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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纠错”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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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9日 苏铁山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 

 
 

主持人： 
今天我们请到了老红军之后，原国史学会的副秘书长苏铁山老师给我们讲第二

次党课，内容是红军的长征精神，大家欢迎！ 
苏铁山： 
同学们，首先我要谢谢大家，今天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讲座。大家都知道，长征

是一段非常悲壮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为长征这个伟大的事
业献身的几十万人和硕果仅存的几万人，他们为了完成他们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奉
献了他们的一切，那个时候，正是处在中国历史的一个关头，他们勇敢的承担起了
他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同学们都很年轻，今天我来的早一点，
因为我喜欢到处走走，我特别愿意在大学里面走，到中学里面走，因为在这个地
方，一方面校园非常美丽，这是个初冬的充满阳光的校园，也是落樱缤纷，树叶铺
满草地，景色非常的美。另一方面，校园充满朝气。同学们没有到外面去玩儿，而
是牺牲了你们的休息时间，和我一起来研究长征问题，来研究和探索长征精神，破
解长征精神，我觉得这是因为同学们为完成你们的伟大历史使命。为什么我要这么
说呢，改革开放也已近三十年了，这三十年的历史过程，应该说风风雨雨走到今
天，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造成了大量的问题，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
这些矛盾和问题、危机，大家已经感觉到了，人民已经感觉到了，中央已经感觉到
了，所以才有中央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一个主题的提
出，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关头啊！下一步中国向何处去，，还是一个两条道路的选
择。跟当年那些长征的先烈们，他们为了创造一个光明的中国 ，所作的那样的选择
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同学们能够来参加这个讲座，听我这个红军的后代跟大家谈一
谈我所理解的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把话说的全一点，叫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精
神，我觉的同学们是准备承担起你们伟大的历史使命，因此，我向在座的各位同学
致敬！表示感谢！（掌声） 

我不准备一般的回忆长征的历史，因为长征的历史都在同学们的知识范围之
内，大概都是清楚的，一些事情同学们也应该都了解，，所以一般的回顾，什么时
间到什么地方了，打了一个什么仗，如何如何，我就不占更多时间了，所以我不准
备从这个角度来介绍长征，我只是把长征的一些梗概在这里面作一个介绍，然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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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些事情，和同学们一起把长征精神发掘出来，下面我就和同学们简单回顾一下
长征。大家知道，伟大的长征是从1934年10月持续到1936年10月，整整两年的时
间，共有四支红军从不同的根据地出发，走了不同的长征路线，最后到达陕北胜利
会师。这四支红军，大家都知道：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还有
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是最早到达陕北的，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首先会师
了。中央红军是1934年离开江西瑞金，离开于都河，突破了四道封锁线，经历了无
数的艰难险阻，在1935年的10月到达陕北。其他的各路红军，二方面军，是由红
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团组成的，还有四方面军，都是从不同的时间出发，分别
到达陕北的。这是一个梗概。红军长征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大
家知道，在江西瑞金根据地最大的时候，是有几十个县，后来经过一、二、三、四
次围剿，到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左倾的错误缩小了，最后只剩下了几
个县。蒋介石用它的堡垒政策一步步的逼近，由于当时中央的错误的军事指挥路
线，使得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长征。湘江之战是长征开
始的第一场大战，也是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中央红军在这一仗中由原来的八万六千
人损失了五万六千人，只剩下三万人。长征在它未开始的时候及中央苏区最大的时
候，那时红军的力量是三十多万人。当然，不仅仅是中央苏区。长征刚开始，各个
方面军的总人数是多少呢？大概是二十万零六千人的规模。在长征途中，经历了无
数的艰难险阻，打了无数的恶仗，蒋介石围追堵截，我们牺牲了许多英勇的同志，
沿途也有很多人参加了红军，比如说，今天湖南的冷水江市，那地方有一个锡矿，
在那个地方一次参加红军的矿工就有八百人；在遵义，一次参加红军的年轻男女就
有好几千人。长征沿途，红军一共补充了多少呢？说法不太一致，大概有几万人到
十几万人的规模。当四支红军都达到陕北之后，加在一起大概的人数是五万人多一
点。而中央红军这支部队，经过五次围剿的残酷斗争，从中央根据地撤出的时候，
是八万六千人，残酷的湘江之战之后只剩下了三万人。一路上所经历的无数的艰难
险阻大家都是知道的，雪山草地，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等等，这支部队最后到
陕北的时候是七千人！还有一说是八千人！牺牲是非常非常惨重的。湘江之战中红
五军团的一个师，第三十四师，那时候的师不大，几千人，全部打光了，没有一个
幸存者，没有一个人回来向中央的领导同志报告这个仗是怎么打的！谁也不知道这
个仗是怎么打的！因为所有的人都牺牲了。当时的师长负了重伤，肠子都流出来
了，被国民党生擒，把他放在担架上，这个师长不愿做俘虏，把自己的肠子拉出
来，英勇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后在湘江十几年将近二十年，附近的老百姓没有
人吃湘江里面的鱼。就是这样的惨烈的景象。当我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的心是
颤抖的。我想问同学们是不是想到了，为什么有这些人，几十万人啊，英勇拼杀，
把自己年轻的生命奉献出来，这是为什么？它的深刻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红军战士
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年轻，十几岁，十四、五岁的有，十七、八岁的有，二十岁左右
的是大多数，或者说二十岁以下的是绝大多数。当时红军的领导者，主要的领导者
三十岁出头，就是这样一个年龄。是一种什么样的崇高理想，是一种什么样的伟大
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去完成这一切的？同学们知道，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之后，立
足未稳，蒋介石就派了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围剿中央红军，因为蒋
介石这个人从来都是要靠战争来排除异己。西北军和东北军不是他的嫡系，他首先
用这两支部队去围剿立足未稳的刚刚到达陕北的红军。打的第一仗，张学良就惨败
了。张学良非常感慨。同学们，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同学这次到军事博物馆去看
这次长征的展览，有同学去过吗？（部分同学回答：有）我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留
心到了，那里面有张学良的一段话，有同学看到吗？（部分同学回答：有）也有同
学可能没看到。在这里我想用用这段话。张学良怎么说的呢？张学良说：红军走了
两万五千里，是个疲惫之师，还能把我的部队打败。因为大家知道，经过长征的红
军，到了陕北，装备极差，破衣烂衫，和叫化子一样。营养很差，装备很差，但是
却能够把张学良的装备很好的部队打败，张学良非常感慨，他问他的部下，问他手
下的将领们，他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走了两万五
千里，还跟着你走，而且还能打胜仗，还没把部队带没了，带散了，我们谁能做
到！？同学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今天，你邀请你的亲朋好友，所谓挚爱亲朋，邀
请自己的亲人，去做一件挺艰难的事，恐怕都不容易啊！是不是这样？当时，是怎
么样一种精神力量凝聚起这样一个几十万人的队伍，开始的时候是几十万人的队
伍，然后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九死一生的牺牲，到达陕北。而且这个部队非常的团
结，同仇敌忾。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些人能够凝聚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我



是想和同学们共同的来破解这个历史之迷。当然，这个迷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是迷
了，他已经悟透了。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并不理解，说他们是傻瓜，流血牺牲干
什么？有什么必要？我想，要理解这一段历史，还是要把这件事放到中国的整个的
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看，才能看的明白。同学们知道，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康乾
盛世。到乾隆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他的总的产值，
所谓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这是176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后来，由于西方
整个的工业进步，到了1840年，就是七、八十年过来之后，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是
大祸临头。1840年就开始跟英国人交火了，到1848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吧，1856年
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是英法联军攻到北京来，火烧了我们的圆明园。1884年
是中法战争，189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是八国联军又打来了，1931年是九一
八事变，日本人又来了。首先是占了我们的东三省。民族的危机非常的深重。这就
是当时中国大的历史背景环境。由于有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环境，中国的志士仁
人们从1840年以后，就纷纷起来救国了。我随便说几个名字，随便说几件事。大家
都知道林则徐，他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他也算是满清的一个高
官，尽管是一个封建的官吏，但是他在抵抗外辱方面却是非常英勇。最后，他被反
动的、腐朽的当时清王朝的贪官污吏们诬陷，后来被贬斥了，当时的皇帝也是极为
昏庸。林则徐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最感人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苟利国家
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同学们都记得。为国家的利益生死可以不在乎，祸福
不在话下，一切都无所谓。1894年甲午战败，很惨啊，败在腐败上。我们军舰的吨
位当时跟日本军舰的吨位和火力差不多，应该说不相上下。当然他们的船快一点，
有快速炮。我们的船慢一点，炮的速度慢一点，但口径比他们的大。但是我们败
了，败的很惨。当然，甲午战争中，我们的水兵，我们的以邓世昌为首的将领们还
是非常英勇的，但是仍然惨败了。甲午惨败之后，引出了个什么事呢？戊戌变法，
对不对？戊戌六君子对不对？没有甲午惨败，就引不出这个事。那么，戊戌六君
子，大家知道，康有为、梁启超。这里面，我认为最值得记忆的，给我印象最深
的，使我的灵魂震动的，是谁呢？是谭嗣同。谭嗣同当时是什么态度呀？那时候谭
嗣同是可以跑的，就是可以不死，可是当时谭嗣同他怎么样呢？他说：世界上凡是
变法维新没有不流血的。社会要进步，总要有人付出，总要有人流血，那么好，要
流血，要变法，从我谭嗣同开始。这就是谭嗣同。以后，他是被杀死在菜市口。后
来，有许许多多的为了救国救民，做出他们英勇贡献的人。陈天华、邹容、秋瑾、
孙中山，有往后的李大钊、陈独秀也算，尽管后来他犯了右倾的错误。再往后，毛
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在上师范学校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有个新民学
会，他和同学们，他的那些校友们通信的时候，他们那时非常的年轻，是个什么样
的抱负？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抱负。大家也知道周恩来，他
在天津南开上学，他在那个时候，留给今天年轻人印象最深的话，就是“为中华的
崛起而读书”。大家也知道，1919年的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内惩国贼，外争国
权。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惨得很呐。几年之后，是1935年 ，东北危机、华北危
机，最后逼出来个一二九。所以当时的历史课题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中华
民族处在危亡之中，要亡国灭种啊。不知大家是不是注意了一些影视中间的一些镜
头，日本人在凌辱我们的劳工的时候，把青壮的小伙子，胖胖的，满身肌肉的，在
东北、在华北让他们做苦力，最后，饿的是骨瘦如柴。在他们付出了沉重的劳动之
后，就被饿死了。我们的劳工被挟持到日本之后，也是如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到了日本，最后也都是骨瘦如柴，多数死掉了。这就是亡国给中国人结果。同学们
知道，日本人到中国来，无非是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占领你的土地和资源，另一
个目的，就是奴役你的人民做他的劳工。对于不愿意接受奴役的人、不驯服的人，
他们是要残酷的杀掉的。所以当时为什么说是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大家
知道，在当时有一个图，把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画
成为各种动物站在中国的版图上，同学们应该都知道这个图吧。这是历史真实的写
照。当时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要亡国灭种的现实。所以在那个时候，
一代代的中国人奋起了，要救国了。里头的故事太多太多了，说不完。我只是简单
的这么提一提。我提这些是想说明，中国工农红军这支人民的工农的武装，他的产
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我翻史料，翻到1931年，当时国民党的二十
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去，想围剿中央红军，由于这支部队当时受过共产党的影
响，许多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中作过大量的工作，是冯玉祥的部队，是参加过大革
命的部队，这支部队后来在1931年的12月在江西的宁都起义了。当时，有一个革命



烈士叫刘伯坚，同学们大概不知道，因为他在三几年就牺牲了，聂荣臻元帅是他介
绍入党的，它曾经作过邓小平的上级，就是这个人，他为这支起义部队拟了一些口
号，其中有：“反对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我们要打倒日本”。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
景。这里面，我所谈到的是民族压迫和民族危机。所以，红军当时的产生不是凭空
的。再有一点，三座大山，当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还有封建主义、还有官僚资本
主义。这样的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太沉重了。实在是民不聊生啊。当时
红军的口号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建立工农
兵的政权”、“红军是为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的队伍”。写在墙上的是这样的标语
口号。所以，他又是面对旧中国的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为了争生存权，反对剥
削和压迫的这样的一支军队。同学们，有了这两条，反对剥削压迫，建立一个平等
的社会；对外，不畏虎狼，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有了这两条，是不是可以
团结起一支队伍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啊。当时确实是由于这一点，使得那一
代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这里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在这里也需要跟同
学们讲清楚，就是当时许多的红军的高级领导者们在旧中国都有所谓的高官厚禄的
条件，但他们全部的舍弃了。同学们知道，周恩来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林彪、罗瑞卿等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陈赓。贺龙
后来当了什么呢？他当了旅长、军长。朱老总也是高官啊。他们在旧中国完全可以
做人上人，过得比别人好。像贺龙，他完全可以去做一个军阀，但是他毅然的投身
了革命。为什么？所有的那些人当时都是抱定着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要反对帝
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要到北方去，要打日本。抱着这样一种精神信念，参加
了革命队伍。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同学们知道陈赓大将，他是黄埔一期的学生，
他曾经作过蒋介石的警卫连长，在东征的时候，有一次蒋介石落难，差一点完蛋，
蒋介石本人准备自杀，是陈赓救了他的命。后来陈赓参加红军之后，负伤，以后到
上海去治伤，结果被特务侦察到了，被俘了，被俘之后，宋庆龄去营救他，黄埔军
校的后来成为蒋介石的高官的同学们去劝他，蒋介石本人去劝他，让他不要跟着红
军走，让他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给他高官。陈赓都不接受。他为什么？他为了
主义。这个主义是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是中华苏维埃的这个政
权。而这个政权是工农兵的，是人民的政权。这个政权，对内，是要建立一个公平
合理的社会，要消灭剥削和压迫；对外，是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强权。在当时，就
是要到北方去，就是要打日本！这就是陈赓的追求。还有一个人，叫周素园，这个
人是红军在路上，在贵州的一个县，地名一下子记不起来了，红军到了那个地方，
这个周素园原来是作过国民党的高官的一个绅士，后来他不满意国民党政权的腐
败，以后就辞官，在家里研读马列的著作。当红军到了那里之后，这个周素园怎么
样呢？他马上就接受了红军的主张，以后红军在贵州、云南转战的时候，他就给龙
云等军阀写信，告诉他们，说是你们不要和红军认真打仗，周旋周旋就算了。蒋介
石当时除了他的所谓中央军之外，他还用了很多地方实力派的力量围剿中央红军。
当时，地方实力派都有要保存自己实力的想法，周素园就利用了地方实力派的这样
的一种心理，去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去打红军，让一条路给红军走。这是周
素园当时起的作用。后来，红军要离开贵州这个地方了，贺龙要送他一些银元和黄
金，让他到香港去避难，因为他的这些作为已经被国民党知道了，他在那儿留不住
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来了之后，他一定会被杀头。周素园怎么样？他说：我哪儿也
不去，我就跟你们走，因为你们是个替天行道的部队。后来，他就跟着红军走了，
走到陕北的时候，他57岁。所以我想说，在那个时候，正是这样的一种感召力，精
神上的感召力，才凝聚起了这样的一支队伍，他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人民的
利益高于一切！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个人的一切
都可以牺牲。这样的非常崇高的道义的追求，才使得这支队伍凝聚起来，这是一个
最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说长征精神、红军精神，这两条是最基本的。等一会儿我还
会谈到别的。还有一点，就是在红军中间，他们怎样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啊，那样
一种平等的关系，他对人民怎么样呢？同学们知道，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间，由于
长途跋涉，是要把大量的东西扔掉。有四个红军女战士，只有一条棉被，在走到一
个偏远的山村的时候，晚上要宿营，这四个女红军要在一个老乡家里借宿，后来到
老乡家里一看，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连床被子都没有。后来这四个红军女战士
在第二天走的时候，把这床被子留给了这个老乡。这就是红军和老百姓之间的关
系。有人为这个事发了感慨，他说：什么是红军啊？什么是共产党啊？就是在只有
一条被子的时候，能够把这条被子分一半和人民一起盖，这才是红军，这才是共产



党！（掌声） 
同学们都知道“彝海结盟”的故事吧？就是刘伯承和小叶丹的故事。当时红军

的部队走到彝族地区的时候，蒋介石很高兴，他知道彝族有武装，而且他非常的清
楚，就是由于多少年来所形成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彝族对汉人
很警惕，或者说很敌视的。汉人的军队要到这来，他们不知道是要干什么，是要抢
他的东西？还是要占他的地盘？还是要抢他的女人？到底要干什么？当时红军是怎
么做的呢？刘伯承是怎么做的呢？刘伯承要求自己的部队要“骂不还口、彝族打枪
不还抢”，我们的红军战士被打死了，我们都没有还抢啊！这都是历史的真实。然
后，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宣传中华民族这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的平等，汉人不压
迫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汉人都是亲兄弟这样的理念，以后，使得彝族同胞理解了
红军，信任了红军。后来，就有了小叶丹和刘伯承歃血为盟的故事。小叶丹派他的
人护送红军一站一站的经过彝族的地区。红军到了藏族地区也是一样，同样的宣传
民族平等的政策，汉人不欺负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汉人是亲兄弟。我们这支部队
是反对剥削压迫的部队，我们北上，是要去打日本。在藏族地区，有八大老憎，他
们筹集了几万斤粮食给红军，这是红军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那么红军内部的关系是
什么？红军内部的关系是人人平等的关系。你可以是官长，在军事上我服从你的指
挥。在红军中也是有军团长、有师长、有团长，有营长、连长、排长、班长，这个
层级关系有。但是人格上绝对平等，关系非常亲密，待遇上没有差别，或者说极少
差别。同志之间是亲密的战友关系，有些故事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心里还是感动
万分。同学们知道，过草地、过雪山，从艰苦程度来讲，在红军长征中是最为艰苦
的，一路上基本没有什么给养补充。在这个过程中间，红军的战士们，领导和普通
士兵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知道，当时有一些战马，战马的用途一个
是驮伤员、病号，一个是驮实在不能扔的东西，比如说手摇发电机，因为中央红军
只有靠手摇的发电机发出电来，电报才能响，才能跟各地联系。这个东西是无论如
何不能扔的。还有仅有的一门炮，因为要靠这门炮派用场啊。其他的炮全扔了，只
留了这一门。另外还有要带到陕北去的大概几担黄金，这是为了红军在路上要征集
一些粮食，要买一些粮食。总之这是打土豪时打来的黄金。当时的战马除了用于这
几件事之外，其他的全部杀掉。贺龙把他的战马杀了，当作红军的军粮，给战士们
吃。在长征的过程中间，特别是在过草地的时候，有些事情不知同学们知不知道，
一些战士实在饿的不行了，自己知道自己无法坚持了，便在头一天晚上，默默的把
自己还能够穿衣服脱下来放在一边，用草盖在自己的身上，就在这天夜里他告别了
人世。他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干什么呀？给战友们穿，因为他知道战友们已经衣不蔽
体。还有一个故事，红军的一个伤员，他的腿坏了，在草地上是一会儿下雪，一会
儿下雨，一会儿刮风，腿坏了是怕水的，一个红军战友把自己的一块油布送给他。
过了草地之后，这个腿坏了的战士要把这块油布还给那个战友，但是再也找不到
了，这个战友牺牲了。出了草地之后，红军比叫花子还惨。到了哈达铺，才能够吃
到一些粮食， 这时贺龙在做什么？贺龙马上买了一些粮食，买了一些饼，让一些比
较强壮的战士把马上的重物卸下来，驮上粮食，回到草地去，去救那些还有一口气
的战友，让他们吃点东西，再走出来。这样，又救出来一百多个红军。这些故事说
明什么呢？说明红军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革命的友情和战友情谊。那么同学
们，你们想一想，北上打日本，对外不让虎狼，外争国权，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挽
救民族危亡的追求，对不对？还有一个，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
迫的社会，这是不是崇高的追求？有这两条，再有红军之间、官长和士兵之间的亲
密无间的同志情谊，你们说，这会产生怎样伟大的精神力量？没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力量，这支红军部队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战胜艰难险阻，打那么多的硬仗，付
出这么惨重的牺牲，最后，还到达了陕北。当然，同学们知道，到了陕北之后，尽
管开始红军很困难，但是，由于红军所坚持的主义的正确，是什么主义呀？是建立
平等社会的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主义，是对外不让虎狼，外
争国权的主义。在那个时候，由于这一点，吸引了大批的志士仁人，投奔到延安
来。以后，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百二十万的军队了。解放区、根
据地也有九千万人口。天下归心这样的局面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正是由于当时的延
安有这样的精神感召力，所以，才把那个时代的优秀儿女，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才
吸引到延安去，之后，她的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崇高的价值追求为全国人民所
拥护，这样，才能够取得全国的政权。所以红军的长征精神和后来的延安精神是一
脉相承的。那么，说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族的利益高于一



切！中国共产党不追求任何的个人私利，她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是在
一起的。同学们知道，我们说到群众和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用过一个词，叫做鱼
水关系。但后来发展到现在，在有些地方由于党风在一些共产党的不肖子孙的败坏
下，有些人说到了今天成了水火关系。这样的事想起来很沉重。当时共产党得天下
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鱼水关系。我觉得这个表达
本身还不够充分，应该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母子之间的关系，人民
是共产党、是红军、是八路军，后来的解放军，是他的母亲，而共产党、红军、八
路军、解放军是人民的忠义子孙，他只有对人民尽孝道的责任，而没有蜕化成特权
集团的权利。（掌声） 

同学们知道，党的历史上在1945年召开了七大，后来到了西柏坡，河北省平山
县的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西柏坡又到了北京，1949年开国大典。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当时毛主席看到全国胜利，已经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了，
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他怕这个党腐败，怕这个党这个军队进城之后要学李自
成，要腐败、要异化。所以，那时候主席提出了两个务必，对不对？同学们知道不
知道两个务必？就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指的
要坚持批评自我批评，要保证这个党有自我净化的能力。艰苦奋斗是什么？是反对
腐败！后来毛主席离开西柏坡的时候，那时候他和周总理、任弼时一起走，他说了
一句话：我们是进京赶考去，我希望我们要考个好成绩，我们不学李自成。怎么叫
进京赶考啊？马上要取得全国政权了，是谁考他呀？是人民要考他！他清醒的很！
李自成怎么跨掉的，李自成是因为腐败才垮掉的。毛主席非常清醒。当然，所有这
一切都是红军的长征精神的延续。 

同学们，今天在这里我还要谈一件事，前些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几个频道分别
采访了一些开国元勋的子女，是关于重走长征路。有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罗荣
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刘伯承元帅儿子刘太行、任弼时书记的女儿任远征、周总理
的侄女周秉德、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健、罗瑞卿大将的儿子罗箭等等。在中央电视
台的几个频道，在艺术人生栏目播出了。任远征是任弼时书记的女儿，她是在红军
临过草地之前出生的。过草地时，是朱老总钓鱼给她的母亲，使得任弼时书记的夫
人有奶水来喂养自己的女儿。任弼时同志是七大时选出来的五大书记之一。当时的
五大书记是：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
委。因为同学们可能不知道任弼时是谁？我就多说几句。远征大姐后来是中纪委的
干部。远征大姐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后跟我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时，我还说了一段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还讲了“共产党要坚持批评
与自我批评，有错的时候，有不对的时候，要认下来，要改！要为人民的利益，为
民族的利益，纠正了错误，这个党才有生命力！”这些内容，后来中央电视台没有
给她播。后来，我有些高兴了，因为中央六台将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健的一段话播
出了。陈知健说：“我认为红军的长征精神，其中还有一条，就是自我纠错的能
力。”什么是自我纠错？就是自己有毛病了，有缺点了，有错误了，就去纠正它。
同学们知道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红军打下遵义之后，这时已经把国民党围追堵截
的部队甩了很远，这样才有可能在遵义修整一下，安安静静的开一个会，总结前一
段的成败得失。在这个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这是德国顾问，博古，
是王明走了之后，委托负责中央事务的人，这个“三人团”在会上受到了严肃的批
评，还有周恩来作了深刻的检查。会议选举了毛泽东进入了中央的领导核心。同学
们，你们想一想，这个通过党的会议，总结党的历史的经验，总结前一段革命遭受
惨败的经验，周总理什么风范？他敢于检查承认错误，敢于去拥戴毛泽东到中央
来，到军委来主持全局。尽管在当时，所谓的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周总理那里，党
的最高领导人也不是毛泽东，从当时组织的形式来讲是这样的。但是，由于毛泽东
在前面的一系列的出色表现，周总理是折服他的。所以，以后实际上在长征期间，
尽管最后所谓的决定权是周总理，但实际上是周总理听毛泽东的。以后，红军的仗
是越打越好。最后取得的全国的胜利决不是偶然的，这件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
个党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同学们，你们是不是想过，过去有一句话叫做“伟大、光
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那么靠什么才能伟大、光荣、正确啊？我觉得要靠三
条。第一条：就是她的主义要正确，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要正确。就是人民的利益
高于天，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高于天。这样的信仰，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信仰要
高于一切。这是她正确的根据或者说核心和根本。第二条是什么？就是要看她为人
民做了哪些好事。在战争年代，她为人民做了哪些好事？全国解放以后，她又为人



民做了哪些好事？就是看业绩。第三条：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大家知道，在党
的历史上，多次受过“左倾”路线和“右倾”的干扰，而且“左倾”路线和“右
倾”路线也多次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又被纠正了，才使得中国革命能够从失
败中解脱出来，重整力量，走向胜利。所以这个党伟大、光荣、正确。长征精神我
们说还有一条，就是自我纠错能力。 

前两天，我见到陈知健，我对他说，几天前我看了中央电视台对他采访的播出
之后，受到了启发，过两天，理工大学的同学们信任我，让我给他们做一个长征精
神的讲座，我说，我要把这个意思讲给同学们听，因为我觉得，在总结长征精神和
红军精神的时候，这一条至关重要，而且这一条对今天的中国非常有用。（掌声） 

关于红军的长征精神，我想今天是不是就暂时说到这儿。下面，我想留点时间
跟同学们交流交流，各方面的问题，我都愿意跟同学们交流，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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