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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历程

——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构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

于宣

2012-08-21 14:49:26   来源：毛主席网站 

   

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 

构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推动国民党进一步向抗日方向转变，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37年2

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

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

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上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

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

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通过了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决议案，标志着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内和平

基本实现。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

具体的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

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

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党中央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于5月3日在会上作了《中国共

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要求全党全军迅速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明确提出了红军和抗

日根据地的任务。这就是：（一）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

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二）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

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三）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情况。（四）实行必要的

文化建设。红军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从政治思想、军政训练、组织整顿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加强了部队建设，

为实现直接对日作战，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作了积极的准备。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三年游击战

争。东北的抗日游击队和抗日联军，开展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这就为这我军由国内革命战争进入抗日战争的新时期，开创中国

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在党的领导下，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取

得了粉碎强大敌人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

在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阐明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划清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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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军事路线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界限，统一全党、全军的军事思想，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毛泽东于1936年12

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这部著作的发表，奠定了我军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

事理论。  

  这部著作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紧密联系中国革命

战争的实际，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明确指出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基本方法。  

  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共产

党对革命战争实行绝对领导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领导革命战争的问题。强调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是使革命战争坚

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而党要领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就不仅需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规定了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

的特点，就不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

规律，唯物地辩证地论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及战争的全局和局部，战争中的主观指导和客观物质条件，战略上

的"以一当十"和战术上的"以十当一"，战争形式上的"围剿"和反"围剿"、防御和进攻、退却和反攻等等问题。  

  "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反复。战略防

御是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对于弱小的红军来说，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转入进攻和

发展的关键全在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因此，必须承认和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原则，既要反对轻视敌人，又要反对为敌人所吓

倒。在敌人准备"围剿"的同时，进行充分的反"围剿"准备。当优势的敌人发起"围剿"时，一般是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军力。准

备反攻。当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形势时，红军要抓住战机，举行带决战性的战略反攻，解决两军的胜负问题。在战略反攻

中，要坚持歼灭战的方针，慎重初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

线速决的进攻战。在敌人"围剿"被打破，被迫转入防御时，红军要适时转入进攻，扩张战果，为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条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出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指导规律，总结了一套实行人民战争的原

则和方法，发展了马克恩主义关于战争问题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为中国共产党研究和指导中国

革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我们党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当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全国性的武装抗战局面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对于正确分析和认识土地革命战

争的经验，统一思想，教育于部，团结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战术，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脑，为抗日

战争进行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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