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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运

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及战

略思维的认识方法，通过对中国革命战

争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深入研究中国

革命战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重

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

义真理光辉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树立了

运用战略思维研究问题、推动工作的光

辉典范。

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给战略

问题下了一个定义：“战略问题是研究战

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提出了“战争规

律是发展的”这个著名论断，强调要关注

全局和战略问题。

开篇伊始，毛泽东首先阐述“如何研

究战争”；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

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

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

规律”；强调“战争规律是发展的”“一切战

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

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

没有的”“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

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

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

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毛泽东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

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

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

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

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

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

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

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

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毛泽东强调：“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

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

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

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

动作上”“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

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

面。”毛泽东指出，“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

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

律”，也是必要的。“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

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

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毛泽东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

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他根

据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一连列举了中国

革命战争中必须高度关注和解决的 39

个战略问题，这些问题涵盖战争部署、指

挥、保障和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毛泽

东强调，要用心想一想这些问题的区别

和联系，把它们“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

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

问题的任务”。

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面深

入考察中国革命实际，作出了中国革命

战争的特点“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十年血战

史的经验表明，“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

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

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他

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

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

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

经过了 1924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这个

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

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

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毛泽东

指出，红军的敌人国民党，拥有相对稳定

的全国性政权和强大的军队。中国红军

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面前，这个特点，

“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

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这个特

点与敌人的强大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毛泽东强调，“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

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

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虽然

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

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

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

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

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

攻以很大的困难。”“红军虽小却有强大

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

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

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

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在具体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

要特点之后，毛泽东指出：“第一个特点

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

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

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

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

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

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由此得出结论：“‘围剿’和‘反围剿’

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他列举了“正

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

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

跑主义”等 14 项反“围剿”斗争必须坚持

的指导路线及战略战术原则。

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第五

章专门对“战略防御”作深入详尽的阐

述，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国革命战争有重

大指导意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首先强调战略防御的极端重

要性。他指出，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

的“围剿”，面对敌强我弱的现实，“首先

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

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

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战略退却”一节中，毛泽东指出，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

攻面前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

骤，目的是造成战略反攻的有利条件，为

转入反攻作准备。他说，“左”倾军事冒

险主义者反对战略退却，主张“不丧失寸

土”“不打烂坛坛罐罐”“御敌于国门之

外”，这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

急性病的表现。他们的错误导致了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愿意丧失一

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的土地”。

关于“战略反攻”，毛泽东指出：“反

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

活 跃 的 阶 段 ，也 就 是 防 御 战 的 最 后 阶

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

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在“反攻开始问题”一节中，他提出

了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

个原则：“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

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强调：“战

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

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

到下一个阶段。”“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

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

也是不利的。”

在“集中兵力问题”一节中，毛泽东

指出：“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

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

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

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

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

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

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

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

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

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

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

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

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

上的强者的地位。”他强调，“‘以一当十，

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

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我们的战略是

‘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

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一节中，毛泽东指出：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

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

‘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

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在“速决战”一节中，毛泽东指出：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

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

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

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反动势力的

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

定了战争的持久性。”

在“歼灭战”一节中，毛泽东指出：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

不适时宜的。”“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

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

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

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

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四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

实施战略行动，必须认清敌我双方情况，

找出指导战争的规律，解决主观和客观

的矛盾；强调“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毛泽东指出，经验多的军人实施一

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

动，“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摸熟了敌我

双方的情况，“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

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

这是他“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

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

毛泽东强调，要学习和掌握战争的

指导规律。他说：“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

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

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

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

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

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

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

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

们就不能指导战争。”他指出：“读书是学

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

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

要方法。”他强调：“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

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

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

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

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

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

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

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

游泳术。”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

传》（1893—1949）评价：“《中国革命战争

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

的重要标志。”这部著作的战略思想，对指

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发挥了极其重

大的作用。今天重读这部著作，对我们增

强战略思维，做好强军强国的各项工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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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纪实文学作品《破茧：从石库门到天

安门》（人民日报出版社），以中国共产党

先驱们的建党活动为主要表现内容，用

40个精彩历史故事回顾了百余年前风起

云涌的建党历史。全书以北大红楼为起

点，讲述了1920年 6月至1922年 7月间，

接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

会、党的一大和党的二大“两年三会”的

红色故事，展现了我党从团体到政党、从

雏形到完备、从局部到全国的建党伟业。

《破茧》

讲述建党伟业
■阿依丁

所谓“诗言志”“功夫在诗外”，说的

都是一种基本的创作规律，即不能为文

造情，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只有真

正情动于中，才可能手舞之，足蹈之，言

为心声，发为浩歌。此种现象在毛泽东

诗词创作生涯中表现得极为充分——无

真情实感绝不勉强，甚至一年两年都无

一首诗；但凡有世事人生的大悲喜、大转

折、大跌宕、大冲击，必定狂飙从天落，笔

底起风雷。1959 年 6 月，他的《七律·到

韶山》，便是在这种情绪之中写就的。

1936 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

者斯诺采访时，一字一顿郑重声明：“我

于 1893 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

自报家门，饮水思源，表明了他对故乡的

深刻认同及深厚感情，韶山的风俗民情

和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化作一草一木、一

山一水，刻入他的脑海，进入他的骨髓。

早在 1916 年，毛泽东就以散文诗一般的

语言描绘了他眼中、心中的故乡：“一路

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

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

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

因思乡心切却又分身乏术，于 1950 年

年初委派爱子毛岸英回家省亲，实际

上是代他去向韶山的家乡父老请安问

好，报喜奏捷。遥想 1927 年，毛泽东背

井离乡，义无反顾走进中国革命的弥

天烽火之中，22 年少通音讯，但故园桑

梓之思、丧妻失亲之痛，常在念中。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韶山人民

和无数先烈的理想实现了，百忙之中，

便 让 岸 英 代 为 看 望 。 这 也 显 示 出 人

民，乃至家乡父老在毛泽东心中的重

要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一年，朝

鲜战事又起。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韶山人民勒紧裤带捐献了一架“毛泽东

故乡号”飞机，同时，一批韶山男儿奔赴

战场。至 1953 年，共有包括毛岸英在

内的 51 名韶山的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

生命。真是旧情未了，又添新愁。时

间一晃 ，又过了近 10 年。1959 年 6 月

25 日，韶山人民的伟大儿子毛泽东终

于回来了。韶山沸腾了，全韶山冲的

乡亲们团团围住毛主席不忍离开，这

一天成了韶山最盛大的节日。夜深人

去之后，毛泽东感慨万千，心潮难平，

一夜吟成此作。

诗的“序言”极为平实：“一九五九

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

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感觉得到，诗人

在此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这是狂飙

突进的前奏、风暴席卷的酝酿，诗人直

抒胸臆，写下了这首《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

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

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据说这

首诗的首句最初是“别梦依稀哭逝川”，

后来采纳身边工作人员梅白的建议，改

“哭”为“咒”，诗人据此笑称梅白为自己

的“半字之师”。从“哭”到“咒”，半字之

别却大有深意藏焉，字义相去甚远，但

都有点平地起风雷的意思，不管“哭”还

是“咒”，都是语出惊人，遣词激烈。

自从 1927 年毛泽东离别韶山 ，弃

文从武，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武装斗

争道路，一去就是 32 年。32 年，“弹指

一挥间”，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巨变，那极易引发孔夫子式的喟叹：“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催生李白式的

感慨：“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

百代之过客。”但又更强烈、更集中、更

具体，不用“哭”或“咒”就不足以表达个

中感情。

但哭什么、咒什么呢？不仅仅是白

驹过隙、逝水常东、别梦依稀，更有这 32

年间的奋斗与付出！一个“开慧之死”就

让毛泽东痛悔“百身莫赎”，还有毛氏一

门的 6 位亲人，还有韶山众多乡亲的奉

献牺牲……“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

霸主鞭。”“别梦依稀”中闪现最多的，恐

怕还是 32 年前的历史风云。诗人在此

明确注释：“‘霸主’指蒋介石。”正是因为

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

群众，才逼迫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才逼迫

毛泽东走出书斋，上山战斗，中国革命和

毛泽东的人生道路由此改变。

有压迫就有反抗，就有斗争；压迫

愈深，反抗愈烈，敢于斗争，必然胜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式的名句喷薄而出，这是 32 年

的历史回顾，也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总

结，更是毛泽东的人生感悟。最后，末

句从历史回到现实，回到眼前：“喜看稻

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夏日傍晚

的热风吹过，稻浪翻卷中，夕阳炊烟里，

挥汗如雨、辛勤劳动了一天的农民兄弟

姐妹们正走在下工归家的路上。迎着

晚霞，他们的脸上、头顶甚至全身都焕发

出一种英雄式的光芒。这是诗人时隔

32 年重回故里，抚今追昔，万千思绪汇

成的一个赞美式结论——这是对韶山人

民的赞美，更是对全中国劳动人民和革

命群众的赞美。同时，这也是毛泽东人

民历史观的诗化表达。

人民史观的诗化表达
——重读毛泽东诗词《七律·到韶山》

■朱向前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我 心 永 向 党 ：家 书 里 的 百 年 信

仰》（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收录了 57

封家书，家书中展现的历史背景和情

感线索，与相关人物的老照片和回信

一道，为读者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信仰故事。

这一封封打着鲜明时代印记的家

书，是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者内心世

界的生动体现。在共产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中，经常有人发问：到底是什么样

的力量支撑着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在探

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百折

不挠？这一问题，我们能从这些家书

中找到答案。这些家书，可以看作是

一部别样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其

中凝结着革命先辈用鲜血铸就的共和

国之魂、时代建设者用汗水铺就的复

兴大道，字里行间彰显着“信仰”二字

的伟大力量。

我们从家书里，看到了革命先辈们

为了民族的解放，毅然奔赴战场、慷慨

赴难的身影。1921 年春，任弼时在赴苏

联留学前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况今社

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

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

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1936

年，赵一曼烈士在抗日武装斗争中被

捕。她在临刑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

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

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母

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

争。”革命先辈虽然处于恶劣的斗争环

境之中，却有着救国家于危难的坚定意

志和革命豪情，这一切都来自他们坚定

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将个人的生死

置之度外，朝着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努力

前行。

优秀共产党员实干苦干的崇高品

质在一封封家书中得以彰显。1953 年

9 月，徐特立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我

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

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

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

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1993 年 9 月，

还在生病住院的孔繁森给刚考上大学

的女儿写信，告诫她要学会勤俭节约，

努力生活，要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尽

早成为一个人格、素质俱佳的对社会有

用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怎

样 的 新 中 国 的 问 题 摆 在 共 产 党 人 面

前。如今，中华民族正大步走在伟大复

兴之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向人民交出了

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共产党员迎难而上，以保护人民群

众为己任的无私奉献精神在家书中得

以鲜明体现。2020 年，新冠疫情肆虐，

武汉抗击疫情的党员医务工作者、甘肃

省首批赴湖北支援医生周馨瑜在给即

将中考的儿子信中说道：“妈妈是千千

万 万 个 逆 行 者 之 一 。‘ 逆 ’的 是 私 情 ，

‘行’的是公益。对妈妈而言，‘行’的更

是一份责任。孩子，男儿当自强，你的

双肩有使命有担当，你会在危机之时，

明白何为抉择，何为果敢。”这些“逆行

者”的家书中，体现着新时代党员不畏

生死、逆行出征、攻坚克难的精神。新

时代新征程，共产党员将信仰之力注入

磅礴恢宏的新时代发展大潮之中，在一

次又一次的时代考验中挺身而出，推动

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大步前行。

《我 心 永 向 党 ：家 书 里 的 百 年 信

仰》里，每一封家书读来都令人动容，

每一封家书的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身

份——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员 。 家 书 虽 短 ，

重如千钧，闪耀着共产主义信仰的耀

眼光辉，更体现着在寻求民族解放和

民族复兴的接续奋斗征途上，共产党

人用坚定的信仰为百年大党书写的辉

煌篇章。

家书，展现信仰的力量
■陈 博 舒跃涛

红旗渠是河南省林县人民苦战 10

个春秋，仅靠一锤一铲两只手，在太行山

东麓的悬崖峭壁上修建的一条“人工天

河”，也由此结束了这里十年九旱、水贵

如油的历史。纪实文学《红旗渠是怎样

修成的》（文心出版社）由 56 个故事组

成，再现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林县人民

的非凡创造力和想象力，形象展现了“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的红旗渠精神。

《红旗渠是怎样修成的》

再现创造伟力
■贾钧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