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贺昌在
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
会议期间，于 1934 年 2 月 9 日发表在中共苏
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46期的《红军全国政
治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文章总结了红军多年
来的政治工作经验，论述了政治工作是红军
生命线的观点，提出了今后政治工作的迫切
任务。之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先后在会
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高度概
括了政治工作在红军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
用,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

早在 1933年冬，贺昌与王稼祥亲自拟定
了《中 国 工 农 红 军 政 治 工 作 暂 行 条 例（草
案）》，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这是红军政
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了
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内容等问题，提
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就是巩固无产阶级
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
导，要使红军成为强有力的工农革命武装力
量”；“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
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
定，最主要要靠他的阶级觉悟，政治影响，发
动广大工人、农民，瓦解敌人的军队，使广大
工农群众环绕于红军的周围，在红军中，无论
政治的、军事的和党的机关，都是向这唯一的
目的来进行工作”；“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为
实施无产阶级的教育，使红军战斗员与指挥
员，明了红军之阶级的政治责任，与敌人作战
的阶级意义，及对于地方居民之阶级的友爱
与仇恨。”该文件共拟出政治指导员、政治委
员、团政治处、师政治部、团政治部、军区政治
部、军分区政治部、学校政治机关、医院政治
机关、政治战士、赤卫军政治机关、兵站政治
机关、总政治部、共产主义青年团等 19 个具
体工作暂行条例。这些条例既总结了红军政
治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反“围剿”作战中的工

作经验，又借鉴了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有
关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1933年 11月 9日，贺昌与王稼祥签发了
第七号训令，预告了会议的主要议程，即：目前
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基本原则问题）——总
政治部报告；在目前战斗中战时政治工作的中
心问题（战时政治工作），红一方面军指定同志
报告。依据这个议程，还提出了 10个中心问
题，准备提交大会讨论，要求各政治机关及党
的组织立即开始搜集材料，准备详细的政治工
作总报告，于 12月 15日前送总政治部。

1934 年 2 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
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
礼堂隆重开幕。大会由贺昌主持，2 月 9 日，
贺昌作了《全国红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报告，
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讲述了红
军的发展情况，从政治与战术、巩固和保障红
军、游击队赤少队与红军后方组织中心的政
治工作三个方面论述了加强红军建设等问
题，强调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的见
解。对党的支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
在报告中指出：“党支部的工作，对于巩固红
军与提高红军战斗力具有决定的意义。恰好
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表现薄弱。政治工作的进
行主要的应依靠于支部，支部是直接接近红
军战士的，是政治机关与红军战士群众
联系的枢纽。支部应学习领导红军战
士的艺术，在支部的周围应团结非党群
众中最积极的战士，以吸引影响全体战
士。经过党的支部的公开会议、各种组
织及宣传鼓动的工作，给广大红军战士
以党的教育，并帮助指挥员政治工作人
员来进行军事的政治工作，提高指挥员
政治工作人员在群众中的信仰，来巩固
红军的组织与战斗力。”12 日下午，贺
昌致了热情洋溢的闭幕词。他在闭幕

词中对政治工作及政治工作人员提出了明确
要求。“我们要用政治工作来保证上级命令的
执行，保证每一个战斗的胜利，保证军委统一
意志的实现，以争取五次‘围剿’决战的胜
利。”“只有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才能
真正实行统一的意志，要有更灵活的适合战
斗情况的战时政治工作，才能保证每个战斗
的完全胜利！”“每个政治工作人员要学习新
战术，学习新的军事科学，要使我们的红军部
队不仅善于运动战，还要善于堡垒战，不仅善
于进攻，还要善于防御。”“要以千百倍的努
力，为了巩固红军而斗争！”号召各军分区、前
方的兵团要加强对游击队赤少队的政治工
作，加强对兵站、医院及一切后方勤务机关的
政治工作。前方和后方的政治机关都要加强
居民中的政治工作，为巩固和发展苏区而斗
争。提出：“要把官僚主义、平均主义的工作
方式，从工作中冲刷出去！”会议后，“各同志
要将会议上报告的讨论的，特别要将红三军
团的经验，拿回去在其它兵团，在各军分区，
在前方各机关的工作中广泛运用起来。落后
的赶上去吧！”贺昌精彩的言词，博得了全体
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一个仅七八分钟的闭
幕词，鼓掌竟达到九次之多。这在历次会议
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贺昌的几点军事思想
□ 白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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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战争称之为
游击战争。相对而言，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
争，是人民战争的体现。通常在人民革命力量
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为壮大自己并战胜强大敌
人而采取的一种武装斗争形式。贺昌从中国
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开始，就十分重视游击战
争，即根据敌强己弱的特点，依托根据地，坚持
人民的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自己。

早在 1928 年 5 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巡
视员并承担组建湖南省委任务的贺昌，赴湖
南后，在安源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巡视员及
湖南省委给润之、玉阶兄转军中同志信》，不
日，即派巡视井冈山的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带
去，这便是上级领导机关对毛泽东建立罗霄
山脉中段根据地战略计划的第一次肯定。杜
修经把贺昌写给红四军的信交给毛泽东。毛
泽东急忙打开信，手里拿着笔，一口气读了下
去：“目前应积极的、更加深入赣西、茶陵一带
的斗争，造成群众的割据作军事大本营。因
此，目前根据地的所得，在事实上万分必要。”
我们的意见“目前兄应以宁冈作军事大本
营。与赣西、湘东、茶陵一带均取联络！”在这
一区域内“肃清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势力（特
别是挨户团靖卫团的武装），深入土地革命的
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造成割据局面。但须
以工农力量为主体，军队作副力及掩护。”“兄
处部队为便于行动及作战起见，应采用游击
战争的形式，分派军队若干单位到各县发展
斗争，到处骚动，黑夜袭击，分散敌人力量，个
别击破。”“兄处即成立军事委员会，指挥所属
部队。委员会主席指定为润之同志，由七人
组成。”毛泽东越看越兴奋，连连称赞：“这封
指示信高屋建瓴，切合实际。”这封信给了孤
军奋战、与世隔绝的朱德、毛泽东及井冈山军
民以莫大的鼓舞。

接着，贺昌又以中共湖南省委、中央巡视
员的名义，致函毛泽东、朱德，介绍全国及湖南
情形，布置湘赣边特委与红 4军的六项任务。
此函着重指出：“目前在赣西积极深入乡村斗
争，发动城市工人运动，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

割据局面。”“兄处应立即分发一部分兵力向莲
花、萍乡推进，由安福向宜春发展，断绝敌军归
路，应极快速的向萍乡安源发展，与安萍暴动
一致，解决敌军武装。”“萍乡取得后，与湘东的
联系可打通，军事的发展侧重向湘南推进，湘
赣边界各县攸、茶、酃、桂、汝、安、资一带发
展。扰乱交通，发动湘南工农斗争，纠正上次
在湘南的错误。”函中还指出了“湘东特委已陆
续派大批工人同志与非同志来兄处当兵。望
接收。”并“决定兄处立即为安源工人开一教导
队，训练红军干部。”6月上旬，贺昌又迅速给毛
泽东、朱德转去了 6月 4日《中央给前敌委员会
的信》。11月 6日，贺昌又给井冈山发去了《中
央巡视员贺昌给龚楚兄转玉阶、润之及四军军
委信》，信中指出：“四军只有在群众的保卫之
下才能存在，只有在不断的游击战争中间，才
能发展扩大而成为真正的红军。”“中央决议四
军以在赣西湘南发展为正当的战略与唯一出
路。不过，中央坚决的认为你们必须采取游击
的战术，以发动群众，肃清豪绅武装，扩大红军
为中心任务。对于敌人的大部队，尽可能回避
作战，以保存实力为主要目的，对大城市不宜
轻于进攻，若果群众没有起来，城市工作没有
基础的时候，单纯的军事进攻是无益的。”“中
央主张四军应有组织的分布（以团为单位）于
赣西湘南一带，应用游击战术发动广大群众，
但必须有集中的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

1932 年 4 月，在担任红五军政委兼任河
西道委书记期间，于 26 日起草下发了《中共
河西道委关于扩大宣传动员群众参战的紧急
通知》（第一号），通知指出：“要发展边去的游
击战争。围困骚扰准备进扰上扰崇义苏区的
白军，并断绝白军粮食和交通，帮助红军作
战。”5月 17日，起草签发了《中共河西道委给
苏区中央局的综合工作报告》里指出：“发动
上扰边区群众配合地方武装向 眉寺塘江方
向发展游击战争，掩护群众回去春耕。”在担
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针对蒋介石出
动 50 万军队、100 余架飞机对中央苏区发动
的第五次“围剿”，贺昌于 1933年 9月 17日在

《红星报》发表了《论红军最近的胜利》的社
论。文章深刻论述了第五次围剿的艰难，揭
露外国侵略者与蒋介石卖国集团勾结一起，
围剿红军，目的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本质。同
时指出要取得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这就要求
我们每个红军战士要有布尔什维克的顽强
性，要有不疲劳的极高度的战斗热情，要用现
代的军事技术来武装我们自己。地方武装应
广泛的开展在敌人后方侧翼的游击战争，赤
化我们新占领的区域，只有在不断的胜利中，
才能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在与帝国
主义的最后决战中，争得苏维埃的新中国。”
红军主力转移长征后，贺昌留守中央苏区，任
中央分局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苏区留守红
军力量薄弱，有许多伤病员，贺昌深知游击战
对于留守部队的重要性，起草了政治课教材

《巩固我们的部队》，于 1934年 12月 28日，这
份教材由中央军区政治部印发给各部队。教
材指出：“游击战争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战斗方
式。我们发展游击战争是能保卫恢复和发展
苏区壮大红军，是敌人不能战胜的伟大力
量。”“努力学习游击动作和军事技术。我们
熟悉了游击动作，我们就能更多的更便利的
打击和消灭敌人。”“当应当怎样去动员和组
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因为开展游击战争，
必须依靠群众，所以第一当要用一切力量去
动员群众，在被敌人直接威胁区域，号召群众
为保卫土地和政权，反抗敌人烧杀，进行坚壁
清野，组织游击队，在暂时比较后方区域，必
须号召群众武装起来，进行游击战争，在被占
领区域，要发动群众反对修马路、做工事、编
队，反对逼租催债，进行斗争，走向游击战
争。第二，必须加强赤少队得领导，巩固这些
群众的武装组织，加强党支部对他的领导，使
他成为现成的游击部队。第三必须用各种方
式来武装群众，组织游击小组，使游击小组成
为赤少队的一排一班，领导赤少队去开展游
击战争，党要派遣有能力和有群众信仰的干
部到赤少队和游击队中去加强领导。”进一步
强化了各部队对游击战争的认识。

二、游击战争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战斗方式

三、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滚滚黄河水，巍巍吕梁山
掀开红色记忆的画卷
这片神奇的土地，传颂着
黄土高原英雄的故事
闪耀着百年党史辉煌的光彩

晋西游击队
挺拔山的骨骼和脊梁
开展抗粮、抗款行动
撑起农民的腰杆

西宋庄，一个普通的名字
苏维埃政权的摇篮
每一位游击队员，心中燃起
抗日熊熊烈焰，映红
吕梁、黄河、陕甘前沿

汇入东征的滚滚洪流
高擎信仰的旗帜
渡河东征
如风雷，似闪电
刺破阴霾，发出光芒

英雄的吕梁儿女
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鱼在水，鸟在林
谱写一个又一个
抗日传奇的神话……

汾阳万义客栈、隰县辛庄
交口西宋庄……
红色交通站、根据地
与人民一起抗战
红色的诗篇，是我抒情的源泉

黄河在歌唱，吕梁山在回荡
一个个英雄的名字——
赫光 29岁，红二十四军军长
谷雄一 26岁，红二十四军政委
刘志丹，工农红军高级将领
贺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者
用生命和热血染红了江山

还有更多的游击队员、红军战士
他们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石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镌刻着先烈的遗志
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深情

鲜红的红领带
佩戴上它，将生命与军队的命运
紧紧连在一起——

“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
马恩列斯为指导，共产主义是目标
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
撼天动地的宣言
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这是怎样的一种信念呵
让你的儿女接过镰刀锤头
在烈火中淬炼成钢
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呵
让你的名字，如燃烧的火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呵
让每一笔都用心血描绘
从无到有，色彩鲜艳
这是怎样的一种激情呵
让你的儿女昂首阔步
中华复兴，梦圆九洲

红色吕梁
党旗飘扬

□ 卫彦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