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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27 年南昌、秋收、广州三
大起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第一批人民军队诞生。各地起义队
伍起初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主要成
分来自旧军队和农民，60%以上都
是农民，加上 20%的起义军人和
20%的俘虏兵。虽然广大官兵具有
革命热情，但身上的农民习气和旧
军人作风根深蒂固。如何建设共产
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完成
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更是军队
成长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题。

压缩队伍 健全组织
    1927年 9月 29日，秋收起义的工农

革命军抵达小村三湾，此时“会攻（湖南省
会）长沙”已无可能，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

围上来，起义军经过长途行军，粮弹不济，
又有疾病流行，路旁时常躺着几个“打摆

子”的战士，部队弥漫着消沉情绪，不少人

对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创建农村革

命根据地的前景感到悲观，有人不辞而别，
更有人背叛革命，部队缺编越来越严重。
比起表面上的消沉，内在的弊端更威

胁着革命军队前途。来自旧军队的军官留
恋昔日“四菜一汤”和“五皮”（皮带、皮鞋、

皮包、皮枪套、皮鞭子）的生活，官长打骂士
兵等军阀作风时时出现，官兵关系紧张，更

因为党对军队缺乏领导，党组织不健全，一
个团才有一个党支部，无法开展有力的斗

争。这些与无产阶级军队性质任务不相容

的思想和作风，涣散了革命队伍，削弱了战

斗力，长此以往，必然适应不了革命斗争。

为了改变现状，起义军来到三湾的当
晚，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

店里主持会议，总结起义经验教训，分析部
队思想和组织情况，提出改编部队的主张，

获得多数与会者赞成，第二天便着手实施。
改编的第一步是整顿组织，将原有三

个团缩编成一个团，确立“支部建在连上”
的制度，把过去“一个团一个支部”下沉到

连里设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而营团则设
党委，前敌委员会是最高指挥机关，从此军

队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下。后来的实践正如
毛泽东所言：“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

部建在连上是个重要原因。”同时，建立新
的党代表制度，由党组织的书记任同级党

代表，负责党务工作、政治工作和群众工
作，与军事长官共同管理部队。很明显，各

级党组织建立健全，尤其连队党支部出现，

让部队有了坚强战斗堡垒，促进了党员模
范先锋作用的发挥，增强了部队凝聚力。

确认原则 推广施行
    三湾改编的原则经过井冈山革

命斗争检验后，很快得到中共中央确
认。1927年 11月上旬，中共中央指

示各地党组织，工农革命军中“党代
表政治部制度，应当在新军队中建立

起来”。1928年 5月，中央颁布《军事
工作大纲》，将各地工农革命军和起

义武装正式定名为红军，规定红军在

团、营、连中均设党组织，强调“红军

中的一切生活应当在无产阶级政党

的领导之下”。1928年 6月的中共六
大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

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
央军事部。”

1929年起，各地红军按照指示，
将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原红军政治

部门也属于司令部一部分。当年 3

月，上井冈山的红四军率先将军、团

两级党委机关改为政

治部，与司令部平行，下设宣传
科、组织科、秘书处、士兵委员会和宣

传队等，随后又推出红军第一份《党
代表工作大纲》，这些都得到中央肯

定并向各地红军推广。至此，红军中
的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

等保证政治建军的制度，在中共中央

指导下都得到明确确认和实行。

古田会议 统一思想    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绝非

一帆风顺，即使在朱德、毛泽东领导
的红四军，对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实

行民主集中制等原则，也一再出现不
同认识和争论，有人把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说成“家长制”，主张极端民主
化、流寇主义……这些矛盾在红四军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集中爆发，并

导致毛泽东落选军前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红四军七

大汇报后，认识到问题严重性，当即

起草《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阐述红军建设和斗争的基本原则，强

调绝不能动摇红军党的集权制的领
导原则，明确“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

前敌指导机关是正确的，不能动摇”，
“经过前委会议，朱、毛同志诚恳接受

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
在中央直接指导下，1929 年 12

月 28日，军史上书写辉煌篇章的“中

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
会”在福建古田一座宗祠里召开，是

为古田会议。需要解释一下，红四军
七大后，各种争论仍然激烈，不少人

对原则问题模糊处理，像红四军八大
开了三天，可议来议去没个结果，期

间红四军作战受到不利影响，越来越
多的人提出“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

东”，朱德军长说：“朱毛，朱毛，朱不
能离开毛，朱离开毛就无法过冬了。”

由于实践的检验和中央的明确

指示，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九大实现
认识统一、节奏紧凑，只开了两天就

通过十余项决议案，并再次推选毛泽
东为前委书记。决议中，最重要的内

容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军

队建设的理论和党的建军实践相结

合，在政治建军方面指出———坚持党

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红
军必须实行党委制，“每个连建设一

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
军中党的组织原则的重要原则之

一，坚决克服‘党与军分离’‘党不能
领导军事’的危险”，强调“红军是一

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使官兵从思想上认清红军与国
民党军及旧式武装的根本区别，肃

清雇佣观、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
义等思想。

决议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
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加强政治工作，指

出红军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在前委
领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摒弃了

诸如“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
好，政治也不会好”等等错误提法。

实践印证 走向辉煌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也迎来发展

的新局面，直下宁化、清流、归化，打
破了国民党对赣南闽西苏区的第二

次“围剿”，部队获得很大发展。影响
更深远的是，古田会议的决议，遵照中

央“九月来信”精神，根据两年多红军
建设的经验，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加

强红军中党的建设，使红军政治工作
的理论、路线、原则系统化和具体化，

解决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环境下如

何将以农民为主的军队建设成无产
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一重大问题。

为了让“红色基因”植根军队机

体，红四军从加强党内教育、士兵政
治训练和民众宣传等

三个方面入手，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

教育，并分别制定党内教育的 10项
内容和 18项教育方法，确立士兵政

治训练的 19项内容，剖析红军对民
众宣传工作中存在的 8个内容上的

缺点和宣传方法上的 12项不足。这
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共产党人对建党建军规律与特

点的艰辛探索。在完成这一串串数字
所要求的教育后，广大红军战士听党

指挥的政治觉悟以及“为谁而战”“为
什么而战”的使命意识均显

著增强。

这些经验迅速被中央吸收，并于

1930 年 10 月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
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

例（草案）》，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第
一部基本法规，首次发布时为 10个

单项条例，1932 年修订后重新发布
时增为 19个，条例的总则开宗明义：

“红军为完成其伟大历史任务，必须

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
导。”也因此，人民军队彻底划清了同

一切旧军队的界限，有力地保持人民
军队的性质、本质和作风，筑牢官兵

坚持军魂思想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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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湾村枫
树坪， 矗立着
毛泽东塑像

■ 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
连队上， 确立共产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的组织架构

■ 反映古田会议情景的油画
■ 抗战期间， 八路军 129师警
卫连战士在河北涉县上政治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