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22 卷 第 3 期
2019 年 5 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22 No．3
May 2019

doi: 10．13582 / j．cnki．1672－7835．2019．03．001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化强军思想与实践①

朱纯辉
(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人，通过加强军队组织

文化建设、科学文化教育、英雄文化培塑、纪律文化熏陶，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促进部队战斗力不断提升，有效实现

了我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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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报告中指出:“没
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①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建设现代
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指南，积极探索富有人民军
队特色的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
壮大凝聚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今天打造强军
文化、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有益借鉴。

一 坚持用党组织文化武装官兵，确
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不动摇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建设进入由低级向
高级发展的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环境和条件
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
规化的国防军，成为党领导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
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
人，坚持用中国特色军队组织文化引导官兵，大力
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传承人民军队的红色
基因，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确保了人民军队
始终听党话、跟党走。

( 一) 纠正各种削弱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现

象，继承和发扬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原则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军缺乏现代化建设

的经验，毛泽东作出了向苏联军队学习的号召。
但是在向苏联军队学习的过程中，有些同志没有

从我军实际出发，以至于出现机械照搬苏军做法，

削弱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现象。如在拟制条

令时，只提营长、连长为首长，不提教导员和指导

员; 有的单位出现了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计划不

要党委过问，下达命令不要政委署名，军事演习没

有政治工作人员的位置等情况。为此，1953 年 11
月毛泽东在对彭德怀《四年来军事工作总结和今

后建军中的若干问题 ( 初步定稿) 》的批语中强

调:“在有党委制存在的条件下，不适当地过分地

强调个人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党委集体的权

力之上的作法，那就是不对的。”②1954 年 1 月毛

泽东在给朱德《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

议上闭幕词的修改意见》的电报中再次强调: “没

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我

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

服从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

起来。”③1954 年 1 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

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要求把学习苏联的军

事科学与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结合起来，

并明确指出我军的光荣传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

就是党委集体领导、首长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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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①。1954 年 4 月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政治工作条例( 草案) 》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

队统一领导的核心; 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

下的首 长 分 工 负 责 制，为 党 对 军 队 的 领 导 制

度。”②首次把实行党委制提高到我军完成一切政

治任务和军事任务的保障之高度。
( 二) 大力加强军队各级党组织建设，不断提

升党领导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能力

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现代化的

革命军队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需要不断增

强军队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针对新中

国成立初期一些城市和新区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

题，1951 年 2 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通

报中指出，“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

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③整党应

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 一

九五一年) 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

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

训练组织工作人员”④。为此，1951 年 4 月党中央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

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确定对党的组织有

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为

克服军队党组织存在的某些思想上、组织上的不

纯和党的建设工作不够健全等问题，特别是一些

干部党员滋生的思想麻痹、斗志涣散、以功臣自

居、个人享乐、腐化堕落等不良倾向，总政治部于
1951 年 4 月召开了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布置了军

队的整党工作，确定 1951 年完成整党的思想和组

织准备，1952 年全面展开整党。从 1954 年春开

始，全军开始分期分批进行整顿支部的工作。截

至 1954 年底，全军整顿支部 6 909 个，参加整顿

的干部先后达 11 610 人。经过整顿，健全了支部

的集体领导，党的生活活跃起来，支部工作水平有

了较大提高，作用有了新的加强。

( 三) 注重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

使军队成为完成党的政治和军事任务的忠实工具

党的方向就是军队的方向。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归根到底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长期的战争，给人民造成严

重灾害，给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要想医治战争遗留

下来的创伤，首先需要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

领导下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⑤。为此，1949 年

12 月毛泽东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

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要求“人民解放军则必须

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

克服此种困难”⑥，并要求“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

所属，从一九五○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的

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

开支。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

推广”⑦。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

会上作的《为争取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

转而斗争》报告中，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

致团结起来，为取得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

转而努力奋斗。全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

部指示，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纠正部队存在的

“财政问题与军队关系不大”的模糊认识，动员组

织大批人力物力投入到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中

去，先后抢修被国民党严重破坏的工业交通设施;

参加治理江河和重大水利枢纽工程的修复和建

设; 支持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组织数十万

部队戍边屯垦，从事生产; 动员部队厉行节约，反

对铺张浪费等，“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

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

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

经济建设。”⑧

二 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不断提

升广大官兵的军政素养
1944 年 10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

作者会议上的讲演中强调: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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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的 军 队，而 愚 蠢 的 军 队 是 不 能 战 胜 敌 人

的。”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

东一直非常注重提高部队官兵的文化水平。新中

国成立后，着眼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国防

军的需要，毛泽东更加强调文化工作是部队建设

的重要任务，要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
( 一)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断增

强官兵理论素养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也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

基本要求。战争年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

能组织广大干部进行系统的基本理论学习，新中

国成立后，我军具备了系统学习基本理论的条件。
为此，加强全军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无疑成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1951
年 1 月总政治部在《关于一九五一年部队政治教

育的指示》中强调，政治理论教育是提高干部工

作能力、思想政策水平、纠正各种思想偏向和工作

缺点的根本环节，要求全军干部根据理论水平分

别编为初级、中级、高级班，进行有指导、有系统的

政治理论教育。遵照总政治部指示，全军连排干

部及部分营级干部编为初级班，学习政治常识; 团

级干部及部分师级、营级干部编为中级班，学习社

会发展史; 军以上干部及部分师级干部编为高级

班，选学《毛泽东选集》、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
思想方法论，并建立了严格的学习制度②。1956
年 1 月，总政治部根据党中央颁布的关于政治理

论教育的新制度，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对干部

政治理论教育的新制度的指示》，对军队各级干

部政治理论学习作了新规定: 从 1956 年起，少校

以上军官，一般在 5 年内必须学完中共党史、苏共

党史、政治经济学与经济问题、辩证唯物论与历史

唯物论、党的建设 5 门课; 大尉以下军官，一般要

求在 3 年内学完政治常识、理论常识、党的基本常

识等 3 门课程。各部队本着既照顾工作又照顾学

习的原则，通过安排干部轮流进院校学习、组织短

期离职学习、组织开办马克思主义夜校等途径，组

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60 年 5 月

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的

指示》( 下文简称“指示”) ，规定哲学、政治经济

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三门理论课为学校和

部队干部的必修课程，要求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

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教学。同时，《指示》还提出

在基层干部和士兵中广泛展开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宣传，号召广大青年官兵读毛主席的书，并把这一

工作列为青年团的一项重要活动。从此，学习毛

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军逐步开展，这一活动

对部队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增强斗志、改进工作

起到了重要作用。1960 年 12 月毛泽东在《关于

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草案) 》的批语中

强调:“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
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

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

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

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

应当是这样。”③而事实上从 1964 年开始，由于受

林彪提倡所谓“立竿见影”的影响，部队学习毛泽

东著作出现了简单化、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偏向，

逐渐出现偏差。
( 二) 广泛开展科学文化教育，不断提升官兵

的文化素养

1950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在签发的中央军委
《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指出:

“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

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

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

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

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

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

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

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

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④并规定
“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

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

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

续提高”⑤。各部队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按在职教

育与离职教育衔接并进的方法，以在职教育为重

点，通过举办各类文化学校，贯彻速成的、联系实

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学校课程设置，小

学以国文、算术为基础课，兼有少量的自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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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理常识课; 中学着重国文、数学，但应辅之以

自然、物理、化学、历史及地理等课程。团以上单

位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计划协调教育的课

程、时间、经费、设备及调配教员、学生等事宜。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 1952 年底，全军参加文化学习

的人数达 200 万人，其中干部 60 万人，创办速成

中学 55 所、速成小学 220 所，配备文化教员 6 万

多人。经过文化教育，全军官兵文化素质明显提

高，由原来的 80%以上的文盲与半文盲变成了
80%以上达到初小毕业以上文化水平，为军队正

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1953
年 5 月中央军委发出军事训练由“以文化教育为

主”转向“以军事训练为主”的指示后，部队文化

教育由突击式教育转入长期的经常性教育。根据
1958 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亲自审

阅的部队文化教育“十年规划”，1959 年 1 月总政

治部发出《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

育的指示》，要求从 1959 年起，以十年为期，在全

军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使全军大多数干部在

现有基础上，按照本人的业务需要，在专业知识方

面达到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水平。规划分两

步实施: 第一步以三四年时间普及中等教育; 第二

步以六七年时间普及高等教育。规划的提出适应

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适应了我军现代

化建设发展需要，被称为根本上改变我军干部战

士科学文化素质的“十年大计”，可惜的是这一教

育大计并没有被坚持下来。
( 三) 大力开展军事体能技能比武竞赛活动，

不断提高官兵军事素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强调部队练文的

同时，也非常重视部队的练武。一方面，毛泽东要

求部队重视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官兵体质。
如 1952 年 8 月总政治部在向党中央汇报全军体

育运动会的专题报告中提出: “为增强指战员的

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今后我军应当更广泛地普

遍地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将锻炼指战员的体质，

作为我军训练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①毛泽东在
8 月 25 日的批语中强调: “此件很好。请用中央

和军委联署名义起草一个电报，致各大军区、志愿

军、各特种兵、军事科学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批

准这个报告，对所提四项建议责成各地实行。”②

为发展军队的体育运动，军委总部和各部队首先

完善了体育机构，团以上单位配备了专职体育干

部。1953 年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校，全

军试行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1955 年训

练总监部设立了管理全军体育训练和体育工作队

的体育局。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亲自出席

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会开幕式; 陈毅、张爱萍、许
世友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群众性体育运

动，有的还获得了证书和证章。群众性体育活动

的开展，对于增强全军官兵的身体素质、培养顽强

的战斗作风、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

作用。另一方面，毛泽东还十分重视部队军事技

能的提升。如 1953 年 8 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

学院的训词中指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

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

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③遵照党中央

和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

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

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报告中强调，

要提高部队质量“必须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正规化

训练，培养足够数量的具有一定文化、科学、技术

水平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以及能掌握军事业务的

干部，培养一定数量的技术兵员”④。1956 年 2 月

总政治部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发出在全军开展

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的号召，同年 6 月总政

治部发出《关于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问题的

指示》，全军开始了创造优等射手和技术能力的

活动。截至 1957 年 2 月，全军评出了数十万名优

等射手和技术能手。1961 年 1 月总政治部召开

青年工作会议，又提出在全军青年中开展创造优

等射手、特等射手和技术能手( 1962 年改为神枪

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 活动，以党团员为骨干，

开展群众性比学赶帮的练兵活动。创“三手”活

动，把官兵苦练本领、保卫祖国的责任感和争取革

命荣誉紧密结合起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练兵自

觉性、积极性和钻研精神，推动了军事训练质量提

升。1964 年 2 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宣传推广郭

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号召全军广泛开展思想

互助和技术互助活动，把练技术、练战术和练思

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全军迅速掀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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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 第 12 册) 》，解放军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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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郭兴福、赶超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为了进
一步在军事训练中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促进部
队的军事训练，1964 年春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
次全面的比武活动。1964 年 6 月毛泽东、周恩来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比武
表演，对受阅部队和民兵代表的汇报表演给予高
度评价。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 “看了北京军区、
济南军区的尖子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
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很快布置，

要抓紧这个工作。”①

三 坚持用革命英雄主义文化培塑官
兵，努力塑造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2015 年 9 月 2 日，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上指出: “一
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
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
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
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②重视发扬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大力弘扬我军英雄文化，激励官兵人
人当英雄、事事做模范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建军治军的一贯思想。

( 一) 大力宣扬英雄模范事迹，提升担当英雄

的自豪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表彰在人民解放战争中
涌现出的战斗英雄和各方面模范，鼓励全军发扬
新英雄主义精神，继续为解放西藏、台湾，肃清残
匪而战斗，1950 年 9 月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
会议。毛泽东在大会致祝词中指出，英雄模范们
“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
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
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③，号召全党党员
和全国人民向英雄模范们学习，号召战斗英雄们
“继续努力，更加进步，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
斗”④! 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及时向广大指战
员传达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的盛况，并利用
各种方式大力宣传了战斗英雄的突出事迹。在宣
传英雄人物的选择上，不仅有中华民族抵抗侵略
的传统英雄人物，还有解放战争中涌现出的董存
瑞、刘胡兰等英雄儿女; 不仅有抗美援朝战场上官

兵身边的杨根思、黄继光等英雄，还有苏联的卫国
英雄马特罗索夫等。在宣传形式上，主要采取了
召开功臣报告会，使官兵目睹英雄的风采; 传递祖
国人民的支持，号召大家“当最可爱的人，做最可
爱的事”; 召开庆功会，引导官兵尊功爱功、崇尚
功臣; 充分利用功臣事迹专辑、英模卡片、报刊、英
模画册、功臣榜等载体以及墙报、歌曲、快板等艺
术形式来宣传英模事迹。通过对英模事迹广泛、
深入的学习宣传，在部队中形成了一种尊英雄、学
英雄、当英雄的浓厚氛围。

( 二) 注重发挥英雄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增

强争做英雄的荣誉感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发挥
英雄模范的作用。如 1939 年毛泽东在《关于注意
收集各部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中就强调指出:
“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
教育均有重大意义。”⑤1944 年 12 月毛泽东在陕
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的演说中再次强
调，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的优秀分子，充当
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这种制度，

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
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
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
遍地推广这一运动”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充
分发挥英雄模范在增进团结、改进工作、培养干部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950 年 9 月毛泽东在全国战
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上号召全国所有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们“继续在
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决不骄
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
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⑦。抗美援朝战争中，

志愿军部队广泛开展革命英雄主义运动，不少部
队采取“回忆旧荣誉，争取创造新荣誉”的方式，

增强大家的革命荣誉感，激发广大指战员争取立
功的热情。如铁道兵某部英雄杨连弟，在解放战
争中曾获“登高英雄”称号，在抗美援朝战争反轰
炸斗争中英勇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
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
队为“杨连弟连”。志愿军后勤战线通过广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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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向杨连弟学习活动，涌现了数以万记的英雄模
范人物。1958 年 4 月出席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
大会的全体军队青年代表向全军青年发出开展五
好评比的倡议。同年 5 月总政治部发出《在连队
中开展“五好”的指示》，1960 年 10 月军委扩大会
议根据全军开展五好运动的经验决定在全军青年
中开展以“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
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为主要内容的“五
好”运动。1961 年元旦《解放军报》发表了《贯彻
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为创造四好连队而斗争》的社
论，提出“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
生活管理好”的“四好”连队主要内容和要求，从
此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成为全军
基层建设经常性工作。创造“四好”连队、“五好”
战士，是我军政治工作培养官兵崇尚荣誉、争当典
型，继承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重要途径。

( 三) 广泛开展学雷锋、学“好八连”活动，激

发坚守英雄本色的责任感

和平时期，人民军队能否保持老红军本色，继
续高扬革命英雄主义旗帜，筑牢保卫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钢铁长城，事关党和人民的事业成败，

事关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为此，早在 1951 年 8
月，毛泽东就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题词: “发扬革
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①沈阳军区工程兵某运
输连战士雷锋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处
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处处从革命的需要出
发，爱憎分明不忘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62
年 8 月因公殉职，年仅 22 岁。1963 年 3 月 5 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毛泽东“向雷锋
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
相继题词。全军各部队通过广播宣传、举行事迹
报告会、座谈会、出黑板报等形式，宣传和学习雷
锋的先进事迹，人人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

争当雷锋式的好战士。时至今日，雷锋事迹家喻
户晓，雷锋精神令人敬仰。原上海警备团三营八
连，解放后驻扎在热闹繁华的南京路上，14 年来
八连官兵牢记毛主席教导，保持和发扬了我军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身居
闹市，一尘不染，出色地完成了执勤、训练、生产等
各项任务。1963 年 3 月 30 日，《解放军报》发表
了《艰苦作风 代代相传》的通讯，向全军介绍了八
连的事迹。1963 年 4 月 25 日国防部授予八连

“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号召全军部队向八

连学习。1963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为八连题写了

杂言词“八连颂”。全军通过学雷锋、学“好八连”
活动，促进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深入开展，普遍

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对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

设，永葆人民军队政治本色，争取人民军队更大光

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

四 坚持用严格的纪律文化熏陶官
兵，不断提升人民军队正规化水平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严明的纪律是

我们党和军队始终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历经坎

坷却能发展壮大，遭遇各种困难却能不断取得胜

利的内在基因。正如习近平指出的: “一支现代

化的军队应该是高度重视法治纪律的军队。”②新

中国成立后，在推进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关注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

问题。
( 一) 坚决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筑牢部

队铁的纪律观念

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 年 6 月毛泽东就告诫

全军必须维持良好的纪律，要求从 1950 年冬季开

始，在全军开展一次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克服一

切不良现象，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志愿军入朝

作战后，毛泽东在 1951 年 1 月就指示志愿军要
“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

的一针一线”③。针对 1952 年 5、6 月份以来，因

军事教育和军事纪律普遍放松，部队出现的生活

散漫、技术降低、体力减弱和严重的损坏武器、装
具、马匹等现象，1952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

发布的《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

的指示》中要求: “所有部队，应在各大军区的统

一规定下，在十月三十日以前，以师为单位……进

行一次整顿纪律的工作，以严格执行命令指示，严

格军风纪，严格遵守制度，和严格保管和爱护武

器、装具、马匹等为内容的教育，对于严重违反纪

律和损坏武器、装备的行为，应予认真的追究责

任，和给予应得的处罚。”④针对“文化大革命”期

间军队不讲团结、不讲纪律的情况，为防止军队领

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1971 年 8 月间，

毛泽东在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中提出: “军队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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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卷 朱纯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化强军思想与实践

一，军队要整顿”，“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教育 战 士，教 育 干 部，教 育 群 众，教 育 党 和 人
民。”①1973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再次强调“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②，并提议大家
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同时，要求八大军区
司令员对调，10 天内到职。

( 二) 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制度，不断强化官兵

的法纪意识

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依纪依法从严治
军一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军治
军的基本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部队在
参加土地改革和建立革命政权过程中违反党的政
策和国家法律擅作主张、随意行事，各部队根据本
地区情况，对参加土改工作的人员在执行政策、开
展工作、遵守纪律方面作了具体规定。1952 年 2
月毛泽东在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中强调: “全军
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
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③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军
正规化建设，1953 年 5 月试行两年的新中国第一
代《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经毛泽
东亲自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正式颁布全军施行，至
此我军正规化建设有了基本的法规依据。“文化
大革命”期间，由于部队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拥政
爱民”传统受到冲击，军政军民关系很不和谐，突
出表现为部队不尊重地方政府，不遵守群众纪律，

占用了地方大量的耕地和房产。为此，1971 年 8
月毛泽东在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中再次提到: “八
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
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④
1972 年 7 月总政治部转发了沈阳军区《关于军区
部队执行政策纪律情况和今后改革措施的报告》
( 下文简称《报告》) 。《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 10 项整改措施。同年 7 月 27 日党中央、中
央军委转发了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三
个党委关于整顿群众纪律的报告，并在批语中引
用了毛泽东 1956 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
话:“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
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
去拿。我看了这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

战士们自觉地认为: 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

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
在这个自觉性上边。”⑤此后，中央军委又批转了
总后勤部《关于全军清退房屋工作情况的简报》，

随后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关于当前部队清退
地方房屋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意见》中对清退工
作又提出了具体要求。截至 1974 年 10 月底，全
军先后退还地方房屋 1 200 万平方米，受到了地
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好评，军政军民关系有了
进一步改善。

( 三) 适时开展思想作风纪律整顿，突出抓好

领导干部的法纪监督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上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
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
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一
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
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⑥。新中国成立
初期，我军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相对的和平环
境，由长期的比较单纯的农村环境进入复杂的城
市环境，部队担负的任务由以作战为主转为以教
育训练为主，在这个大转变过程中，一些部队产生
了和平麻痹思想和战斗意志涣散等问题，一些干
部出现了骄傲自满、贪图安逸、享乐腐化等现象。
为此，1950 年 10 月总政治部根据党中央《关于在
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出了军队《关
于整风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军在冬季展开普遍
深入的整风运动。运动以团以上干部和机关为重
点，以整顿与提高战斗意志、保持与发扬我军优良
的传统作风为中心内容，必须克服片面的领导作
风，反对官僚主义、军阀主义、违反政策纪律、骄傲
居功、和平享乐等倾向。⑦ 针对部队进入城市后，

一些干部党员受到剥削阶级思想作风侵袭，滋生
了思想麻痹、斗志涣散、以功臣自居、个人享乐、腐
化堕落等不良倾向，为了进一步巩固军队党组织，

保持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质量，1951 年 4 月全
军组织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
组织的决议》要求，决定在全军党内进行一次整
顿，重点解决党支部对部队不良风气软弱无力、党
群关系 存 在 隔 阂、党 员 模 范 作 用 微 弱 等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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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选调舞伴事件”发生后，总政治部工作组
深入部队内部，调查居功自傲、追求享乐腐化等问
题。半年内，查处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兵团级干
部 3 人，军级干部 12 人，师级干部 205 人。1954
年 8 月 8 日，毛泽东将调查报告以中央军委和总
政治部的名义印发全军，即《中央军委及总政治
部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指
示》，又称“八八指示”。“八八指示”要求军队党
的组织加强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检查监督，对一些
生活放荡、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检查揭
发、开展严肃批评，并按照错误程度作出不同处
理。通过教育和检查，挽救了一批已经陷入和即
将陷入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泥坑的干部，增强了党
的团结和威信。1955 年 3 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
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
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①截至 1955

年 10 月，全军发现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师以上干
部达百人之多，97 人受到党纪处分，其中 37 人受
到行政或刑事处分。1960 年 5 月总政治部提出
在全军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培养优良作风
运动。全军遵照总政治部指示，迅速开展了作风
教育和作风整顿。整顿的重点是团以上领导机
关、各级领导干部、分散的和问题较多的单位，主
要整顿官僚主义作风、贪污浪费、革命意志衰退、
贪图享受、违法乱纪等方面的问题。1961 年 1 月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执行毛主席指
示，立即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
领导机关进行调查研究和下连检查帮助工作的几
项规定》。这些规定措施对于改进机关作风、克
服部队“五多”现象、增强领导工作效果发挥了重
要作用。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Its Practice on Building
a Strong Arm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ZHU Chun-hui
( School of Politics，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Mao Zedong along with other leaders of the Party and the
army，in order to build a modernized and standardized revolutionary army，has strengthened the absolute leader-
ship of the Party over the military，constantly boosted combat abilities and transferred military capability effec-
tively from lower to higher level by way of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offering scien-
tific and cultural education，and creating an atmosphere in which people worship heroes and obey disciplines．

Key words: Mao Zedong military thought; cultivation of military cultur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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