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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军进入正规化、 现代化建设的

新时期， 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 提高人民军队在现代化

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巩固国防， 保卫人民政权， 是党面

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叶剑英作为我军的创建人

之一， 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 从高层次和全局性观察和

思考军队的建设和发展问题， 兢兢业业， 不辞辛劳， 为

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突出军事训练的重要地位， 加强现代战争条件

下的军事训练， 极大提高了人民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

战能力

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随着原子弹、 导弹等新

式武器的出现， 战争的模式和进程也发生了极大的改

变， 人民解放军虽然逐步实现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兵种合

成军队的战略转变， 但面对现代战争的新局面， 差距还

很远。 叶剑英以一名卓越军事家的思维对现代战争的特

点和人民军队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他认为要适应

现代战争，必须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现代条件下进

行军事训练， 才能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在 1957 年中央

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叶剑英还专门指出：“我认

为， 我军的战斗训练应该要在现代条件下进行。 ”〔1〕1955
年 4 月， 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

部长， 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 他上任后就组织了各

大军区司令员等高级指挥员进行战役法集训， 讨论现代

化武器的出现对开展现代条件下军事训练带来的新问

题， 同时他还到部队参观调查， 了解部队训练情况， 总

结经验。 这年 8 月， 叶剑英向军委提出了关于全军战斗

训练原则的报告， 强调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军

队训练和夜间战斗的训练。 叶剑英不仅注重理论探索，
更注重结合实践， 1955 年 11 月， 叶剑英主持了空前规

模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 这是我军组织的第一次在使

用现代武器条件下的演习， 达到了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

训练和作战经验的目的。 1959 年 9 月， 中央组成新的

军事委员会， 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 仍然负责

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 叶剑英认为在军队建设中必须突

出军事训练的地位， 他多次指出： “军队在和平时期的

中心工作是训练， 军事训练是解放军建设和战争准备的

一项经 常性 的重要 工作。”〔2〕叶剑 英对军 事训 练提 出 了

“四个结合” 的总目标： 一是红、 专、 健结合。 “红”
即是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优良的思想作风， “专” 就

是能熟练掌握本身的业务技术， “健” 就是要有健壮的

身体。 二是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结合。 只有在技术训练

的基础上， 才能更好地运用战术。 三是训练与科学研究

结合。 训练过程中要进行科学研究， 反之要把科学研究

的成果运用到训练中。 四是院校训练与部队训练结合。
即院校根据部队要求来训练干部， 部队则选送优秀干部

到院校深造。 在提出训练目标的同时， 叶剑英还注重探

索训练方法， 1963 年秋， 他在了解到南京军区推广郭

兴福教学方法后， 立即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 认为这

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 年底叶剑英就正式向军委写报

告， 扼要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的内容特点， 建议军委在

全军加以推广， 随之掀起了全军性的练兵运动高潮。 叶

剑英元帅在长期担任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过程中， 始终

放眼世界现代军事发展的前沿， 始终强调现代条件下军

事训练的重要性， 为人民军队迅速提高战斗力， 加快现

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 创建和领导军事科学院， 开拓了我军现代战争

和军事科学的研究事业

1958 年 3 月 15 日，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建院，

叶剑英对人民军队发展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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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叶剑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 新中国成立以后，叶剑英先后在

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他充分运用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

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全身心地致力于军队事业，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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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军事科学领域不断推陈

出新的形势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个重大决策， 叶剑

英元帅被任命为首任院长兼政委， 从那时起直到 1972
年， 叶剑英一直亲自领导和主持军事科学院的全面工

作长达 14 年。 叶剑英认为， 只有发展人民军队自己的

军事科学， 才能跟上世界潮流。 在领导筹建军事科学院

的过程中， 从组建机构到队伍培养， 从学术资料筹集到

思想作风建设， 他都提出周密的计划， 并认真组织实

施。 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 叶剑英提出了 “以不破不立

的思想， 抱敢想、 敢说、 敢做的精神， 采取厚今薄古、
学习与独创、 研究与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法， 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为指针， 广泛地利用现代

科学技术的成就， 从我国、 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 以美

帝国主义为作战对象， 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

需要的战术、 战役的指导思想即作战方法。 编写出我军

的作战条令和我军战史”〔3〕 的工作方针， 在叶剑英的正

确领导下， 军事科学院在建院后不长的时间里， 就取得

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主要有： 选编出版了马恩列斯和

毛主席的军事文选、 军事论述摘录； 组织编写了合成军

队各级战斗条令及 《内务条令》 《纪律条令》 《队列条

令》 等我军第一批具有自己特色的条令； 搜集整理了我

军战史资料， 编写了我军大事记和重要战例； 组织编写

了 《军语》 和 《辞海》 中的军事辞条等。 在领导军事科

学院的过程中， 叶剑英十分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 他多

次强调培养科研人才的重要性， 提倡尊重知识， 尊重人

才， 同时要求科研人员努力做到思想红， 业务精， 在叶

剑英的大力推动下， 全军军以上单位普遍建立了军事科

研机构， 组织起一支 7900 多人的研究队伍， 出现了全

军动手搞科研的新局面。 在军事科研的方法上， 叶剑英

一贯强调要坚持 “以我为主” 的原则， 他在 1959 年 1
月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 “毛泽东军

事 思 想、 ‘以 我 为 主’， 是 我 军 建 军 最 核 心 的 思 想。”
“所谓 ‘以我为主’， 我的理解是： 在我军已有的经验基

础上， 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的考虑问题， 解决

问题。”〔4〕叶剑英还提倡知难而进的攻关精神， 鼓励和动

员大家下苦功夫读书学习， 向广大群众的斗争实践学

习， 他自己以身作则， 刻苦学习马列著作， 特别是毛泽

东军事著作， 他的模范行动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同志，
军事科学院形成了浓厚的刻苦钻研的学术氛围。 叶剑

英在领导军事科学院的时期里， 他以一名军事家的卓

越才华， 殚精竭虑， 辛勤工作， 为开拓我军的军事科学

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 大力领导军队院校工作， 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合

格的军事人才

叶剑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 十分重视军事院校培

养军事人才的重要作用。 早在大革命时期， 他就曾担任

过黄埔军校的教授部副主任， 1932 年叶剑英接替刘伯

承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 到了 1948 年， 他又受

命筹办华北军政大学， 为我军培养和锻造出一大批优秀

的军事人才。 新中国成立以后， 叶剑英以其丰富的办学

经验， 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我军的院校工作中。 叶剑英

认为现代战争需要大量又红又专的各类专业干部， 而要

培养和储备人才， 就必须办好军事院校。 在 1956 年全

军第六次军校会议的讲话中， 他就指出： “军队在和平

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 而部队训练的重点， 又主要是

干部。 因此， 担任训练干部任务的学校的工作， 就成为

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5〕他在领导军队院校的过程中，
经常深入院校第一线， 聆听教员授课， 了解院校建设情

况， 还多次召开院校工作会议， 加强院校建设的指导和

规划。 叶剑英强调办好院校， 首先要有一支高质量的教

员队伍， 教员是办好学校的关键， 必须牢固树立尊重知

识、 尊重人才的观念， 同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其次院

校必须为部队服务， 为部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军事

院校培养的干部， 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健的体

质， 还要有现代知识， 能掌握新武器和专业技能。 叶剑

英根据当时全军的干部情况， 要求干部晋升都必须到军

事院校进行正规的培训， 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我军干部队

伍的专业化水平。 在领导院校的工作中， 叶剑英还强调

要根据形势不断创新改革， 1962 年 9 月 30 日， 叶剑英

向中央军委作了 《关于改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教

学工作的报告》， 对健全教学制度， 严格教学要求， 完

善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质量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改进意

见， 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叶剑英作为一名优秀的

军事教育家， 他大力倡导依靠军事院校培养人才， 为我

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资源保障， 叶剑英领

导军事院校的理论和实践， 对于我们今天的军校改革和

教学， 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 “文化大革命” 中临危受命， 整顿训练与战

备， 保证了国家安全和军队稳定

在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 中， 军队受到了严重

的冲击， 许多军队的老同志被打倒， 人民军队的发展和

建设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叶剑英作为军队的重要领导

人， 始终坚定认为： 天下不能乱， 长城不能毁。 他虽然

身处逆境， 但仍然坚持斗争， 极力保护受到冲击的军队

同志， 他还经常听取军委各部门的汇报， 亲自到部队视

察， 掌握部队动态， 保证部队的稳定， 尽可能地减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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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对军队的影响。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 叶剑英临危

受命，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他首先亲自抓林彪事件的传

达揭批和中央精神的宣讲， 纯洁各级组织， 统一全军的

思想， 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

批判， 对全军进行了整顿， 主要内容有： 整顿思想作

风， 恢复和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坚持民

主集中制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调整编制体制， 加强

军队管理和训练， 肃清教条主义、 形式主义等。 这其中

叶剑英尤其重视军队训练和战备的整顿， 他号召全军大

力加强军事训练， 提高军政素质， 同时恢复了一批军事

院校， 为部队培养各类军事人才， 逐步扭转了军队只

“突出政治”， 基本不搞军事训练的局面。 叶剑英逐一检

查督促各大单位的战备情况， 还派出调查组深入基层部

队检查训练和战备落实情况， 并针对当时中苏关系紧张

的严峻的国际局势， 要求全军切实加强战备， 提高警

惕。 1974 年 1 月， 叶剑英还亲自指挥了针对南越当局

侵占我国西沙岛屿的自卫反击作战， 收复了被侵占的

领土， 取得了西沙之战的重大胜利。 在文革动乱中， 叶

剑英忍辱负重， 坚持工作， 竭尽全力地维护军队稳定和

战备训练， 减少动乱给军队建设和国防安全带来的消极

影响， 确保了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 为党和军队立下了

大功。
五、 进入新时期后拨乱反正， 开创了军队工作的新

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 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

新时期。 叶剑英不顾年事已高， 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辛

勤工作， 继续发挥着自己的能量， 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建

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由于林彪、 “四人帮” 对军队建设

的极大破坏， 叶剑英首先以大量的精力领导全军各个方

面的拨乱反正。 1977 年 3 月 24 日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座

谈会上讲话中指出， 当前部队工作要澄清十个应该不

应该的问题， 即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 反对资产阶级反派性；
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应该不

应该整顿军队； 应该不应该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
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 “五项条件” 搞老中青三结合；
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 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 严

格要求； 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 地方武装、 民兵之结

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 叶剑英对这

十个 “应该不应该” 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澄清了军队建

设中的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 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指

明了前进的方向。 叶剑英亲自抓军队干部的使用和军队

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 把那些经过实践斗争考验的干部

安排到领导岗位， 从而纯洁了军队的领导体系， 确保了

人民军队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 在军队建设

上， 叶剑英在 1977 年 12 月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出

了军队建设要抓好的十项任务： 即： 第一， 把揭批 “四

人帮” 的斗争进行到底， 夺取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全胜。
第二， 贯彻毛主席战略思想， 做好作战准备。 第三， 整

顿领导班子， 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 第四， 加强党的建

设， 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 第五， 把教育训练提到

战略地位， 加强军事科学研究， 提高我军军政素质。 第

六， 大力抓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军工生产， 加速装备

现代化。 第七， 继续搞好精简整编， 改革兵役制度。 第

八， 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 加强后勤战备建设。 第九，
坚持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加强民兵建设。 第十， 恢

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这十项任务成为当时

军队建设的重点， 也成为了军队在新的历史转变时期的

建设纲领。 叶剑英还特别强调了从政治思想上加强军队

建设的重要性， 他在 1978 年 5 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政治工作一定要恢复和发扬

古田会议以来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

用， 认真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政治工作过去是我军的

生命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6〕通

过这一系列整顿， 人民军队的发展建设走上了正常有序

的轨道。 叶剑英晚年体弱多病， 但他仍然以一名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责任感， 时时惦记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建设，
为我军恢复发扬优良传统， 提高战斗力奉献出了毕生的

精力。
叶剑英元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始终高度重视人民

军队的发展， 并且为之奋斗不息， 即使在国家面临动乱

的局面下也始终不忘军队的稳定与建设， 他的这种对党

和军队忠贞不渝， 对事业兢兢业业的崇高精神， 永远值

得我们当代革命军人学习和发扬。 叶剑英虽然离开我们

已经二十多年了， 但他为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立下的丰

功伟绩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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