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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初期毛泽东的军民关系思想及其价值

王力，吴琼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摘　要：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转向井冈山的过程中触及如何解决军队和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在解决实际问
题中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成为构建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军队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充分认

可和全力支持。毛泽东指导军队帮助建立农民武装和工农兵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让农民认识到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

农的化身，誓为工农利益奋斗。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军队的重要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人民利益打仗。

军队为人民解放而战，广大人民无私支援人民军队，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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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民关系问题是所有军队建设过程中面对的
重大问题。军队为打仗而生，但军队的首要问题

是生存，要生存就要解决物质生活资料，这就直接

关涉从哪里获得基本生活物资，这就必然生发出

军民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自己的军队之

始，就明确了军队的宗旨、任务和目的，明确了为

谁打仗和打仗的最终目的问题。本文主要阐述从

秋收起义到古田会议召开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

部队开展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提

出并不断完善成熟的军民关系思想。

一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构建军
队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并未建立自己独立的武

装力量，而是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开办黄埔军校、建

立国民革命军，并开展北伐。在此过程中，周恩

来、瞿秋白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

武装斗争，“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

我们的理论的先锋”①，但未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否

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１９２７年４月和７月，
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的两次反革命政变大

量屠杀共产党员，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推向生死

存亡的边缘。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必

须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才能取得革命

的胜利。在 １９２７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
明确指出了我们党在国共合作期间不做军事运动

专做民众运动，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

取得的”②著名论断。１９２７年 ８月 １２日，毛泽东
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到长沙，开始组织

和领导秋收暴动。１９２７年 ８月 １８日，毛泽东在
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暴动问

题时发表意见，再次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

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

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

权。”③毛泽东在湖南通过农村调查、召开会议等，

确立了秋收暴动的目的是要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

苏维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以中共湖

南省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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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

打的国民党的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

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①此时

毛泽东已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独立的

武装力量，独立领导革命。毛泽东领导组建秋收

起义部队时抛弃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使用

“工农革命军”②的名称，打起共产党的旗帜，建立

起一支与以往的旧军队具有本质差异的、为广大

工农利益开展武装斗争的新型军队。１９２７年 ９
月初，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

会议时，决定并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领导开展秋收暴动。１９２７年 ９月 ９日爆发的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未能形成预期的形势，１９日，在
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在总指挥

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

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部队转向敌人统治力量

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保存实力再求

发展。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向江西沿着罗霄山

脉南下寻找立身之地，就遇到了军民关系问题，特

别是军队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如何把这支以农民

和旧军人为主的军队建设成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

军队，成为毛泽东首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国共

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都是在城市驻扎，部队的

给养由国民政府解决，无需直接从居民那里获得

生活物资，军队与城市居民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没有政府分发的粮

饷，需要自己筹集军队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进驻

农村后就只能向农民征集。农民是否自愿将粮食

等物资给工农革命军？这就取决于农民能否认可

和接纳这支还不为百姓熟知的部队，取决于党的

领导人如何处理军民关系。１９２７年 ９月 ２９日，
毛泽东和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

永新县三湾村时，当地群众不了解工农革命军的

性质，担心受到伤害，大部分村民躲进山里。针对

这种情况，毛泽东当时就“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

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③，让农民知道工农革

命军不伤害老百姓，后来群众就陆续回到村里。

面对这支刚刚组建且以农民为主要来源的军队

（这支新组建的部队除卢德铭的警卫团外，大多

数来自长沙及湘潭周边市县的工农义勇军和农民

自卫军），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如何让农民接

纳进而支持部队成为毛泽东及当时部队领导人必

须思考的重大问题。１９２７年 ９月 ２９日晚，毛泽
东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

队进行改编。会议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

部实行民主制度的建军原则，初步明确了党的领

导与军队的关系。这次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

军队的制度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建设史上

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１０月３日，毛泽东在
带领部队向宁冈古城进发前向战士和干部宣布军

队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

个红薯。”④从现实的小事抓起，毛泽东开始制订

军队纪律。

严明可行的制度和纪律是构建良好军民关系

的前提。工农革命军在沿罗霄山脉南下进入农村

后还没有明确的落脚点，如果这支部队得不到人

民群众的认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无法生存，

更谈不上发展。１９２７年 １０月 ３日，毛泽东在古

城文昌宫主持召开有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

委扩大会议（史称“古城会议”），着重讨论“安

家”问题，确定争取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地方武装、

立足于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方针，同时要

求军队主动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工农革命军的性

质和革命的目的，扩大部队的政治影响。１９２７年

１０月２４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准备上井冈山时，要

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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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

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①

这就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

１９２８年１月 ２５日，毛泽东在布置部队从遂川县
城分兵下乡时，针对一些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

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等问题对部队进行纪律教

育，宣布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

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请来?

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②１９２８年４月３日，针
对士兵中发生违反纪律的情况，毛泽东在沙田集

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讲工农革命军的“三大

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

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

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

损坏东西要赔。这九方面的纪律规定是毛泽东领

导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治军的

理论探索成果。九方面的规定看似都是日常小

事，但都是直接触及百姓利益的事情，如果处理不

好这些小事情，就有可能因小失大，造成百姓对部

队的反感和抵制。“三大纪律，六项注意”③后来

增加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构建新型军

队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纪律规定。１９２８
年８月下旬，得知部队在回师井冈山的途中因饥
饿吃光了农民一块地里的苞米后，毛泽东通知部

队休息，对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亲自写了一

个牌子说明原因，并在地里埋了两块光洋。新中

国成立后，贺龙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军队建设的经

验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我军初创时期，就手订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

建军宗旨，在处理军队内外关系中最经常遇到的

具体问题上体现了出来，把最常见的‘小事情’提

高到政治原则上来。这样，就在红军中彻底破除

了旧军队欺压人民、虐待俘虏等等的军阀主义影

响，确立了人民军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革命的

民主传统。”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构建密切

和谐的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取得革命战争胜

利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　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军队的宗旨
和开展武装斗争的目的

在强化纪律约束的同时，毛泽东还特别要求

工农革命军充分发动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对农民问题作了

研究和阐述，后来又通过实地调查进一步认识到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

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

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

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

会拥护这个革命”⑤。在 １９２７年 ３月完成的《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较为完

善的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方法和途径，明确了

“十四件大事”。１９２７年 ４月 ２２日，毛泽东在出

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时指

出：“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是于全般

革命有利益的。现在所决定的政治没收，是没收

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⑥毛泽

东明白农民问题的结症和农民需要什么，带领部

队进入罗霄山脉的农村后迅速开展农民运动，进

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农民很快接纳了

这支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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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统一规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

（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至此，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得以确定。

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０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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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

一是工农革命军领导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

利益的工农兵政权。１９２７年 １１月下旬，针对第
一团团长陈浩等不发动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在给

茶陵县党的领导人去信时，批评了陈浩等人的错

误，主张“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充分发动群众，

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①。

工农革命军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或者只管打仗，

更重要的是，通过打仗把旧军队和旧政府赶走后，

还要及时帮助当地建立人民政权，让人民成为主

人。进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按照毛泽东的意见，

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

兵政府。１９２８年 １月，毛泽东亲自主持、陈正人
起草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规定了工

人、农民、士兵及其他贫民的政治权利，确立了召

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时机、土地分配给贫苦

农民等事项。毛泽东还亲自指导建立工农政权及

地方武装。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８年３月，毛泽
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的宁冈、遂川、茶陵

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帮助建立了湖南酃县赤卫

队和区工农兵政府及一些乡的工农政权。工农政

权建设实践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群众的政治觉悟，

使得贫民百姓明白了自己拥有的政治权益，懂得

了祖祖辈辈受剥削压迫不是上天的安排，激发了

广大穷苦百姓反抗旧政府的革命热情。

二是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给农民，让百姓

切身感受到这支军队与以往旧军队的不同。１９２８
年２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到宁冈大陇开展土地革
命。１９２８年３月 ３０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
第一团到达桂东县沙田圩，在军队干部会上，决定

分兵到附近乡村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试

点。１９２８年６月，毛泽东多次主持红四军相关干
部会议推动分兵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帮助建立农

民武装和工农兵政权。１９２９年 １月，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联名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

四军司令部布告》，明确了“红军宗旨，民权革

命……革命成功，尽在民众”②，宣告了中国共产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主张。１９２９年 ３月 ２７

日，在反围剿转战途中，毛泽东和朱德向国民党暂

编第一师发布《警告士兵群众》书，其中明确指

出：“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

我们誓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到彻底的解

放！”③１９２９年４月中旬到 ５月中旬，红四军根据

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的指示，以纵队

为单位到于都、赣县、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区开展

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和指导

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这些具体的措施

让人民群众真正明白了红军是自己的部队，是为

穷苦百姓争取利益的军队。这支部队获得了当地

农民的高度赞许和支持，农村革命根据地得以不

断扩展。

毛泽东还通过社会调查了解群众的疾苦和需

求，总结土地革命经验制定法律，保护农民利益。

１９２８年 １２月，毛泽东在全面总结湘赣边界土地

斗争经验基础上，制定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１９２９年４月，毛泽东又根据在于都和兴国调查中

发现的问题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原来土地法

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

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县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

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④，探索土

地分配法治化，以法律形式保护农民获得的田地

不受侵害。

在近两年的军队建设和武装斗争实践中，毛

泽东以其远见卓识和正确的策略原则，努力把一

支带有原始游民思想的队伍打造成新型人民军

队。１９２９年６月 １４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

把当时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十四条，逐一

分析每一问题的原因，除重点分析红四军中个人

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问题外，还专门分析了一

些同志偏重军事观点忽视群众观点的问题。这些

人只重视打大仗，忽视乃至抵制宣传工作和组织

工作，不明白也不去发展红军的政治影响。毛泽

东特别指出部队中流寇思想作怪，“同时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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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２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２—５３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６７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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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①。红军中一些人缺乏纪

律观念且对军纪认识不一致，导致执纪宽严不一，

直接影响军民关系。１９２９年 ６月 ２２日，离开前
委书记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在此后的五个月全面深

入地思考军队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 １９２９
年１１月２６日重新担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后，
毛泽东又通过调查、座谈、讨论等形式，启发大家

找问题，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促成召开中共红四

军九大，全面彻底解决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重大

问题。

三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形成军民团
结一体的革命力量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
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

“古田会议”）。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

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

决议》）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

思想基础。从现有文献看，党的军队建设问题，特

别是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在１９２８年《井
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已经初步作了思

考。毛泽东１９２９年４月５日起草的《红军第四军
前委给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 ６月 ２４日《给林彪的
信》进一步思考了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古田

会议决议》是毛泽东思考如何建设一支新型政党

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结晶，是毛泽东党建思想

和建军思想里程碑式的文献，对于当代我国军队

建设，特别是坚定党指挥枪的军队建设具有重要

价值。学界关于《古田会议决议》的研究成果较

多，基本上集中在毛泽东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原则、党指挥枪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指

导思想等方面，而党“为什么领导、如何领导”的

问题还未得到挖掘，把这几篇文献结合起来阐释

毛泽东建军思想的论著还很少，特别是其中包含

的军民关系思想、党员教育思想等几乎没有得到

应有的关注。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在批判单纯军

事观点的基础上，指明了党领导下新型军队与人

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

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

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

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

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

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军队同以往所有军队的本质不同。

第一，通过宣传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争取广

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了让人民群众明了红军革

命的意图，１９２９年４月５日，毛泽东在《红军第四
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批评了当时一些地方存在

的取消主义倾向，不愿发动群众，错失了许多斗争

机会。他认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

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

段”③。红军中大部分人还受旧思想和旧习惯、旧

制度的影响，存在着军阀残余的流寇思想，更不明

白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宗旨和目的是为了人

民。毛泽东认为把带有原始游民思想的队伍打造

成新型军队，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思想教

育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要让广大人民

群众明白红军打仗是为了谁，通过宣传赢得人民

群众的理解和大力支持，这样红军才能不断发展

壮大，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

在总结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毛泽

东确立了红军宣传工作的内容、技术和方法。如

何宣传群众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在

《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认真总结了二十条宣

传内容和宣传技术方面存在的缺点，着重指出忽

略鼓动群众进行日常斗争的宣传、不重视对青年

的宣传、宣传缺乏时间性和地方性等问题，直接影

响到群众对红军的认识和理解，长远就会产生红

军后继力量不足的重大问题。宣传队伍不健全、

理论水平低、宣传内容陈旧且语言不能深入人心、

宣传经费不足、群众大会开得少等问题也直接影

响宣传效果。针对二十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二

十条纠正办法，集中起来就是明确宣传目的、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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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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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方法、区分不同的宣传对象、不断创新宣传方

法。不仅要注意不同阶级或不同群体的宣传对

象，还要注意群众情绪。毛泽东指出：“宣传要切

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

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

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①

在宣传技术方面，毛泽东提出采取壁报、画报、化

妆宣传等形式提升宣传效果。这些宣传内容和宣

传技术原则对当前党的宣传工作仍然具有指导

价值。

第二，通过有效的宣传来组织群众，进而武装

群众，形成军民联合的革命力量。古代的军事家

都懂得“兵无民不坚，民无兵不固”的道理。但

是，历史上很少有军队能和老百姓团结在一起形

成革命合力。一方面，旧军队官兵打仗的目的是

升官发财，不可能与老百姓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

另一方面，农民缺乏组织观念，更没有纪律意识，

很难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当工农革命军进入罗

霄山脉需要直接与农民接触时，就必须解决军队

与百姓的关系问题。如果毛泽东缺乏远大志向和

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就不可能把地方武装改造

成革命军队，而很可能会与袁文才、王佐合作，占

山为王。但是，毛泽东立志解放穷苦大众的坚定

信念和目标决定了他必定不会偏安于井冈山一

隅，而是为人民进行革命，建立一支与以往旧军队

完全不同的新型军队，通过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

和为人民群众争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赢得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队伍不断发展

壮大，只有这样革命才有可能成功。毛泽东明确

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

争取广大群众。”②通过宣传红军革命的目的、意

义等，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认识红军、理解红军，

让广大百姓明白自己以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进

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和红军一道为自身利益和权利

抗争的斗志。红军每解放一村一县，都及时开展

土地革命，让祖祖辈辈为地主做工的贫苦农民获

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深切感受到红军在为他

们谋利益，就向红军送粮食、送子参加革命部队，

与国民党依靠“抓壮丁”扩大军队形成鲜明对比。

红军的力量不断壮大，在革命中战胜了一个又一

个强大的敌人。

宣传工作做好了才能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消

灭敌人，建立工农兵政权，实现穷人当家，促进革

命高潮的到来。在《古田会议决议》的最后一部

分，毛泽东专门论述“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

关系问题”，明确了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分工

和职责。在“红军与群众的关系”中，提出了“帮

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

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

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③。组织和武装群众不

是停留在宣传上，而是进一步明确了如何组织和

武装群众，真正把群众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革命

力量。

四　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军队与人
民的融合力量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１９２９年底的《古田会议决议》正是毛泽东对

１９２７年８月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建设实

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正如陈丕显在纪念古田会

议召开 ６０周年座谈会上所指出，《古田会议决

议》是毛主席对工农红军从 １９２７年 ８月南昌起

义创始到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党与错

误思想斗争的经验总结，“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

代表，包括朱德、陈毅等同志，共同坚持马列主

义，克服和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产物，是他们运

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成果”④。也

正是由于毛泽东确立了党的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采取了正确的军民关系策略和方法，才使得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井冈山能够立足并不断发展

壮大。

毛泽东把初建的工农革命军缔造成前所未有

的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新型人民军队。１９３０年１

３１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９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９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４页。
陈丕显：《发扬古田会议精神 把我党我军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福建党史月刊》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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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毛泽东在东韶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

会议，利用军阀混战之机，部署红军行动，要求进

一步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会后，毛泽东与朱德

指挥红四军各纵队攻打乐安、宁都等地。在这一

过程中，毛泽东直接指导“宁都县委召开苏维埃

代表大会，解决宁都土地改革问题”①。打了胜仗

后首要的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给贫苦农民分地，让

百姓实实在在尝到红军带来的好处。１９３０年 ３
月２１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军部关于整顿
军风纪的训练，“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大纪律

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

众”②。毛泽东不仅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建军

原则指导红四军为人民群众解决困难，而且还不

断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在实践中不

断完善军队建设的措施和策略。１９３０年６月，毛
泽东和朱德在寻乌马蹄冈召开红四军第一、二、四

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

议》的经验，提出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其中

主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

化”③。红军之所以能够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

术打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不能不承认苏区人民

群众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直到１９３１年
４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才肯
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路线是正

确的，特别肯定了军队群众工作的路线和方法④。

１９３４年１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
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要关心群众生活，强调

红军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

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⑤。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群众

的充分认可和全力支持，军队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人民军队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形成了强大的革

命力量，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１９３８年

５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兵民是胜
利之本”的论断，文中还专门谈及军民关系。他

说“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

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

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

式”⑥。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东北、

华北以及华东、华中的大部建立了大规模的敌后

抗日根据地，军民联合成为重要的抗日力量。在

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定名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也真正打成了人民战

争，自愿参加和支援解放军的老百姓不计其数，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建立了真正的

鱼水关系。军民齐心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建立了

新中国，开辟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纪元。１９４９年
５月１日，柳亚子先生问来访的毛泽东，共产党要
胜利了，但是，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不知道毛

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说“人民的支持是

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渡江，如果没有

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⑦。正如《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

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

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

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

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⑧

初建时的工农革命军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直至

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是人民利益的守护神，

在重大自然灾害和妨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事件面

前，解放军仍然是冲在前面的。

结语

毛泽东的军民关系思想在新时代仍然有指导

作用。他提出的宣传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找准

宣传工作的方法、注意宣传对象、探索宣传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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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９４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００—３０１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０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３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６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１２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９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８页。



第２６卷 王力，等：建军初期毛泽东的军民关系思想及其价值

思想，对加强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仍然具

有借鉴价值。新时代党中央确立的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是对毛泽东军民关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古田会议召开八十五周年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提议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并在会上提出了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

工作，着力抓好铸牢军魂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

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新时代中国

人民解放军仍然具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

众的义务，这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

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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