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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谭政对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贡献 

唐正芒，张 静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谭政是我军历史上以擅长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著称的大将。他提出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抗战形 

势的富有远见的意见，起草了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历史性文献，并亲自领导和指导了延安边区的 

拥政爱民运动，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发 

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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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发展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 “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 

党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 

贡献”l1]，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谭政大将就是其中的 

一 员。谭政 (1906～1988)，湖南湘乡人，虽没有其 

他大将叱咤沙场的赫赫战功，但是却勤勤恳恳，几十 

年如一日躬身于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我党我军思 

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评价： 

“谭政，谈政也”，暗含对其政治工作能力的认可与赞 

扬。本文试探讨谭政对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形成的历史贡献，以求正于方家。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谭政曾做过短暂的文书 

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秋收起义并跟随部队上 

了井冈山，从 1928年1月起担任红军前敌委员会书 

记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2月大柏地伏击时调入政 

治部工作，先后担任红十二军、二十二军政治部主 

任、红一师政委等职，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结下了不 

解之缘。在部队频繁连续的作战环境中。每次战役 

前，谭政都会召集各团政工干部会议。布置、指导政 

工干部对战士的思想政治动员。把部队思想政治工作 

做得有声有色。而且他每个月都坚持写 《月终政治工 

作总结报告》，详细总结部队的活动、在战斗间隙进 

行的政治鼓动工作等问题。其中1933到 1934年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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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报告》、《高兴圩以北战斗 

政治工作报告》等，成为研究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历 

史文献。谭政在积累了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同 

时，也开始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者。 
一

、 适应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新形势。提出加强 

红军政治工作的新见解 

1935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克服 

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 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身为红军第一军 

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谭政。针对新的形势和红军的新 

任务，根据党的政治路线和红军战略的转变，于 

1936年3月写成 《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 

《意见》提出要在保持红军应有的阶级本质和特色的 

前提下，着重于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教育，从理论上提 

高干部、党员的认识；坚持利用中国革命运动的优良 

传统等内容作为政治课的引证内容，激发战士为民族 

自由而战的自觉性；强调 “不管红军新形势下的任务 

怎么转变，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是不能变 

的”[ 。认为要继续发挥红军固有的政治工作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防止红军干部和战士在复杂的环境中思 

想上的堕落蜕化、政治工作目标的紊乱等。 

这些意见的实质，阐述了 “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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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L3 J。为了 

推动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共产党实行改陕甘宁政 

府为边区，停止实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及红 

军改编等政策和方针。但是，军队中广大指战员出现 

了对国共重新合作不理解和对党的某些新举措的怀 

疑、抵制情绪，也有少数同志对国共合作盲目乐观， 

滋长了个人主义、享受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谭政 

富有预见性地指出了抗战初期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 

点和方法，贯彻了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对于较好地 

统一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有重大意义，丰富和发展了毛 

泽东思想中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形势发展而 

发展变化的理论。中共中央高度重视 《关于红军中新 

的政治工作意见》并转发此文，在按语中评道：“谭 

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 

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I4J。 

二、倡导拥政爱民。密切军民关系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毛泽东提出的 

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创 

建以来，军民关系、军政关系总体上一直比较融洽。 

但是由于军阀主义等思想长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进 

入抗日战争后，八路军、新四军的少数干部中仍然存 

在着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以及不适当地强调部队的 

特殊性，不尊重政府，侵犯群众利益等不良现象。特 

别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出现了 “没有衣 

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 

冬天没有被盖”l5 J的困境。边区军民在生产自救中， 

军政、军民关系发生过一些摩擦，甚至出现了八路军 

到农民家里借米遭拒绝等情况。 

为了解决党政、军民之间的某些不协调现象， 

1942年1O月到 1943年 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 

高干会议和陕甘宁边区军政干部会议，决定分别在军 

队和地方开展一次 “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 “拥护 

军队”的活动。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 

宁晋绥联防军兼留守兵团副政治委员等职的谭政，以 

对我军建设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作风，敏锐 

地认识到只有建立一套制度，才能从根本上缓和军 

政、军民关系。1943年 1月25日，在谭政直接领导 

下，留守兵团以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名义联合发布了 

《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要求边区部队必须 

提高全军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认识。2月 1日，留 

守兵团率先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 

约。主要内容为：“服从政府法令；保护政府，帮助 

政府，尊重政府；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借物要还，损 

坏东西要赔偿；积极参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负 

担；了解民情风俗；向人民宣传，倾听人民意见。” 

这个公约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受到了边区政府和群众的欢迎。从 

此，拥政爱民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红红火火地开展起 

来。与此同时，边区人民也积极响应，开展了 “拥护 

军队，优待抗时军队家属”的运动。拥政爱民与拥军 

优抗互为呼应，互为推动，消除了军政、军民之间的 

某些隔阂和误会，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增进 

了军政、军民团结。【6J同年 1O月 1日，毛泽东为中共 

中央起草并下发全党全军关于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 

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 

推广留守兵团 “拥政爱民”和陕甘宁边区 “拥军优 

抗”的经验。这样，由谭政倡导并取得经验的拥政爱 

民运动，促进了 “双拥”活动走向经常化、制度化， 

密切了人民与军队的联系，也使 “双拥”活动成为我 

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 起草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 

一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1942年10月至 1943年 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 

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为解决军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及 

党政军各方面在具体政策和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偏向， 

毛泽东曾召集联防军主要领导人贺龙等一起商讨军队 

政治工作问题，并委托谭政起草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 

报告。之所以委托谭政起草报告，毛泽东看重的不仅 

是他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还有其深厚的理论功 

底。早在 1939年1O月，谭政就发表 《论八路军政治 

工作的传统与作风》一文，该文对抗战以来我军的思 

想政治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存在的游击主 

义习气、追求简单化等问题，认为要通过加强干部的 

理论教育等方法克服这些缺点，为总结我军政治工作 

理论提供了宝贵资料。在这次高干会后期专门召开的 

军政干部工作会议上，谭政又作了关于克服军阀主义 

倾向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军阀主义的表现、危害、产 

生原因，提出了纠正的方针和要求，使到会的所有干 

部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这些都可以说是谭政起 

草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重要理论准 

备。 

当时整风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各根据地的 

部队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示下，对整风以来所取得 

的进步经验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整理、汇编了大量可 

靠的第一手资料。谭政在吸收大量材料和深入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写成了 《关于军 

队政治问题》的报告初稿。接着由毛泽东、周恩来亲 

自审阅、修改，叉以不同的方式多次征求县、团以上 

干部的意见，进一步充实了内容。最后经中共扩大的 

书记处会议批准通过，由谭政在4月 11日的西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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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报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 

题》的报告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报告》由谭政 

起草初稿并6次亲自修改，这其间凝聚了他的聪明才 

智，更凝聚了他长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 

《报告》从理论高度，总结概括了整风和建军的 

历史经验，其主要的内容有四个方面：(I)阐述了思 

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明确提出 “共产党领导的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这种生命线的地 

位，是由党的性质及其纲领和路线决定的。(2)明确 

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强调共产党的方向就 

是整个军队的方向，而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 

作的方向”。(3)完善了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 

作制度的原则，即：“凡属便利于组织和发扬广大战 

士群众的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的任务的组织形式与 

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反之，就不应当采 

用，而应代之以新的东西。 J还根据这一原则，提出 

了精简会议制度与报告制度等 16项改革措施。 (4) 

提倡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要求学习和表 

扬在长期抗战中产生的体现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优良 

作风的战斗英雄、模范工作者，使整个八路军和新四 

军的工作更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与创造性。 

194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八路军总 

政治部颁布的 《关于学习谭政 (关于军队政治问题) 

的报告的通知》，强调这一文件 “不但特殊地解决了 

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 

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为全 

党干部所应注意”L9 J。同时中宣部和八路军总政治部 

还将此报告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要求全党全军 

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通过深入学习讨论 

报告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 

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与改 

善。这个报告系统、全面地总结了红军创立以来我党 

历史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在思想政 

治工作中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我 

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原则、地位、方针、方法等 
一 系列根本问题，形成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它是马列 

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继古田会议之 

后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也是 

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政治理论方面成熟的标 

志。谭政大将也因在起草、修改报告中尽职尽责、倾 

注了智慧和心血而留下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值得 

大书一笔的历史贡献。 

四、对东北野战军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 

抗战胜利后，谭政赴东北担任民主联军 (后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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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后由罗荣桓担任，谭政为 

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一到东北就严厉处理了几起违 

反群众纪律的事件，并亲自起草指示，要求部队严格 

执行新区征购粮食的各项政策和我军的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在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下，部队很 

快在东北站稳了脚跟并开始赢得群众的拥护。 

辽沈战役发动前，谭政更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部 

队的政治工作中。先是利用战役间隙，着力抓部队阶 

级诉苦教育、立功运动等工作，同时结合学习 《中国 

土地法大纲》，指导部队开展诉苦运动。秋季攻势后， 

东北全军又开展了以提高政治觉悟为目的的政治整训 

和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这次政治整训仍以诉苦教 

育提高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在整训工作中，谭政总 

结了辽东军区三纵队以诉苦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经 

验，并向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报告。罗给以高度评价： 

“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 

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 

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CIo]1947年9月，毛泽东亲自 

修改、转批了由谭政执笔的辽东三纵队诉苦阶级教育 

的总结经验，从而推动了全军诉苦、三查 (查阶级、 

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开展。诉苦、三查运动与立 

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被称为 “打开 

连队工作之门的三把钥匙”，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 

又一个新创造。谭政再一次以其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推动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 

开展，并丰富了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东北野战军在谭政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开展了 

“三查三整”工作，通过40多天的整训，着重解决了 

部队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大大提 

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战士们的战斗情绪空前高涨， 

为即将举行的辽沈战役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就在战 

役开始前，谭政连夜主持起草了 《辽沈战役行动前政 

治动员指示》，以林 (彪)罗 (荣桓)刘 (亚楼)谭 

(政)名义发出，要求全军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发挥 

英雄主义争取解放东北。在战役进行中，谭政提出各 

部队要同友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对担负攻坚任务 

的部队，谭政提出 “立战功，当英雄，孤胆歼敌，多 

抓俘虏”等l：l号。细致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 

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辽沈战役取得重大胜利。 

五、情系人民军队。鞠躬尽瘁于新阶段的军队建 

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进入了以现代化为中心 

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中央军委都认真研究建 

军高级阶段军队的新情况。坚持进一步完善政治工作 

制度，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强大保证作用，丰富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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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毛泽东关于军队政治建设的理 

论。谭政情系军队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建军新阶 

段的思想政治工作鞠躬尽瘁。 

1956年9月，谭政在党的 “八大”上作了题为 

《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他指 

出现阶段的军队政治工作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工 

作与军事技术的关系，既要重视政治因素，又要加强 

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这实际上是强调我军在新 

阶段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且要使政治工作渗透 

到各项业务、技术工作中去。正如毛泽东指出：“工、 

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现在大家搞业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 

务、党的事务，不搞思想政治工作，那就很危 

险。”【Jl_同时。谭政的发言强调在部队工作转变过程 

中，要继续坚持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走群众路 

线等优良传统。这篇发言是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军队 

政治建设的新思考，是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理论的发展。发言被中央 

军委作为新时期建军重要文件印发全军。 

在实际工作中，一向以工作认真细致、重视调查 

研究著称的谭政，更是勤勤恳恳。1956年底到1965 

年问，谭政先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等职，在 

此期间内，他十分重视干部的文化教育和政治理论学 

习，在他的主持下，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文化 

新高潮，逐渐形成了注重政治理论学习的风气。而 

且，谭政始终如一地重视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 

他每年都要抽出几个月时间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发 

现问题，就地解决。1956年至 1957年间，他亲自深 

入东南沿海部队，对部队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忽视官兵 
一

致、上下一致的传统，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不走群 

众路线，发扬民主不够等倾向和问题，进行了细致的 

考察。并在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 《关于当前 

部队官兵矛盾和军民矛盾的考察报告》，提出了正确 

处理官兵关系的l2条措施和缓和军民矛盾的8项解 

决办法。这些原则和方针一直到今天，仍是贯彻毛泽 

东军队政治工作中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原则的有效方 

法。 

综上所述，谭政大将坚持真理，兢兢业业躬身于 

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其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和工作 

生涯中，对革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和建国后军 

队的现代化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上都作出了重大贡 

献，充实、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 

内容，书写了一代儒将的风采。正如徐向前元帅在祝 

贺谭政80寿辰的贺信中所说：“您对人民军队政治]： 

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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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Zheng’S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Mao Zedong’S Thoughts in the 

Arm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 ork 

TANG Zheng—mang，ZHANG Jing 

(Research Center ofZedong’ Thoughts，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Hunan 411105，China) 

Abstract：Tan zheng was a general well—known for his expertise in the arm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He firstly real- 

ized the necessity to guard against the non—proletarian trend rising in the Fourth Red Army and proposed tO make changes 

about the Arm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War of Resistance．Furthermore，he also drafted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army and took a lead in Yah’an Campaign of supporting the army and loving the peo— 

pie．With his profou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earnest attitude and practical method in his work，Tan zheng made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oism on the arm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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