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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义军 
 [摘要]   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群众性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是陈毅早期
武装斗争思想的主要内容。他在湘南起义前后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就是他早期武装斗争思想
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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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是我党杰出的军事家。他在军事上取得的辉煌业绩
与他早期的武装斗争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陈毅的早期武装斗争思想主要是指他上井冈山之
前的武装斗争思想，这些思想在他准备、发动、领导湘南起义中充分地显示出来。本文就
他早期的武装斗争思想在湘南起义中的运用作一阐述。 
一、陈毅早期武装斗争思想的内容 
（一）首要的内容：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 
南昌起义促使陈毅思想上形成一个飞跃：革命要成功，必须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他的这一思想在改造南昌起义余部、使之具有新型人民军队雏形的
过程中突出地表现出来。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后，余部由朱德、陈毅率领转道湘南。此时的部队与
上级失去联系，外无援兵，内无衣食，笼罩着严重失败主义情绪，组织松弛、纪律很坏。
陈毅协助朱德做了大量工作：先让这支革命武装保存下来；在此基础上，又对部队进行了
著名的天心圩整顿、信丰整纪、大庾整编、上堡整训。通过“四整”，起义部队得到改
造，开始具备新型人民军队的雏形。 
首先，明确提出并阐发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在信丰整纪中，陈毅明确提
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为工农而战的人民武装，……是自觉维护工农群众
利益的。正因为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张日新、李祖
荣：《红军时期的陈毅》，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之后，他又不断地阐述这个观
念。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陈毅所说的“人民武装”实质上就是“人民军队”的概念，并提
出了人民军队的宗旨是为工农、为人民，并且是唯一宗旨。 
其次，提出并阐发了如何才能成为人民军队的问题。陈毅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
阐述人民军队的宗旨和革命纪律、革命政策的关系。他认为：只有遵守革命纪律、革命政
策才能实现人民军队的宗旨；不执行革命纪律、革命政策，就不能成为人民军队。两者是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他指出：人民武装有着铁一般的纪律。我们的政策是保护人民群众的
财产，只有自觉地、严格地遵守革命纪律、革命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取
得革命的胜利。为此，他反复教育部队：没有革命纪律就等于和军阀部队一样；没有纪
律，部队就不能生存。二是与朱德一起提出人民军队纪律的基本内涵，即：服从指挥，听
从命令；不准侵犯群众利益；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设立没收委员会，行使没收
和处理财物的权利；不准没收商人的东西。这些纪律与日后成为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
的三大纪律，虽在表述的方式不同，其核心内容在此已提出。 
再次，建立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确保起义部队向新型的人民军队转变。



南昌起义使我党有了自己的军队，但这支军队是从旧军队中分化出来的，我党对它的领导
主要在政治上，并没有实行全面领导。只有形成党对这支军队全面、绝对的领导，才能使
这支军队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为达此目的，大庾整编时，陈毅就开始建立党的全面领导
和政治工作制度。主要措施有：（1）吸收一批优秀士兵入党，改变过去党员绝大多数是干
部的状况，壮大党的力量；（2）重新登记党、团员，整顿党团队伍，统一党的力量；
（3）设立党支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4）分配党团员去基层，选派优秀党员担任连队
指导员，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通过这次整编，开始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党的工
作制度，使起义军真正具有新型人民军队的雏形。大庾整编和毛泽东主持的三湾改编，都
是处在同一时间（1927年的9、10月间）。因此，我们可以说，陈毅是当之无愧的我军政
治工作的一位开拓者、创始人。 
（二）主要内容之一：开展群众性武装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其实质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共党人对中国革命特征所作的科学论断和理论概括。陈毅早期的武装斗争思想虽没有达到
这样一个认识高度，但向这个高度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在他看来，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就是
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发动、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他在
率部挺进湘南和准备、发动、领导湘南起义的过程中，都是大力辅助朱德，努力去实现这
一目标的。 
首先，提高认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阶级是受剥削最
深、压迫最重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不能仅
仅是革命军队的孤军奋战，而应是发动群众（主要是农民），让群众积极参加的武装斗
争。朱德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就曾说过：“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
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摘自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编辑《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8页)充分认
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为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性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其次，实现农民运动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大庾整编时陈毅就开始将农民运动与武装斗争
相结合。在上堡整训时更是大力将两者结合：一方面，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排为单位，
深入群众，帮助生产劳动。在此基础上，发动农民打土豪，分浮财，收缴地主武装，整顿
关卡税收，试行土地革命。促使这支过去只知道打仗的部队开始做群众工作。另一方面，
打击、赶走了长期盘踞此地的土匪何其朗部。此举获得当地农民的衷心拥护。对此，粟裕
说过：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粟裕：《激流归大海——回
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在后来发动、领导的湘南起义的过
程中，陈毅的这一思想更是得到充分地运用。 
再次，转变战略战术，开展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军是从北伐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部队过
去只有攻占城市的经验，懂正规战的战略战术，没有游击战的经验。为更好地开展群众性
的武装斗争，只有在作战形式上实行从阵地战到游击战的转变，战术上实行分散、小规
模、灵活的游击战的打法。为实行转变，上堡整训的军事内容主要就是进行游击战的培
训。陈毅辅佐朱德提出了几项具体的原则：（1）保存自己的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
走；（2）近战原则：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3）避实就虚原则：寻找敌人
弱点，打孤立之敌、疲惫之敌；（4）知彼原则：重视侦察搜集敌情，及时研究，找出规律
和特点。此外，还创办了军官教导队。陈毅定期给教导队上课，他反复强调：“我们是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就要用革命的战术来进行革命战争”。(张日新、李祖荣：《红军时
期的陈毅》，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三）重要内容：建立革命根据地。 
还在顺（庆）、泸（州）起义时，陈毅就萌发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陈毅在与起义总
指挥刘伯承商讨起义的计划时，就曾有起义后将分驻于泸州、合川、顺庆等地的8个旅北移
顺庆，创建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刘伯承任总指挥，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的思想。(《陈
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陈毅创立革命根据
地的思想却一直在他的心里酝酿着。当朱德在茂芝会议上提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的战略决策时，陈毅立即坚决拥
护。此时的陈毅就是把湘南当作建立根据地的预想目的地。湘南起义是他建立革命根据地
的第一次尝试，特别是他代理郴县县委书记期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他这一思想的最直接、
最主要的实践。 
二、陈毅早期武装斗争思想在湘南起义中的运用 
（一）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促使陈毅辅佐朱德把南昌起义余部保存下来并
进行整顿，为湘南起义准备了一支骨干力量。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的部队只剩下两千多人，这支部队既无供给，又无援兵，失败
主义情绪、悲观失望的气氛笼罩全军。为摆脱困境，朱德在天心圩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在
军人大会上，朱德用俄国有1905年革命失败最终迎来1917年革命胜利到来比喻南昌起义
的暂时失败，鼓励和教育全体指战员。陈毅则用“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
雄”等话对大家进行启发。(同上，第23页)这次整顿，部队只留下500多人。人数虽然减



少了，但战斗力更强。在之后的信丰整纪、上堡整训中，建立了党的全面领导和政治工作
制度，使这支部队成为最早两支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另一支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
起义部队）之一。朱德、陈毅正是带领着这支党绝对领导的部队挺进湘南，才有以起义军
打先锋的湘南起义。正如粟裕所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
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跨掉的。”(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
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 
（二）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武装斗争，开创湘南起义的大好局面。 
1928年1—4月的湘南起义，就是陈毅开展群众武装斗争思想在大规模、深层次地发动、武
装农民，实行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的实践。 
湘南起义是以南昌起义部队打头阵的。起义从奇袭宜章开始，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发
动、武装农民，先后建立了6个县苏维埃政府，并成立统一的地方政府。起义风暴遍及20
多个县，约有100万以上的农民参加起义。起义中，陈毅发动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武装斗
争的军事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并在实践中创造了正规军、地方武装、群众武装三者紧
密结合三位一体的武装斗争模式。 
奇袭宜章成功后，首先由南昌起义军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正规军）；坪石打败许克祥
后，部队将缴获的武器弹药武装宜章农军，组建第一支湘南地方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
第三师；攻克郴州、耒阳后，相继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师和第四师，而后又组成2个独立
团。六个建立苏维埃的县都成立了县农民自卫军或赤卫队，每个区都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依靠主力军（正规军）、地方武装、农民自卫军这三者的结合，湘南群众性武装斗争蓬勃
兴起。在战术的具体运用中，不管是坪石大捷，还是耒阳骜山庙伏击战，陈毅辅佐朱德都
是运用游击战术，战斗中充分发挥正规军、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不同作用，让正规军、
地方武装与群众武装三者密切配合，成功地打击了敌人，不仅让起义余部立足湘南，而且
推动湘南起义走向全面高潮。 
（三）尝试在湘南创建革命根据地，初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
民战争。要让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取得胜利、土地革命正常开展，就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
相应地，要建立根据地，除了坚持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外，还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
题。陈毅在领导湘南起义的过程中，较早地注意到了农民的土地问题。首先,作为第一师党
代表的陈毅，在全局上协助湘南特委，指导湘南各县的土地革命工作，推动湘南工农兵代
表会议讨论土地问题，制定了基本上和后来的土地法一致的分配原则和实施办法。(《陈毅
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其次，他在主持郴县县委工作时，直接领导了
郴县的土地革命工作。 
湘南起义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建立了当时最早地区级政权——湘南苏维埃政府。
还发行了苏维埃政府货币（钞票），并一度在市场上流通，发挥着价值尺度、储藏手段、
支付手段等货币的基本职能。 
湘南起义所建立的三位一体的武装模式，插标分田运动的开展、地区级政权的建立、货币
的发行等活动，其实质就是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初步尝试。工农武装割据是无产阶级（通
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三者的结合。湘南起义进行的
一系列活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有机
结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初步尝试。尽管湘南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坚持的时间不
长，但它作了初步的尝试，为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南学院社科系)       
责任编辑  宁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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