉山ꎬ也可说是一

种艰苦奋斗ꎬ是要你们改变不能艰苦奋斗的软弱作

风” [６]１１７ꎮ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

年大会上所作的«永久奋斗»的讲话中指出ꎬ蒋介石

反动派反共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党ꎬ“说共产党不

好ꎬ是因为共产党提倡艰苦奋斗ꎮ 共产党有艰苦奋

斗的作风ꎬ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ꎮ 从前

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ꎬ有五十天没有饭吃ꎬ吃树

皮ꎬ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ꎬ别人是做不到的ꎮ 我们共

产党员‘吃树皮’ꎬ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则‘刮地皮’ꎮ
所以把共产党搞掉了ꎬ中国就不妙ꎮ 大家要拥护共

产党ꎬ全国老百姓也要拥护共产党ꎮ” [６]１９３抗日战争

进入相持阶段后ꎬ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

日寇的疯狂扫荡ꎬ向部队发出了“自己动手ꎬ自力更

生ꎬ艰苦奋斗ꎬ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ꎬ要求部队在

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积极参加生产运动ꎮ 毛泽东还

亲自在杨家岭窑洞对面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

地ꎬ种上蔬菜ꎬ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ꎬ从而极大地鼓

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ꎮ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ꎬ中共中

央、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ꎬ
要求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部队中的生

产运动ꎬ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ꎬ提高官兵劳动热

忱与政治积极性ꎬ一面战斗、一面生产ꎬ“以自力更

生的精神ꎬ战胜物质困难ꎬ完成党的军事、政治任

务ꎮ” [７]随后ꎬ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中
央军委的指示精神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ꎮ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ꎬ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

题»中指出:“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

动办法»ꎬ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ꎮ 边区的机关

学校也增多ꎬ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ꎬ已经分配不

过来ꎬ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ꎮ 由于

这个原因ꎬ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

自给的运动ꎮ 那时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

提出问题:饿死呢? 解散呢? 还是自己动手呢? 饿

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ꎬ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

的ꎬ还是自己动手吧” [６]４６０ꎮ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同志的正确领导下ꎬ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ꎬ
到 １９４３ 年ꎬ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皖中六区就扩

大耕地 ６００ 万亩以上ꎬ陕甘宁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
费达到全部自给ꎬ实现了“自己动手ꎬ丰衣足食”的

目标ꎮ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ꎬ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ꎬ毛泽东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中国革命是伟大的ꎬ
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ꎬ工作更伟大ꎬ更艰苦ꎮ 这一

点现在必须向党内讲明白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ꎮ” [２]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三　 培育人民军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认为ꎬ战争是流血的、战争是残酷的、战
争是敌我之间的生死较量ꎬ战争的本质就是保存自

己、消灭敌人ꎬ因此ꎬ要培育部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的战斗作风ꎬ在日常训练和战争实践中勇敢战斗、不
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ꎮ

(一)揭示战争的本质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战争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ꎬ在战场上作战双

方总是力图把对方陷入最艰苦、最复杂、最被动的境

地ꎮ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作
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ꎬ两军相杀的战争ꎬ它
的根本目的是什么ꎮ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ꎬ就是

‘保存自己ꎬ消灭敌人’(消灭敌人ꎬ就是解除敌人的

武装ꎬ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ꎬ不是要完

全消灭其肉体)ꎮ 战争目的中ꎬ消灭敌人是主

要的ꎬ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ꎬ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

人ꎬ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ꎮ 因此ꎬ作为消灭敌人之主

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ꎬ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

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ꎬ是第二位

的ꎮ” [８]４８２那么ꎬ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
不是与“保存自己”相矛盾吗? 这是不相矛盾的ꎬ是
相反相成的ꎮ 毛泽东对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ꎬ他说: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ꎬ是要付出代价的ꎬ有时是极大

的代价ꎮ 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ꎬ为了全体的

永久的保存ꎮ 我们说ꎬ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

手段中ꎬ同时也包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ꎬ理由就在这

里ꎮ” [８]４８２￣４８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ꎬ
就是战争的本质ꎬ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ꎬ就是战

争的基本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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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部队ꎬ鼓舞士

气ꎬ提高战斗力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ꎬ毛泽东在关于收集和宣传八路军

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的指示中指出:“在抗战中ꎬ在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

族英雄ꎮ 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ꎬ对外宣传与

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ꎬ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

些英雄的事迹ꎬ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ꎬ择其最重

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ꎮ 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
新四军英雄一栏ꎬ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ꎮ” [９]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ꎬ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ꎬ总政治部在关于宣

传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各种英雄人物的指示中指出:
“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已进入到第六年ꎬ做出了许

多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事迹ꎬ不管在作战中、在对敌

斗争中、在学习与生产中ꎬ都涌现出了许多的八路

军、新四军英雄ꎮ 各战略单位政治机关ꎬ应很踏

实的去发现这些英雄ꎬ编成生动的通讯ꎬ电告延安新

华社ꎬ同时在本地深入宣传ꎬ这是极富有教育意义

的” [１０]ꎮ
(三)锤炼部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ꎬ不怕疲劳、

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

解放战争初期ꎬ由于人民军队的装备远落后于

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ꎬ加之有的部队

缺乏战斗经验ꎬ在攻破敌人的电网碉堡坦克、反击敌

机的轰炸扫射等方面ꎬ存在不同程度的畏惧心理ꎮ
为此ꎬ毛泽东要求部队不间断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ꎬ
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了解这些武器装备、设备设施的

性能ꎬ掌握应付的方法ꎬ鼓舞指战员的战斗意志ꎬ巩
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ꎮ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ꎬ毛泽东在«论
联合政府»中指出ꎬ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

精神ꎬ它要压倒一切敌人ꎬ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ꎮ 不

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ꎬ只要还有一个人ꎬ这个人

就要继续战斗下去ꎮ” [１１]１０３９１９４６ 年 ９ 月ꎬ毛泽东在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ꎬ要求部队“一方

面ꎬ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ꎬ不打无把握之仗ꎬ每
战都应力求有准备ꎬ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

之把握ꎻ另一方面ꎬ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
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

作风ꎮ” [１２]２２９解放战争中后期ꎬ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在

全军树立敢于进攻、敢于推翻敌人、敢于胜利的思

想ꎬ在人民军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ꎬ广大指

战员欢欣鼓舞ꎬ整个部队的战斗情绪十分旺盛ꎮ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ꎬ毛泽东致电时任华东野战军正副司令

员陈毅、粟裕ꎬ要求他们从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ꎬ
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ꎬ人员、粮食、弹药、被

服ꎬ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ꎬ部队战斗意志要愈打愈

强ꎬ“军中要禁绝怕牺牲ꎬ怕吃苦ꎬ要带大部队ꎬ要求

大休息ꎬ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ꎮ” [１２]２３６１９４８ 年

３ 月ꎬ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

运动»中指出:“总观全局ꎬ说明了一个真理ꎬ就是只

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ꎬ反对惧怕敌人ꎬ反对惧怕困

难ꎬ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

指示ꎬ我们就能展开进攻ꎬ大量歼灭敌人ꎻ打得蒋介

石匪帮ꎬ或者暂时只有招架之功ꎬ并无还手之力ꎻ或
者连招架都没有ꎬ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

净ꎮ” [１１]１２９３￣１２９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ꎬ毛泽东仍然强调

军队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ꎮ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ꎬ毛泽

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保持和发扬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ꎬ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ꎬ这在你们的

学院ꎬ是和全军一样ꎬ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

记的ꎮ” [３]３５２１９６９ 年 ４ 月ꎬ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

会所作的«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准备打仗»的讲话中

指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ꎬ叫做‘一不怕苦ꎬ二不怕

死’ꎬ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ꎬ没
有苦劳也有疲劳’ꎮ 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ꎬ二不怕

死’是对立的ꎮ 那个时候ꎬ江西苏区ꎬ井冈山苏

区ꎬ赣东北ꎬ闽西ꎬ湘鄂西ꎬ陕北ꎬ经过战争有很大的

牺牲ꎬ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ꎮ 这叫做‘一不怕苦ꎬ二
不怕死’ꎮ” [１３]３６０

四　 培育人民军队民主主义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

路线ꎬ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以三大民主为基本内容的

民主制度ꎮ 实行民主制度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ꎬ是人民军队

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ꎮ 它对于密切

官兵关系ꎬ增强部队团结统一ꎬ激发官兵积极性和创

造性ꎬ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大作用ꎮ
(一)在人民军队实行民主ꎬ建立新型的官兵

关系

旧中国的军队带有浓厚的封建雇佣色彩ꎬ官兵

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ꎬ相互之间的矛盾

和对立表现得十分突出ꎮ 士兵大都是为生活所迫ꎬ
出于无奈被招募或雇佣来的ꎬ其独立人格得不到承

认ꎬ人身自由没有保证ꎬ没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ꎬ
而且动辄遭受打骂、训斥以至于杀害ꎬ更谈不上参与

军队的管理ꎮ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新型人民军队ꎮ 人民军队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

建的军队ꎬ它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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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ꎬ为着全民族的利益ꎬ
而战斗的ꎮ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ꎬ全心全意

地为中国人民服务ꎬ就是这支军队的唯一的宗旨ꎮ
“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ꎬ没有阶级的分别ꎬ官长

不是剥削阶级ꎬ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ꎮ” [１４]１１５两者的

关系是阶级兄弟和革命同志的关系ꎮ 在这种关系

中ꎬ没有人格贵贱高低之分ꎬ政治上一律平等ꎮ 尽管

有着上下级和职务分工的不同ꎬ但都是共同地对革

命事业负责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ꎮ 军官除了制度和

政策规定的工作职权和待遇外ꎬ没有任何特权ꎬ也不

允许谋取私利ꎮ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ꎬ毛泽东在«中国共产

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红
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ꎬ它
的主要成分ꎬ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

的ꎬ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ꎬ仍然很浓厚地存

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ꎬ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

怕的习惯ꎬ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ꎮ
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ꎬ低落了士兵以至官

长的情绪ꎬ逃跑的数目日多ꎬ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

气ꎬ甚至发现自杀事件ꎬ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

背 驰 的 现 象ꎬ 如 不 赶 快 纠 正ꎬ 危 险 不 可 胜

言ꎮ” [１４]１１７￣１１８如何才能克服红军内部存在的这些封

建雇佣军队的思想、习惯和作风呢? 毛泽东认为ꎬ在
军队内部进行民主建设是一条重要的途径ꎬ指出

“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

个重要的武器” [１４]３０ꎮ 只有通过建立和贯彻实行军

队内部的民主制度ꎬ才能有效地抵制各种妨碍官兵

关系的不良作风ꎬ使官兵之间的平等得到组织上的

和制度上的保证ꎬ使广大官兵真正成为军队的主人ꎬ
团结一致地为完成党赋予军队的各项任务共同

奋斗ꎮ
(二)在人民军队实行民主ꎬ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在革命战争时期ꎬ我军人力物力的重要来源在

前线ꎬ溶化俘虏兵、收编散杂武装力量和改编起义投

诚部队ꎬ是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和敌军不断削弱的一

个重要原因ꎮ 在军队实行民主制度有利于对旧军队

进行改造ꎬ使那些从旧军队过来的“解放战士”受到

我军民主制度的洗礼ꎮ “同样一个兵ꎬ昨天在敌军

不勇敢ꎬ今天在红军很勇敢ꎬ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ꎮ
红军像一个火炉ꎬ俘虏兵过来马上就溶化了ꎮ” [５]６５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军队应

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ꎬ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

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共苦ꎮ 这样一来ꎬ官兵一

致的目的就达到了ꎬ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ꎬ长
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ꎮ” [８]５１１毛泽东的这

些论述ꎬ明确揭示了军队实行民主制度与提高部队

战斗力的关系ꎮ 民主制度的实行ꎬ使广大官兵完全

把自己置于军队主人的地位ꎬ自愿地把自己的智慧

和力量投入到革命战争中来ꎬ为此情愿牺牲个人的

幸福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ꎬ从而迸发出巨大的无穷

的力量ꎮ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

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ꎬ由于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

了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

参加的民主运动ꎬ“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

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ꎬ战斗力大为增强ꎬ溶化了大

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ꎬ使他们变

为解放军战士ꎬ调转枪口打国民党ꎮ” [２]１３４４

(三)在人民军队实行民主ꎬ推进三大民主建设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ꎬ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

“三湾改编”时ꎬ就把在军队建立民主制度作为改编

的一项重要内容ꎬ在连以上各级建立了士兵委员会ꎬ
实行民主制度ꎬ官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ꎮ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ꎬ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ꎬ中国不但人

民需要民主主义ꎬ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ꎮ 原因在于: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ꎬ战斗如此频繁ꎬ仍能维

持不敝ꎬ除党的作用外ꎬ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

义ꎮ 官长不打士兵ꎬ官兵待遇平等ꎬ士兵有开会说话

的自由ꎬ废除繁琐的礼节ꎬ经济公开ꎮ 士兵管理伙

食ꎬ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

用ꎬ名曰‘伙食尾子’ꎬ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ꎮ 这

些办法ꎬ士兵很满意ꎮ” [５]６５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ꎬ毛泽东在

«军队内部的民主»中第一次把军队民主概括为政

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ꎬ并对三大民主作了系

统完整的阐释ꎮ 他指出ꎬ军队内部实行民主ꎬ目的就

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ꎬ通过

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ꎬ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

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ꎮ
“关于经济民主ꎬ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

(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ꎮ 关

于军事民主ꎬ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ꎬ兵兵互

教ꎻ在作战时ꎬ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ꎬ在
连队首长指导下ꎬ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ꎬ
如何完成战斗任务ꎮ” [２]１２７５毛泽东关于三大民主的

系列论述ꎬ将我军的民主生活和民主传统进一步理

论化和制度化ꎬ成为我军民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ꎮ
三大民主涵盖了军队生活的主要方面ꎬ共同构成了

我军内部统一完整、运行有序的民主制度ꎮ
综上所述ꎬ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ꎬ无产

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ꎬ他在领导人民军队进

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历程中ꎬ培育和发展了一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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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作风ꎬ这是党建军治军的锐利武器ꎬ是人民军队

的传家宝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ꎬ都要大力继承和

发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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