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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Purposes of Zhu De’s Military Training: Bravery and Skill

朱德练兵的两个目的: 勇敢与技术

———纪念朱德诞辰 130 周年

★ 刘祖爱

摘要: 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的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朱德“勇敢加技术”的练兵

思想主要包含练心、练技术、练“将”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研究朱

德练兵思想对当前人民军队政治建军和技术练兵，实现新形势下强军目标，仍具有重要的理论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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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发展壮大主要靠三个因素: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 二是人民军

队武器装备的改善; 三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由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通过练兵使人与武器装备有

机结合的产物，因此军队训练就显得尤其重要。朱德练兵思想是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

勇敢加技术就是最好的战术，人民军队政治训练和技术训练则是练兵的两大关键性基本内容，并指出:

练兵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勇敢，一个是要有技术。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我们练兵的目的，

就是要使每个人又勇敢又有技术，这样，打起仗来就有把握了。”①朱德练兵思想对于抓好当前部队的政

治建军和技术练兵，实现新形势下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练心: 锻造官兵不可抵抗的无形武器

朱德的“练兵必先练心”思想，是关于战争本质理论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灵活运用。“一切战争，

都具备着政治的要素”②。在阶级社会，军事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其所属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

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军事技术手段则是为实现军事的政治性目标而采取的技术措施。可以说，意志力

和技术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两大基本因素。克劳塞维茨指出: “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的

乘积，这两个因素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少跟意志力的强弱”③。现有手段的多少主要是一定技术水平的武器

装备的数量，而意志力的强弱主要是军人的战斗精神。根据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当现有手段的质和量不

变，或现有手段供应状况恶化时，要提高战斗力，只有增强部队的战斗意志; 当部队的战斗意志状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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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时，必须通过改善现有手段来增强部队的战斗

力; 当现有手段的质和量和部队的战斗意志均处

于变化的时候，又有三种可能: 一是当现有手段

的质、量和部队的战斗意志力正向加强时，部队

战斗力必然增强; 二是当现有手段的质、量和部

队的战斗意志力变化趋势异向时，部队战斗力就

极不稳定; 三是当现有手段的质、量和部队的战

斗意志力负向加强时，部队战斗力必然下降。
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思想被朱德用来创造性地

指导人民军队的建设。“练兵必先练心”，是朱德

针对人民军队来源复杂和武器装备长期落后的历

史实际，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本质的深层揭示，

是他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创造性贡献之一。朱

德认为，“练心”就是政治教育。从历史来看，有

两种“练兵必先练心”: 一是剥削阶级讲的练兵必

先练心。其目的是要让士兵忘记自己本来的阶级，

一心想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反过来压迫老百姓。
这就必然“把政治训练变为蒙蔽阶级意识的欺骗

工具，变成超阶级的、完全不兑现的花言巧语”①。
二是无产阶级讲的练兵必先练心。“红军的政治训

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

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

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

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②。朱德对两种不同性质

军队的政治训练的本质的揭示，其重要意义在于

把传统军事理论与人民军队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军

情相结合，针对来源复杂的军队成分，提出练兵

必先练心，练心必从政治着手，通过政治训练，

帮助广大官兵了解自己属于什么阶级、为谁当兵，

启发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

确保人民军队训练和使用军事技术手段的正义性、
积极性和机动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不仅武器装备十分

缺乏和落后，而且兵源十分复杂，既有农民、工

人、小资产阶级，又有旧军队的成员，思想状况

复杂，加上生活环境艰苦，又时刻面临着战争甚

至牺牲。因此，只有突出政治教育，才能实现红

军战斗力的维持和提升，红军作战主要是靠勇敢，

也成为当时突出的历史现象。据此，朱德指出:

“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

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

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③。他

强调红军的政治训练十分重要，并将其列入锻造

铁的红军的首要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通过战场缴获和其他途径，

八路军武器装备较红军时期有所改善，军事技术

的训练和教育也得以加强，但相对日军，八路军、
新四军的武器装备仍然十分落后。对此，朱德强

调，“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④，而政

治战争是政治工作 ( 练心) 的军事功能体现。他

明确指出: “我们讲练兵必先练心，是要启发战士

们的阶级觉悟，要他们了解自己属于什么阶级，

怎样受压迫，怎样受剥削，为了解除自己所受的

压迫剥削，要怎样团结起来，怎样练好本领”⑤。
他进而阐明了“练心”的三个主要功能: 可清理

队伍队员中的错误观念和不良行为习惯，求得队

伍钢铁一般团结; 可牢固树立以民为堡垒的思想，

巩固和扩大革命战线，牢固军民鱼水关系; 可强

化识破敌人的政治欺骗能力，从而瓦解敌军。人

民军队“在政治上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就是把

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铁的

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革命过程中的任何困

难，经得住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奋去取得最

后的胜利”⑥。当然，这种政治训练必然为军事技

术训练提供强大的动力，为克服因文化水平低在

军事技术训练中必然遇到的艰难困苦提供勇气。
在人民军队军事手段质量和数量十分有限并

且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根本改观的历史环境下，

朱德把注重人民军队政治教育作为提高部队战斗

力的首要措施。他指出，军队的政治工作既可以

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又可以促其自觉学习和

掌握军事技术，明确了政治训练对提高官兵军事

技术的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朱德强调: “连长不

仅要练战士的军事技术，而且要练军心”⑦，只有

练好了战士的心，“从此以后他们的心就完全为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朱德军事文选》，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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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了，就一心一意地学习技术，一心一意地团结

自己，打击敌人”①。

二、练技术: 给士气旺盛的官兵插上技术的

翅膀

技术决定战术，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是马克

思主义军事理论的重要论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

实践中，毛泽东和朱德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

如何运用“技术决定战术”这一指导思想，立足

于劣势装备军队战胜优势装备敌人，并不断用夺

取敌人的优势装备来改进自己的装备和战术，尤

其是发展技术，进而改变战法赢得战争。这是朱

德始终把发展军事技术看作是赢得战争胜利、提

高军队建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朱德在突出政治训练的

同时也十分重视军事技术训练，认为努力学习使

用新式武器知识，既是保证红军在战术上超过技

术和战术较红军先进的新军阀敌人的必要条件，

也是适应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加速战术进步的迫

切要求。1931 年，朱德即认识到，红军虽然勇敢，

但技术不够高明。1934 年，他在明确 “红军因有

政治工作才保证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

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② 的同时，认为 “我

们要巩固思想上的一致、行动上的一致去消灭阶

级敌人，但是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使红色战士

学会使用新式武器，了解现代战术”，“我们还要

从政治工作的角度来领导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与

战术”③。
抗日战争时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军事教

育训练需进一步加强。为此朱德指出: “旺盛的士

气，还应该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④。1943
年 10 月 16 日，朱德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

部会议上作出明确指示，练兵要有两个目的: “一

个是勇敢，一个是要有技术。这两个东西非常重

要。如果你勇敢，你怕死，那就打不成仗。过去

我们的红军很勇敢，很好，可是技术不够高明。
勇敢再加上技术，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那就更

好了。我们练兵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又勇敢

又有技术，这样，打起仗来就有把握了”⑤。朱德

认为，勇敢和技术是练好兵的衡量标准，勇敢是

技术发挥效能的前提，技术是放大勇敢效能的必

要条件。因此，要通过练心，促使官兵练好各种

技术，以培养最好的炮手、神枪手、机枪射手等

等。1945 年 4 月 25 日，在中共七大的军事报告

中，朱德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关于练勇敢与练技

术的思想。他把练兵进一步分为练 “智力”、练

“体力”和练 “技术”三大领域。他告诫全党全

军: 第一，要 练 智 力，强 调 “练 兵 首 先 是 练 智

力”⑥。这里的“练智力”主要是通过深入的政治

训练提高政治觉悟，明确为什么打仗; 通过战略

战术的学习与实际应用，避免匹夫之勇; 通过文

化教育，提高文化水平; 通过生产教育，灌输劳

动观念，学习生产技能，增加生产。这就改变了

过去将勇敢归于政治训练、将军事技术等同于军

事技能训练的思想，把政治觉悟、军事理论、战

略战术和生产技术整体归于军事智力训练，有助

于激发官兵自觉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第二，要

练体力，强调“打仗是格斗，是角力，所以体力

锻炼很重要”⑦。第三，要练技术和练战术相结合。
要改变过去人民军队中 “不尊重体力与技术的倾

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的

现象，八路军、新四军 “需要继续学习，去掌握

一切我们所必须掌握的新军事技术”⑧。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非常关心火炮、攻城技

术的普及和大型战役的总结工作，积极开展大练

兵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军队和国防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军队开展科学技术学习和军事技

术训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朱德在繁忙的工作中

仍然重视部队的训练工作，并对军校工作作出许

多重要指示，就为什么和怎样坚持政治与技术的

统一进行了明确、具 体 的 阐 述。1951 年 9 月 11
日，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

议上阐述了海军政治工作的四大任务: 保证海军

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和严格的革命纪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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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全体指战员学会现代化的海军技术; 做好渔

民工作; 海军兵工生产任务的完成。他指出: “海

军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海军中保证党的

领导，要全体人员具有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思

想和严格的革命纪律性。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

项任务，就是要保证全体指战员学会现代化的海

军技术”①。10 月 26 日，朱德在装甲兵干部集训

会议上强调: “要建设好装甲兵这一新的兵种，技

术具有决定作用。政治工作要保证技术的提高。
军事任务要靠技术来完成。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

地把技术搞好。”②

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有机结合、技术与战术

的有机结合，是武器装备使用活动取得实效的内

在要求。但是，每一种武器的效能，只有在人的

熟练运用中才能出来。军事技术使用活动领域的

军事性、活动目的的政治性、活动方式的规范性

和活动运作的能动性，要求军事技术使用者必须

经过严格的军事技术训练过程，掌握装备使用、
维修、后勤保障等相关的军事技术知识和技能，

才能实现人 － 机的有效结合，从而实现技术与战

术的有机结合。因此，当军事技术物化的武器装

备配发部队后，为实现武器效能的最大化，人民

军队必须努力学习关于新武器的知识和技术，使

操作使用人员掌握相应的军事技术，熟练掌握手

中的武器技能，并形成灵活的战术动作，以实现

人与武器、军事技术与战略战术的有机结合，从

而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三、干部: 练心和练技术的关键少数

( 一) 练兵必先练将。古人言: “夫将者，国

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③。常言

道: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军之中，兵

随“将”转。显然， “将”这个关键少数在军队

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谓关键之关键。练兵之要

在先练将，只有练出良将，才能训育精兵。这一

思想 被 朱 德 继 承 和 发 扬。1933 年，朱 德 指 出:

“担任土地革命、民族解放、推翻封建制度，建立

全国苏维埃政权伟大任务的红军，更须从实践和

理论中来提高军事技能，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和政

治委员更 要 以 身 作 则 来 提 高 军 事 技 能”④。这 里

“军事技能”包括军事技术和军事战术。1943 年

10 月 16 日，朱德总结带兵经验时又指出: “练兵

没有旁的巧妙，首先是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

别的事情也要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练兵更

要这样。练兵是谁去练? 第一是班长，第二是排

长、第三是连长，任何一个动作都要靠他们以身

作则。”⑤ 这里强调练在兵中，官兵要同甘共苦，

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无论战时平时、战

场操场，为将者只有身先士卒，才能带领部队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朱德经过古今对比指出: “历

史上带兵的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的

很少，红军里的干部个个都是名将，他们都能够

身先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⑥

( 二) 练心军官必率先垂范。朱德历来重视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良好品质在群众中的示范带

头作用。1943 年 10 月，他在 《论军队的管理问

题》一文中指出: “有觉悟要革命的这些干部，可

以表现出很多美德，如大公无私，互相帮助，谦

虚等等。他们就可以去影响别人。相反，如果你

政治上不觉悟，自私自利，甚至还做了坏事，那

就糟了，那也会影响下面的人跟着你学。所以，

好的表现可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好，坏的表现也可

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坏。”⑦ 在谈到怎样正确地影响

人时，他还指出: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我们用

阶级觉悟、政治觉悟的实际表现去影响他们。是

不是一定要给他们上课? 当然，上课不可少，但

不能光靠上课，要在日常生活中、闲谈中，在一

起走路、吃饭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

一行去 影 响。这 样 的 影 响 有 时 比 正 式 上 课 还 要

好。”⑧ 在军事训练上干部示范带头，表现就是要

“与士卒同甘苦”。戎马一生的朱德对军队训练很

有研究，他认为做好这项工作最重要的是干部的

以身 作 则、亲 自 动 手 的 模 范 带 头 作 用，真 正 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朱德选集》，299 页。
《朱德选集》，308 页。
孙金城、邵学清: 《历代著名兵法注译》，8 ～ 9 页，兰

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朱德选集》，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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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选集》，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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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士卒同甘苦”这句话兑现。1951 年 9 月 27 日，

他在第二次全国军队训练会议上讲话中指出: “在

训练中，干 部 要 做 好 样 子。所 有 的 班 长、排 长、
连长，一直到营长、团长，每个人都要熟悉各种

基本动作。这样，自己去教人才有把握。”① 朱德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整个部队变成一个灵活的

机器。
( 三) 练技术亦必先练将。革命战争年代，要

克服人民军队官兵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困难，

朱德认为关键在于干部，指出: 优先抓好军事干

部或技术骨干的培养，对于促进部队军事技术的

普及与提高具有关键性作用，要求在军事技术训

练方面，干部应率先学习、尊重和熟练掌握技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提高红军官兵的军政素质，

红军在井冈山创办了以培训下级军官为主的教导

队。1930 年 3 月 29 日，为了促进红军官兵积极参

加训练和教育学习，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和军事

技术水平，朱德、毛泽东颁布 《关于官兵考绩的

训令》，强调: 红军在游击时期，要完成艰巨任

务，“红军官长的本身训练和训练士兵是很重要的

工作”②，并完善了相关教育管理规定，明确只有

严格官兵考绩， “才能使红军中军事技术进步”，

从而“自然也更容易达到我们的政治任务”③。可

以说，在战争年代，朱德始终注重军事技术训练

中干部的带头作用，要求干部必须在军事技术的

掌握方面率先垂范、先行掌握。他强调: “我们练

兵带兵在各个方面都要以身作则。要战士们打枪

打得好，自己就要首先打得好，要战士们投弹投

得远，自己也要懂得投弹要领，一般的动作自己

都要带头去做。这是第一个练兵的好方法”④。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加快人民军队现代化建

设的步伐，面对新问题、新情况，朱德提出了一

系列“练技术亦必先练将”的思想，推动和提高

了部队官兵对军事技术的学习训练。
一是干部必须学习、尊重和熟练掌握军事技

术。1951 年 4 月 20 日，朱德为《八一杂志》创刊

号写发刊词时指出: “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

的国防军，在我们现时的情况与条件下，是会遇

到某些困难的，但一定能够克服，其关键在于干

部的学习。我们不仅要提高干部的军事政治理论、
文化水平，还要提倡干部学习技术，尊重技术，

掌握 技 术。学 习 中 必 须 放 下 架 子，抱 虚 心 的 态

度。”⑤ 随后，朱德就海军、空军、装甲兵等技术

军兵种的建设问题，作出了系列指示，号召干部

带头学习技术。9 月 11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朱德指出，由于新建海军

的大批骨干来自过去的陆军，“现在海军中有不少

同志对于海军的技术很生疏”，所以，从司令员起

到每个战士必须好好学习，学会现代化的海军技

术，“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的海军军人”。⑥ 10
月 26 日，在装甲兵干部集训会议上的讲话中，朱

德针对技术在建设装甲兵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当时

装甲兵大部分是从步兵、炮兵调来的且对坦克技

术不熟悉的实际情况，要求 “从司令员到每个干

部、战士都应该把技术摸熟……每个干部特别是

团以上干部都要学会技术，不会的一定要学会。
上面不会而要下面会是不行的; 只有一级能教一

级，干部才称职”⑦。
二是干部必须带头把学文化、学科学作为打

开科学技术大门的钥匙和建设现代化军队必备的

条件。为了使干部尽快掌握新技术，学会联合作

战，朱德非常重视对干部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教育。
他强调，干部的学习是克服在国防现代化进程中

必然遇到的种种困难的关键，干部既要学习毛泽

东战略思想，又要 “学习技术，尊重技术，掌握

技术”; 干部学习须抱虚心的态度，和战士一起

学，不要摆架子; “要以党性保证，全心全意地钻

研技术，达到专业化”。⑧1954 年 5 月，朱德在铁

道兵第三次庆功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的社

会是天天进步的，我们也应该天天进步。这就需

要学习，不学习就会落后……技术兵种的指战员

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我们的社会是天天进步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年谱》 ( 下) ，1416 页，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总政治部干部部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

文献 选 编》，第 1 卷 ( 上) ，7 页，北 京，解 放 军 出 版 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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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该天天进步。这就需要学习，不学习就

会落后，就不能跟社会一道前进。”① 朱德针对新

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现实

需求与部队官兵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对海军、
空军、装甲兵等新的军事技术陌生的情况，要求

各类干部均要带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军事技

术，凸显 了 干 部 率 先 熟 练 掌 握 军 事 技 术 的 重 要

意义。
三是干部必须亲自抓统一而严格的训练，加

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51 年 9 月，朱德指

出: “过去我军没有统一而严格的训练。这方面的

工作，主要是由一部分作参谋工作的同志担任，

有些首长只管打仗，不管训练，或只作原则性的

指导。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不应该的，现在则更

不应该，如不改变，就会成为实现现代化、正规

化的严重障碍……由于今后的战争，将使用大量

的军事技术与战斗器材，并有大量的人员参加作

战，如果不能掌握复杂的武器技术和学会指挥诸

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就不能战胜敌人”②。朱德认

为，“所以要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是由于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所进行的战争，从各方面

来说，都和过去不同了”，即人民军队的作战对

象、自身条件和保障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要适应

新要求，就要改变过去首长只管打仗、不管训练

或只作原则性指导的状况，首长一定要学会抓练

兵。朱德强调，“如果不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

练，那么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能达到真正

的现代化”，“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就不能

指挥打好仗，所以每个首长一定要学会抓训练。
干部要能教战士，各级干部要逐级负责教下级，

如师长教团长，团长教营长等。平时以训练为主

要任务”。③ 为促使首长亲自抓训练，在新装备的

师、团级编制上没有设教育参谋编制，教育训练

工作必须由首长亲自动手。

综上，朱德倡导的“勇敢加技术”，既重视人

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又强调技术是人

民军队战术的基础，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生成的基

本途径。为适应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形势需要，

朱德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军事训练思想: 一是充分

肯定了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充分肯定了政治

工作在促进和保障官兵学习技术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二是强调军事技术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基

础性地位，要求所有人员 ( 含政治工作人员) 都

要学会相关技术。三是高度肯定和重视 “将”这

个关键 少 数 在 军 队 建 设 中 的 关 键 作 用。朱 德 的

“勇敢加技术”的练兵思想不仅促进了人民军队政

治工作的持续发展，而且为人民军队技战术训练

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使练兵避免盲目性、被

动性，增强了自觉性、主动性。这些思想无论过

去还是现在、未来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军事

实践永无止境，军事发展永无止境。在实现新形

势下人民军队强军目标的进程中，广大官兵要始

终把政治建军摆在首位，严于修身，加强党性修

养，铸牢军 魂，锻 造 铁 一 般 信 仰、铁 一 般 信 念、
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严禁做“两面人”; 同

时，要带头聚力备战打仗主业，熟练掌握现代军

事技术装备，钻研现代军事战略略战术，有效履

行肩负的职能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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