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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涵和特征

刘 诚 金国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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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本文从武装斗争、革命道

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等五个方面，探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另一方面，

他又有选择地汲取和改造了古今中外一些军事家的有益的间接经验，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一）坚持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人，他们一直非常重视武装斗争的作用。在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后来他们

亲自参加了1848年欧洲革命，在对欧洲发生的一些战争的总结、研究和评论的基础上，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认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

“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列宁指出．“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

旧政权并存、同旧政权对立、同旧政权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拥有政权工具和政权机关的暴力

者，就不能使人民摆脱暴力者的蹂躏”。列宁领导俄国人民经过武装斗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普遍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刻地阐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武装斗争的

极端重要性。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

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明确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在1927年7月举行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一定要“造成军

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1927年8月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以后

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样，就为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各国的国情不同，革命道路的选择也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

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共产主义的胜

利，唯有在欧洲各国同时取得。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革命道路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最

薄弱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此后，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以城市为中心，先占领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辩证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道路的理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出发寻找适合自身特点

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针对上个世

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倾向，毛泽东写了《反对教条主义》一

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

实际的本本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城市中心论”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际出发，在最广大的农

村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最后夺取全国

革命胜利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人民军队建设——把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成新型的人民军队 

  为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并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努力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他

强调指出，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必须成为执行

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钢铁般的领导是拯救农民摆脱剥削和暴力的唯一手段”。在军队

建设中，他强调指出，部队中“必须设政治委员，由可靠的、具有忘我精神的共产党员担任，并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

部，以建立内部思想的联系和自觉的纪律”。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三湾改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党的各级组

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军队和党的关系上，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军队

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在任何时候，我们的原则只能是“党指挥枪，而决不

容许枪指挥党”，这就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组织保证。 

  新型人民军队必须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列宁指出，部队要“不断地始终不渝地宣传唯一彻底的、唯一的真正无产阶级的

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冒险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中国共

产党一直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并把从思想上建党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古田会议决议提出，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

设，必须坚决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错误

思想，努力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就为新型人民

军队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保证。 

  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列宁认为：“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的”，这样，“才能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军

队”。他强调在“同敌人作斗争时，必须有最高度的军事纪律和军事警惕性”。“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深谙古代兵

法的毛泽东高度重视军队的纪律建设，他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1927年，毛泽东动员部队上井冈山时，宣布了“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毛

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禾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针对部队在群

众纪律方面出现的问题，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从而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并要求“以命令施行之”。严明的纪律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

为人民军队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也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纪律保证。 

  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坚决完成革命的任务。列宁指出，革命军的任务主要是：“（1）开展独立的军事行动。（2）领导群

众”。毛泽东强调指出：“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

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也就是说，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

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它既是战斗队、生产队，又是工作队。 

  （四）真正的人民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决定力量，为了保卫社稷和国家的革命战争都是人民战争。列宁指出：“只有

群众才能创造真正的政治”，“我国革命之所以是伟大的俄国革命，正是因为它发动了极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于历史的创造”。

针对俄国革命斗争的现状，他指出：“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因为“俄国革命只有在它成为全民革命的时候才

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人民进行人民战争的实践，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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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

的钢铁长城，“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

国”。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

中。在七大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

为他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革命战争的力量之源。 

  在军事斗争的力量组织方面，毛泽东提出，人民战争不仅要以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骨干，而且强调建立野战军、地方部队和

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包括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

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与敌占区人民的反抗斗争相结合等，开展以军事斗争为主，并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斗争形式紧密配合

的全民战争。这些思想都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思想。 

  （五）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弱胜强的经验总结 

  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毛泽东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继承并充分发展了马列主义军事战略战术思想： 

  1、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军事史上，毛泽东首次把游击战争由战术要求提到战略高度。早在井冈山斗争

时，为适应当时情况，产生了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那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

字诀。1938年5月，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确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的战略问题：“（一）主动

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结合；（三）

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在《论持久战》一书中，他更进一步

强调：“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个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

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从上面可以看出，毛泽东把游击战由战术要求提升到了战略高度，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的军事理论。 

  2、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进攻和防御相互依存和渗透的观点，系

统提出并发挥了积极防御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人民军队战略战术三大通则——“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

中的外线”。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强调了进攻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防御的重要作用，他们指出：“起义一旦开始，就必

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列宁辩证地分

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不会说，在国内战争中进攻总是有利的；不，有时候防御的策略暂时也是必要的”，如果“只

学会了进攻而没有学会在某种困难条件下为了适应这种条件必须实行退却，是不会取得战争胜利的”。毛泽东灵活应用并深入阐

明了两者间的关系。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毛泽东早期较多地强调了战略防御的重要性。他指出：“战略防御，又叫攻势防御，

又叫决战防御”，“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

攻”，在战争中，“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等战术的实施就是积极防御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把列宁提出的战争

中实行必要的退却，从具体的战术要求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他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于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

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进一步

强调要正确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

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但是，防御和进攻的

转换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不仅仅是军力的对比，还包括把握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和军队的士气等综合因素。毛泽

东是把握条件转化的战略大家，1947年 6月，在我军战略防御阶段尚未完全结束时，他果断决定转入战略进攻，以刘邓大军过黄



河为标志揭开了这一序幕；1948年 9月，当敌军数量依然超过我军时，毛泽东果断决定与之展开战略决战，从而把握了战争的主

动权，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3、兵力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不仅指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更重要的

是，他能根据客观革命形势的变化，辩证地处理好兵力集中与分散二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总结欧洲各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基础

上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劣势的军队要战胜优势的军队，集中兵力尤为重要。如果忽视了这个“一般的作战原

则”，不设法集中自己分散的队伍，那么只能使敌人毫不费劲地把自己消灭掉。毛泽东非常重视集中兵力并能妥善处理兵力集中

与分散二者间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

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毛泽东提出了“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并强调，最忌把军队分得四

散，“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则往往胜利。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与敌人作战

时，宜集中兵力，期于一举歼灭之，“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张

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

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毛泽东突出强调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它必须“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

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立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敌后军民在反“扫荡”的斗争实践中还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

略战术：在华中的水网地带，军民利用河湖港汊广泛开展水上游击战；在华北的平原和山区广大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

雀战等战法；有些地区还把发展地道同改造地形和村落结合起来，形成立体作战阵地，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这些新颖的战术生

动地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 

  在对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实践经验概括和总结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毛泽东军事思想呈现以下三方

面鲜明的特点： 

  1、时代性。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世界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毛泽东军事思想应运而生。毛泽东军事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斗争中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人民军队的重

要性与必要性，强调了中国革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在战争中必须实施灵活的战

略战术，必须适时实现作战方式、战略方针等的转变。建国后，面对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向全军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

规化的国防部队的伟大任务，努力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

要力量。从上面可以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随着时代需要而产生，它的内容、形式等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这就使它带有鲜明的

时代特色。 

  2、实践性。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践中，经历了指挥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战争，以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实践；经历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国内的正规战和与外敌的现代化战争等各种作战形式；

经历了同国内“左”、右倾等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军事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

在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3、辩证性。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贯穿在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战争指挥中，它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极其丰

富的内容。毛泽东熟练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运用主次矛盾和矛盾的辩证法来处理战争中出

现的各种矛盾问题，运用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来解决战争中矛盾双方的问题，如敌与我，进攻与防御，保存自己与消灭敌

人等，这些都坚持了战争中的对立统一规律。以弱胜强——质量互变的结果；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质量互变的反映；集中优

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应掌握好质量互变的限度等，则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运用质量互变规律。毛泽东运用螺旋式、

波浪式发展观指导革命战争则体现了他在战争中坚持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毛泽东强调，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把握战争的一般

规律与特殊规律，则体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辩证法。从上面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战争中能够运用运动、变化、发展等观点来

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从而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辩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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