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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热点排行 

·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追悼会   ·邱少云如何成为惊世英雄 ·执行宋庆龄遗嘱内情

·谁是最长寿的革命老人   ·揭秘井冈山八个历史谜团 ·毛泽东坚辞开国大元帅军衔

·徐海东大将的最后一战   ·最初考虑由谁挂帅出征朝鲜 ·儿子眼中的张闻天

·谁缴下冈村宁次的佩刀？   ·张国焘差点断送南昌起义 ·毛泽东的女儿为何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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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1927 年 11 月，刘伯承偕同吴玉章等

30 余人从上海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船，到海参崴上岸，住在一家旅馆里，等了约 1个星期，第三国

际派人来接，又乘火车到莫斯科。吴玉章入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则进了高级步兵学校。这所学

校在莫斯科东北角的红色兵营，旧名列弗尔道渥。为欢迎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学员，学校举行了

隆重的欢迎仪式。入学的那天晚上，礼堂里灯火辉煌，中苏同学济济一堂，首先由学校政治委员

致欢迎词，他说：“刘伯承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和一批优秀军官来本

校学习，是本校的光荣。”刘伯承代表十多名一起入学的中国同志致答词，感谢校方的热情接待，

他说：“我国革命事业暂时遭受挫折，党派我们来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要

努力学习，勉作布尔什维克，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入学后，中国学员都取了俄国名

字，刘伯承取名阿法纳西耶夫，编在第 16 班。这个班 30 多人都是中国学员，有中共的组织，唐

赤英为支部书记，刘伯承、张西林、陈林为支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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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的军校生活开始了。在中国学员中，刘伯承年龄最大，他已经 36 岁了。首先遇到的就是

俄文这一关。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直接听懂苏联教官讲课，他拼命地学俄文。在俄语中，

“P”这个字母的发音是比较难的。刘伯承在刚开始认俄文字母时，有好几天从早到晚一有时间就

练“P”的发音。他抓紧一切课余时间背单词或整理笔记。他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手

心中写满生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同学们常见他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单词。他认为在厕

所里如不背单词，就是浪费时间。碰到自己弄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同学们请教。有的同学看他

学俄文实在吃力，就对他说：“我给你翻译吧。”他说：“老弟，那可不行，得自己学。”他看

书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疼了，也不休息，把假眼球摘下来，再接着看。晚上，同学

们已熄灯就寝，他还独自在走廊的灯光下，默默地认、记。莫斯科冬天的早晨，气温大都在零下

15 摄氏度左右。每天早晨，刘伯承都提前来到操场上朗读俄语。同学们劝他不要起得太早，他说：

“早起一会儿，第一不妨碍别人安宁，第二早晨空气新鲜，容易记忆。”凭这种日以继夜的顽强

精神，俄语这一关终于被他攻克了。他在给川军旧友王尔常的信中提到这一段学习生活时说：“余

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

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

不过外文这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

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他这种为革命而勤奋学习的精神，

在当时的中苏同学中传为美谈。 

 

  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设置的军事课程有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政治课则学苏共党

史和哲学。教官每天大约讲授 5 小时，其余时间自修。刘伯承攻克了俄文关，能直接听教官讲课，

直接阅读俄文教材，真是如虎添翼，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只有实弹射击例

外。这是因为他失去了右眼，左眼瞄准，右手握枪，很难配合得好。但他不灰心，不因自己伤残

而降低要求，经过一个时期的苦练，射击考核也取得了合格的成绩。学校里有一条标语：“脱离

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他对这条标语非常欣赏，成为他治学的座右

铭。 

 学习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总的是执行国际主义政策，

但有的教官脑子里不免残留着沙皇时代的侵略扩张思想。一位教官讲解什么是边界线，竟然

说：“边界线就是实力线，是实际控制线，是战斗线，是侵略目的线，是占领有利地形为自

己的战略服务线。”有次学校组织去参观莫斯科革命博物馆，里面放着一个雕塑，一个中国



人跪着，趾高气扬的俄国人一只手揪着这个中国人的辫子，一只脚踩在中国人的背上。刘伯

承看后，心中十分不快。他向教官提出，这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教官却批评他有民族主义

情绪。从此，刘伯承埋头读书，很少外出参观。 
 
  1928 年 6 月，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让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会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离兹维尼果罗镇不远的一座乡间

别墅。 
 
  大会主要是为了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八七”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

政治形势，制定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而召开的。大会的主要报告有：共产

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

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农民

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协议。 
 
  刘伯承报告分为五个问题：一、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

二、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与必然的崩溃；三、军阀军队的成分与其一般的情形；四、对军阀

军队工作；五、党员军事化。 
 
  在这五个问题中，他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

本质及其组成状况，指出由于各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和各军阀集团对民众的残酷剥削、压迫，

以及他们之间的倾轧和争斗，造成了农民暴动、士兵暴动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他详尽地

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兵运工作的意义、方针和办法。他认为，“共产党军事政治工作之一

个首要的任务，便是要破坏并夺取统治阶级之武装力量，在陆海军和警察中进行政治与组织

的工作”，通过“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

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军队

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就是说，建设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为此，

他呼吁全党：“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党
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的胜

利”。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了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成立了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专题委员会，刘伯承被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的委员。他到苏联不久，

就写了一份《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述了南昌起义军事活动的全过程，

并对起义的得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结了四项“根本弱点”和八条“行动的

错误”。 
 
  这四项弱点是：在发动时间上，没有选择在我党力量上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在起

义空间上，没有选择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两湖地区；在革命武装数量上，没有把军事力量同群

众力量结合起来；在革命武装质量上，没有切实加强起义队伍的政治领导。八条错误是：党

的领导不力；未能发动农民一起奋斗；作战指挥不统一；对敌斗争不坚决；对敌我力量估量

有错误；财政政策不明确；军事人才准备不足；舆论宣传不够。这些意见，反映了刘伯承对

革命武装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比较清醒的认识。 
 
  1928 年下半年，刘伯承被调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院长



是爱迪曼上将。刘伯承一来到这座学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条大标语：“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

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对他的军

事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共 6 人，与刘伯承同学的有左权、屈武、陈其

科、黄涤洪、刘云等。当时 6 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成立一个支部，刘云为支部书记。开设的

课程主要有战略、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刘伯承学

习军事理论，善于和实践结合起来学。每学一门课，他都认真联系过去参加过的战斗，从中

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因此，无论是课堂提问、图上作业或野外演习，他都表现出

比别的同学学得扎实，理解得深。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同学们喜欢看电影，或听听音乐。

有一次刘伯承和大家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是《红色银花》，描写中国人愚昧落后、懦弱

麻木。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跪在地上欢迎侵入新疆的俄国人。这个电

影大大刺疼了刘伯承的民族自尊心，当场他就指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校方再一次批评

他有“民族主义情绪”。他深切感到弱国之民无地位，勉励自己更加努力学习，为改变祖国落

后、屈辱的命运而奋斗。以后，组织看电影或其他活动，他都不去了，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

书。同学们叫他，他说：“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党随时都可

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 
 
  刘伯承在苏联学习期间，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1929 年春的一天，国内来人向在

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介绍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伯承听了感到很受鼓舞。他

对同学屈武说，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

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去一起战斗。他一再向屈武强调：“中国

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