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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的建军背景和发展
———建军节前谈建军

i志杰

一、人民军队的称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历史上有多个称呼，1927年 8

月初创建革命军队时，名称不统一，分别称“农军”、“工农讨f军”、

“共产军”、“土地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国民革命军”，两湖地区

起义部队叫“工农革命军”。1927年 11 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决定，我军名称统一为“工农革命军”。1928年 5 月，根据《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我军更名

为“红军”，并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红军~列。1931年 1 月 7 日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全国工农红军书》，第一次使用“工

农红军”称号，由此，各地党领导的军队称“工农红军”。抗日战争爆

发后，1937年 10 月 20 日，中央军委命令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 8 月 25 日，北方红军主力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46年 9 月，我军开始使用人民解放军称

号，1947年 2 月 10 日，朱德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

1947年 3 月 24 日，新华社第一次公开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称。此

后至今，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即统一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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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军背景和过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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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1927年 7 月中旬，中共中央进

行了领导层的改组，成立了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

雷 5 人临时中央8 务委员会，结y 了坚持右T 投降政策的陈独秀

的统治。该8 委会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3 代英、澎湃等组成党的

前敌委员会，立即进行南m暴动。1927年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

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决定秋收起义。从中共中央

领导层来说，武装斗争成为这个历史关口中国共产党坚定唯一的

选择。

# G/3G 军m初|

1. 南m起义创立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在抵制了张

国焘的阻挠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于 1927年 8 月 1 日

2时发动了南m起义。O 加起义的主力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

面军之 11 军 24师，叶挺为师长；20 军，贺龙为军长；第五方面军

总指2朱德培的一个直属` 卫e ；第 3、9 军各 2个e ，第六军 1个

e 。一共 1 万人。起义胜利后，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

龙兼代总指2，叶挺兼代前敌总指2，起义兵力达到 2.2 万人，编为

3个军。8 月 3 日，起义军被迫离开南m，南征广东，9 月底在h 坑

r 敌，大败，余部 1200 人撤l 海陆丰。分散到各地的指战员，成立

了一支支革命武装，其中，朱德、陈D 率第 25师转移到' 南、闽南，

保存下 800 人，1928年 4 月辗转到达井冈山与X 泽东部会师，成立

了全国第一支正式红军———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八七会议”标志: 党在方针政策上的转变，而南m起义则在

实际行动中实践了这一方针，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立

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南m起义部队虽然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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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已置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党的前敌委员会是起义的最高领

导机关，各军、师设立党委，各e 建党总支或党支部，各级配备了党

代表和政治部主' 、指导员等专+ 政工干部，各军高级指2员多是

共产党人。南m起义培育了大批军政干部，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

中，周恩来、朱德是南m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十大元\ 中，O 加南m

起义的有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D、林彪六人。叶剑英虽未

直接O 加起义，但起义前后都A 了协助工作。大将、上将中O 加南

m起义的有QU、陈赓、许光达、萧克、周士第、赵尔陆等。

1933年 7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o 主席X 泽

东签署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每年的八月

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从此“八一”成为人民军队的建军

节。后来在设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时，X 泽东还特别指~ ，军旗

上要有“八一”两字。

2. 秋收起义为我党建立了第一支正式红军。在“八七会议”后，

中央DX 泽东以中央特D 员身* 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8 月 18 日

湖南省委会议上X 泽东提出：秋收起义应高举共产党旗号，不再打

左D国民党旗帜，国民党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旗帜才

是人民的旗帜。9 月初，X 泽东到安源，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

义。O 加起义的力量有：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总指2部` 卫e ，平

江、浏阳农军，安源路Q 工人武装，共 5000 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师，q德铭' 总指2，余洒度' 师长。部队分三路，从

修水、铜鼓、安源三地起义，准备会师长沙。9 月 9 日以破坏汉w 铁

路为标志，湘' 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起义失利，9 月 19 日在文

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向l霄山脉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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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进，S 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关? 性一步。经过 9 月 29 日的三湾

村改编，起义军队成为了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10 月下旬到达井

冈山的茨坪，标志: 我党创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1928

年 4 月下旬，朱、X 部队会合于宁冈砻市，联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四军”，1930年 6 月，编入红一军e ，这是中国共产党组建的第

一支正式红军。

3. 其他一系列武装起义创造了多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27

年 12 月 11 日 3时，广州起义爆发。O 加起义的有：第四军教导e ，

` 卫e 一部，工人赤卫队 7个联队。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

雷为委员长，起义军总指2部S 责作战，叶挺、叶剑英为正、副总指

2。12 月 12 日上1 ，广州市苏维埃政o 成立，苏o 征为主席。起义

部队与敌军激战后失利，余部 1000 多人撤出广州，其中大多数改

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战到海陆丰，与澎湃农民赤卫军会合，

少数一部在北江地区加入朱德的南m起义余部中。1928年 3 月，贺

龙、周逸群在湘鄂西起义，建立工农红军第四军，1930年 7 月，改为

红二军。1928年 7 月 22 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湘军起义，建立红

五军；1929年 12 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右江革命武装在百色起

义，成立红七军。1930年 2 月，邓小平领导左江龙州起义，成立红八

军。1930年 2 月，周逸群、段德m统一洪湖地区革命武装为红六军。

1927年 11 月，潘汝忠、吴光浩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自卫军起

义，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车军。1929年 5 月中共商（城）l（田）麻

（城）特别区委领导的河南商城起义和 1929年 11 月中共六安中心

县委领导的安徽六安= 山起义，建立了红 11 军，1930年改编为红

1 军。另外，方志c、邵式平在' 东北，刘志' 在陕西渭南、华县，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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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湘南、海南岛等地区都发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并

建立了红军队伍。

三、我军 小!" 发# 的原因

# 一/ 有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

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而取得的。在革命战争过程

中，人民军队显~ 出中国其他一h 军队所不具备的强大力量，而这

种力量主要来源于强大的精神武装，这种可以转化为巨大物质力

量的精神张力又主要来源于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是保证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前提，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

本原则。1927年 9 月，X 泽东主持了对秋收起义部队的新式整编即

三湾改编，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富有鲜明思想政治工作色

k 的整编y 动。其主要内容是“支部建在连上”，即在部队中建立党

的组t ，实行党代表制度，使这一支来源不同、组t 成分复杂、政治

素质不强的军队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强有力的革命武

装。1929年 12 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

议)，X 泽东在会上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 务的武

装集e ，是完成政治' 务的工具之一，更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

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我们的原则是党

指2枪，而不是枪指2党。此后的各个时期，进一步完善了军队内

部的党委制度，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过坚持不2 的思想

政治工作，将服从于党的领导内化为人民军队的政治信念，使人民

军队具有了铁的纪律和坚不可1 的精神力量，从而多次转J 为安，

最终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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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有3G 群$的• 大支o

中国共产党自B 生时起就将人民利益高于一h 作为坚定的政

治信念，她所领导的军队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的宗旨。

X 泽东领导湘' 边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 兵对待人民群众说

话和气，买[ 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年以后，根据形势

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

"#%&年 "! 月 "! 日，X 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i

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言简意赅，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军民一

致的原则，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

宗旨意识的T 固确立，使得人民军队为了人民、人民军队依"人

民，成为党的武装力量的坚强信念和自觉行动。

由此，人民群众把我军真正作为自己的部队，给予了最坚决的

支持。据统计，至 1934年 4 月，仅中央苏区就有赤卫队、少先队员

合计 51.3万余人。1932年 2 月至 1934年 7 月，扩红总数达到 16万

余人。其中，兴国县总人口 23万人，O 加红军的多达 8.5万余人，该

县为革命献出生命的烈士高达 2.3万人；• 金县总人口 24万人，O

加红军的有 4.9万人，YZ 者 1.7万余人。红军长征开始前，受命随

军的f 夫就达 5000人。辽? 、淮海、平n 三大战]过程中，配合人

民军队作战的民工更是高达 529万人，人民群众为人民军队提供

了 9.5S 斤P食，确保了战争的胜利。

# O/ 坚op 正确的N略N术

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始终处于军事实力上的不利地位，要

以弱胜强，就必须采用特; 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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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极防. （攻势防. ）战略。X 泽东把积极防. 战略具体化

为“防. 中的进攻，持久中的I 决、内线中的外线”，即实行“战略防

. 中的战]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战]和战斗的I 决战，战

略内线中战]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把防. 和进攻辨证地统一起

来，把战略上的防. 和战]战斗上的进攻结合起来，把战略防. 及

时地导向战略进攻。贯o积极防. 战略要坚持的原则：\ 敌深入、

集中兵力、运动战、I 决战、歼灭战。\ 敌深入原则在敌人进攻我根

据地时经8 采用，主要是保持内线作战，依"根据地人民支持，歼

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原则一直是我军的主要作战原则。运动

战是正规兵e 在比较大的区域和比较长的战线开展的大规模机动

作战，以大量歼灭敌人为作战目标，是我军主要的作战形式。1927

年到 1930年之间，红军力量十所
即三即阶准末最盾末…确这即上末最因
末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南逐三逐阶末即末最了已确
、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末上末末最因
分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根远末最如末…已上末末即末最如末即三南阶末最盾末…年之上末最因谓、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和、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阶末即三南阶末最盾末…年之上末最因
分韩接下这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误上末最因
分韩内末最明
、准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谓、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
分韩阶下、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其上末最因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逐、三南末即末最如末…《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这末、南末最明
、阶三阶准末即末最如末…究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末、南末最明
南阶末最盾末…了上末最因
分韩段逐末谓南即三阶末最如末即三南阶最如末…流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末、末最因
分韩阶末、南末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即三即阶准末确形三这逐末即末最如末谓即三、确末最盾末…、上末最因
即三即阶准末最盾末…确准之上末最因
分韩年下南末、南末最明
阶准三阶准末即末最如末…和上末最因
分韩谓下这末、南末最明
南阶三阶准末即末最如末…究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已上末最因
分韩分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年之上末最因
分韩步下这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误上末最因
分韩发下确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段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段末、南末最明
、南三阶准末即末最如末…白上末最因
分韩段逐末谓南即三阶末最如末即三南阶、段三最如末…其上末最因、这下这末、南末最明
南阶三阶准末即末最段三最如末…其上末最因流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我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即末、南末最明阶三阶准末即末最段三最如末…其上末最因逐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确三最如末…其上末最因了下、末、南末最明
南阶三确逐末即末最如末…载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这末、南末最上阶下这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盾末…年之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末、南末最明
南准三这南末谓南即三阶末最如下准下确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盾末…形逐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这末、南末最明、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因上末最因
分韩阶分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年之上末最因
分韩步下这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白上末最因
分即三如末谓即三、确了因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阶末即三南阶末最盾末…形逐上末最因
分韩最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年之上末最因
分韩发下确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白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这末、南末最明末最如末即三南阶最如末…流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末、即末最盾末…和上末最因
阶末即末最如末…末上末末最因
分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这阶末最盾末…了上末最因
分韩久下、这末、南末最明
形三确南末即末最如末…使上末最因最盾末…和上末最因
阶末即末最如末…末上末末最因
分韩江分韩阶下、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今上末最因阶下这末、南末最明
这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今上末最因阶下、这末、南末最明
形三确南末即末最如末…使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逐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即末最如末…逐上末三阶末最如末江了
分韩阶下、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白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这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下、末、末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这、末、南末、三南阶末即末最如、下、末、末上末最因
其下、这末、南末最明
形三确南末即末最如末…使上末最因显阶下阶末、南末最明
形三逐准末即末最如末…记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如、下、末、末谓南即三阶
分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段下、末、末上末最因
即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末上末最因
下步下这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南这下、末、末上末最因
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即三南阶末最盾末…了末…年到上末最因因
分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逐即末即末最、下、末、末上末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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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南阶末即末…
分韩阶下、末、南末
形三确南末即末最如末…使上末最因显阶下阶末、南末最明南阶准三阶准末即末最如末…和上末最因
分韩之分韩阶下阶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步上末最因谓分韩阶下、末、南末
形三确南末即末最如末…和上末最因
分韩》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今上末最因先下这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误上末最因
分韩到分韩阶下阶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步上末最因其下、这末、南末最明
末韩阶下南末、南末最明
南逐三逐阶末即谓下这末、南末最明
南阶三阶准末即末最如、末上末最因
载、南末、南末最明
、南三南阶末即末最如末…段上末最因
分韩识下这末、南末最明
南阶三阶准末即末最如、末谓南即三阶
分韩
分韩阶下、末、南末、形阶三阶准末即末最如、末I 脐 《契 初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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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簋世后世进源世粹同编世进研它可贞世令簋世进青
令簋才簋伐世后世进源世粹熊编世进研
政辞盘政辞伐可伐世令簋世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粹则编世进研么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
世辞伐可簋世令簋世进青
簋昭才昭伐世后初可贞世令簋世进青
簋伐才伐约世后世进源令世编世进研
裔令簋世令簋世进青
令簋才簋伐世后世进源世粹曰编世进研
政辞雒可贞世令簋世进青
簋伐才伐约世后世进源世粹曰编世进研
政辞反政辞伐可簋世令簋世进青
昭后世后世进簋令世熊 女 5 % 脐 谓最如末…流上末最因
分韩阶下、末、即其下、这末、南末最明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形逐上末最因
分韩和分韩阶下阶末、南末最明
、南末即末最如末确末、末谓、明
形逐殿像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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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簋才簋伐世后世粹
政辞伐可令世令簋世
（才）簋世后世进源世粹繁编世进研铜伐可伐世令簋世进青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粹脐编世进研
政世才伐世进源里么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
世辞伐可簋世令簋伐进青
簋昭才昭伐世后初可贞世令簋世进青
簋伐才伐约世后世进源令世编世进研
么政辞伐可簋世令簋世进青
昭后世后世进源世粹契后约进研
政辞伐可令世令后术可贞世令簋世进青
簋伐才伐约世后世进源令世编世进研
鲁政辞伐可簋世令簋世令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青
令簋才簋伐世后世粹源政辞伐可昭世令簋世进青
令簋世后世后世编世进研
政世初簋后才伐世进源骨系政辞伐可昭源青
令簋才簋伐世后世粹胎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令世编世进研
政辞伐可令簋世令簋世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粹同编世进研直此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进青
令簋世后世簋伐进青
簋昭才昭伐世后释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昭后世进源世粹初令青
青
簋昭才昭伐世后契辞伐可令簋世令簋世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粹同编世进研·伐可簋世令簋世进青
昭令才簋世后世进源世粹脐编世进研
政辞郭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令世编世进研
令政辞伐可簋世令簋世进青
昭后世后世世令世初令青
令簋才簋伐世后世粹同辞伐可令簋世令簋世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粹同编世进研此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粹曰编世进研
政辞反政辞伐可簋世令簋世贞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进青
簋昭才昭伐世后老郭世粹里编世进研
伐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进青
簋昭才昭伐世后两辞伐可令簋世令簋世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进青
簋昭才昭伐世后后世进青
令约才簋伐世后世进源世粹初令青
令簋才簋伐世后世粹繁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进青
令簋世后世昭世粹么编世进研里令簋世令簋世进青
令昭令才簋世后世世世粹脐编世进研
政辞胎郭世粹里编世进研
伐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簋昭才昭伐世后两辞伐可令簋世令簋世进青
昭后世后世进簋进青
簋昭才昭伐世后进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粹曰编世进研
政辞却老令郭世粹里编世进研
伐青
令簋世后世进贞政辞伐约簋昭才昭伐世后两辞伐可令簋世令簋世令
世辞伐可簋世令簋世进青
簋昭才昭伐世后族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粹契后约进研
政辞伐可令世令后却辞伐可令簋世令簋世令曰
令簋世后世进源世簋昭才昭伐世后逸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令世编世进研
令政辞伐可簋世令簋世伐青
令簋世后世进昭簋昭才昭伐世后两辞伐可令簋世令簋世令
世辞伐可簋世令簋世编世进研
政辞比可贞世令簋世进青
令簋才簋伐世后世进源编世进研
政辞却政辞伐可令世令簋世
（才）簋世后世进源世粹繁编世进研研可令贞世令簋世进青进青
令簋世后世进源令世编世进研
令政辞伐可簋世令簋世伐青
令簋世后世进昭簋昭才昭伐世后两辞伐可令簋世令簋世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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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胜机的高超艺术，我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行了多次军事战略的

有效转变，加快了战争胜利的步伐。1930年实行了第一次军事战略

转变，以游击战变为m 种程度的运动战。抗日战争爆发后，由集中

兵力打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分散兵力到敌后打游击战。解

放战争中转变为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并实现了战略

防. 、战略进攻、战略决战的战略转变，N 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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