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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光，照亮前方第二编

成为区别于其他军队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 1937 年曾对此高度评价：“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

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

新其面目。1927 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

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1924 年黄埔军校初创之时，中国共产党推荐和介绍了一批

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共产

党员和青年团员约占十分之一。同时，中共还派了一批重要干

部到军校担负各级政治领导工作，如周恩来、包惠僧、熊雄先

后任过军校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卢德铭等

先后任过政治部秘书、科长或科员，等等。

周恩来成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创造性地制定了一套军队政

治工作的理论和制度，有力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普及。1925

年 12 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的共产党人熊雄，是主持

军校政治部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主任，历时一年零三个月。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军队政治工作。当时军界的中

共党员很少，聚集在黄埔军校的这些人基本上是当时中共有军

事工作经验的重要人物。这些共产党人到黄埔军校工作，积累

了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培养了一批专门军事人才，之后

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队的骨干。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开创的政治教育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军队政治工作，

体现了黄埔军校及当时国民革命军的鲜明特点，是中国军事制度

的革命性变革的开始，不仅是北伐革命胜利进军的重要原因，也

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创设党绝对领导军队新制度做了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1924 年 11 月，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

取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对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进行改组。铁甲

车队在形式上隶属于孙中山大元帅府，但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

领导，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这成为中国

共产党创建革命武装的首次尝试。广东区委的领导和指导实践，

初步探索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

一年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将铁甲车队

扩编为一个独立团。周恩来在独立团建立党支部，各连成立党

小组，班、排均有党、团员，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

这支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部队，就是后来赢得“铁

军”赫赫威名的叶挺独立团。

“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创举

南昌起义的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人民军

队，各地起义风起云涌。然而随后敌人的反扑，接连遭遇的挫折，

让党领导下的这些武装，走到了一个生死关头。

1927 年 9 月中旬，艰难转战在罗霄山脉中的秋收起义部队，

疲惫不堪，人心浮动。这支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部队，遭遇攻打

平江、浏阳、醴陵的失利和几天惨烈征战，已由 4 个团 5000 余

人锐减至 1500 余人。起义军许多人是刚刚放下锄头、拿起梭镖

的农民，一听到枪响就慌了神。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师

长余洒度军阀习气严重，团长邱国轩叛变，成批的官兵四散而逃。

笼罩在队伍中的悲观情绪，就像弥漫在山间的浓雾。

脚部受伤的毛泽东，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行进在队伍里。一

个月前，他在汉口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的著名论断，而此时作为党的前委书记，他思虑最多的是：

如何把枪杆子牢牢抓在党的手中？怎样才能保住和把握住这支

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短暂休整

时，整个队伍中唯一一个没有逃兵的连队，吸引了毛泽东的目

光。毛泽东找来这个连的党代表何挺颖，他曾是北伐时期的团

党代表。在昏暗的油灯下，毛泽东与何挺颖彻夜长谈。毛泽东问，

部队为什么抓不住？为什么逃兵这么多？何挺颖回答，主要原

因是连队一级没有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没有渗透到队伍中去；

党员太少，又没有捏在一起，形不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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