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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

“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培养和训练军事

政治干部的最高学府。展陈在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大教育方针和

校训制字，是毛泽东在 1937 年 3 月和 4

月题写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为抗大的

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蕴含着毛泽

东对抗大的殷殷关切。

早 在 1931 年 秋 ，毛 泽 东 根 据 国 共

合 作 时 期 创 办 黄 埔 军 校 和“ 治 军 必 治

校 ”的 经 验 提 出 ，创 办 一 所“ 红 埔 ”，为

红军培养更多的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

人 才 ，以 适 应 战 争 发 展 及 部 队 建 设 需

要。11 月 2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在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

委 员 会 同 时 ，决 定 以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军

官学校第一分校和红 1、红 3 军团随营

学 校 为 基 础 ，成 立 红 军 中 央 军 事 政 治

学 校 。 1932 年 春 ，学 校 改 名 为 中 国 工

农红军学校。

1935 年 ，红 一 方 面 军 主 力 长 征 到

达 陕 北 后 ，由 陕 甘 支 队 干 部 团 改 编 的

随 营 学 校 与 陕 甘 红 军 学 校 合 并 ，在 延

川 永 坪 镇 成 立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学 校 。

1936 年 2 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名为

“西北抗日红军大学”。5 月 8 日、9 日，

毛泽东出席在陕西延长县交口镇大相

寺 召 开 的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扩 大 会 议 ，

作 了《目 前 形 势 与 今 后 战 略 方 针》报

告 。 报 告 中 ，毛 泽 东 着 重 提 出 办 一 所

红 军 大 学 来 培 养 大 批 干 部 ，以 适 应 形

势发展的需要。5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

治 局 召 开 常 委 会 ，专 门 讨 论 建 立 新 的

抗日红军大学的问题。会议一致通过

了 毛 泽 东 所 作 的 报 告 ，决 定 以 西 北 抗

日 红 军 大 学 为 基 础 ，组 建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红 军 大 学（简 称“ 红 大 ”），同 时 组 成

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教育委员会。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

陕北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兼

学校政治委员。开学典礼时，毛泽东出

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势发展，

广大爱国知识青年走进延安，寻求抗日

救国的真理。这为党教育培养知识青

年提出了新要求。毛泽东及时为红大

作了指示：“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

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

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

主张。这个增加抗日力量的方法是与

其它一切增加抗战力量的方法相关联

的总方法。”

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需要，1937 年

1 月中旬，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

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开始

第 2 期学员招生。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

干部外，又增加了培养教育知识青年的

任务。

21 日 ，毛 泽 东 出 席 抗 大 开 学 典 礼

并 讲 话 ，勉 励 学 员 们 特 别 是 知 识 青 年

努 力 改 造 思 想 ，献 身 于 抗 日 战 争 和 创

造新社会的伟大事业。毛泽东说：“抗

大 像 一 块 磨 刀 石 ，把 那 些 小 资 产 阶 级

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

心 等 磨 个 精 光 ，把 自 己 变 成 一 把 雪 亮

的 利 刃 ，去 打 倒 日 本 ，去 创 造 新 社

会。”

3 月 5 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确定

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

的战略战术。”4 月，他又为抗大题写了

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7 月，

毛 泽 东 为 抗 大 第 2 期 学 员 毕 业 证 书 题

词 ：“ 勇 敢 、坚 定 、沉 着 。 向 斗 争 中 学

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

己的一切！”

此外，毛泽东还在抗大讲授《辩证

法 唯 物 论》。 毛 泽 东 发 表 的《实 践 论》

《矛 盾 论》两 篇 哲 学 著 作 ，就 是 源 自 讲

授《辩 证 法 唯 物 论》所 用 的 讲 稿《辩 证

法 唯 物 论（讲 授 提 纲）》。《实 践 论》与

《矛 盾 论》，都 是 毛 泽 东 最 重 要 的 哲 学

著 作 ，为 形 成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思 想 路

线 和 思 想 方 法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理 论 依

据 。 毛 泽 东 的 讲 授 ，为 抗 大 学 员 成 长

为 我 党 我 军 优 秀 干 部 ，打 下 坚 实 的 思

想理论基础。

抗大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确

定 的 教 育 方 针 ， 相 继 举 办 了 8 期 培 训

班。抗大还在陕北、华北、华中敌后

创 办 了 10 多 所 分 校 。 抗 大 及 各 分

校 ， 先 后 培 养 了 10 多 万 名 军 事 、 政

治 干 部 ， 包 括 一 大 批 知 识 分 子 干 部 ，

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重

要贡献。

毛泽东为抗大所作题词，像指路明

灯一样，鼓舞激励着众多学员，紧密团

结、勤奋学习，奔赴战场，成为坚强的抗

日干部。

殷切题词激励抗大学员
国家博物馆珍藏有一顶毛泽东在

陕西保安时戴过的红军八角帽。1936

年 7 月 ，美 国 记 者 埃 德 加·斯 诺 为

毛泽东拍下戴着这顶军帽的半侧身照

片。今天，这顶红军八角帽虽已褪色，

却依然红星闪耀、光彩照人。

1928 年，斯诺来到正饱受战乱之

苦 的 中 国 ，在 上 海 担 任《密 勒 氏 评 论

报》的助理编辑。1930 年以后，他为采

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在中国，

斯诺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与

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

有所接触。凭借记者的职业敏感，斯

诺觉察到被国民党“妖魔化”的陕甘宁

苏区将是唯一值得采访的地方。1936

年 ，斯 诺 和 美 国 医 生 马 海 德（原 名 乔

治·海德姆），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封

锁，进入陕甘宁苏区。他们抵达中共

中央所在地陕西保安，受到毛泽东等

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的热烈欢迎。

为接受斯诺采访，毛泽东作了周密

部署和安排。周恩来还制订了详细采

访计划，并对斯诺说：在陕北采访，你见

到什么，都可以报道。当时，红军为斯

诺和马海德每人准备了一匹马、一支步

枪、一套崭新的红军军服和一顶红军八

角帽。斯诺在苏区得以遍访毛泽东等

中共中央领导人、红军高级将领，并赴

前线采访了许多红军战士，也广泛接触

到普通民众。

在保安，毛泽东是斯诺的主要采访

对象。由于毛泽东白天忙于紧张繁重

的工作，斯诺的采访几乎都是在晚上进

行。两人经常在毛泽东的窑洞中彻夜

长谈，他们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刚到保安的一天早晨，斯诺如约

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刚进院子，他便

见 身 材 魁 梧 的 毛 泽 东 已 站 在 院 子 中

央，迎着明媚的阳光，笑容灿烂，迎候

他的到来。见此情景，斯诺立即摘下

挂 在 胸 前 的 相 机 ，准 备 为 毛 泽 东 照

相。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斯诺便

将镜头对准了他。在镜头里，斯诺发

现 毛 泽 东 没 戴 帽 子 。 于 是 ，他 请

毛泽东戴上军帽，拍一张戎装照。当

时，毛泽东只有一顶洗得褪了色的军

帽，且帽檐已经耷拉了，显然不合适。

从身边工作人员中找军帽，也没有合

适的。情急之中，斯诺摘下自己戴的

军帽，递给毛泽东。正巧，毛泽东戴上

很合适。斯诺再次举起相机，“咔嚓”

一声，为毛泽东留下精彩的瞬间。照

完相后，毛泽东摘下帽子，端端正正地

戴到了斯诺的头上。斯诺也像一名红

军战士一样，虽然不标准，但也恭敬地

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引得周围的人

笑着鼓掌。

1937 年 5 月 的 一 天 ，毛 泽 东 在 延

安的住所窑洞前，接过斯诺夫人递给

他戴着红军八角帽拍的照片时，他眯

起 眼 睛 ，仔 细 地 端 详 起 来 ，然 后 感 慨

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一向

不 修 边 幅 的 人 照 出 的 照 片 会 有 这 么

好看。”末了，毛泽东又说：“谢谢斯诺

同志。”

此后，斯诺特别钟爱这顶毛泽东曾

戴过的军帽，每次外出采访都要端端正

正地戴上。结束采访离开陕北时，斯诺

也随身带着这顶军帽。

这幅照片和《红星照耀中国》（又名

《西行漫记》）的出版，也让世界认识了

毛泽东，认识了红军。

正如斯诺在其著作《红星照耀中

国》一书序言中所说：“毛泽东、彭德怀

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

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

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

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

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

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

力 量 ，那 种 欲 望 ，那 种 热 情 。 凡 是 这

些 ，断 不 是 一 个 作 家 所 能 创 造 出 来

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

烂的精华。”

1964 年，当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时，

应邀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舞蹈史诗

《东方红》。当他看到舞台背景用的是

自己当年为毛泽东拍摄的头戴红军八

角帽巨幅照片时，惊讶不已。1972 年，

斯诺去世后，其夫人和孩子虽然感到

这顶军帽是斯诺生前的最爱，很难割

舍，但认为它更应该属于中国人民，并

决定把它送回中国。1975 年 10 月，斯

诺夫人来到中国，将这顶精心保存了

近 40 年的红军八角帽亲手交到邓颖超

手上。

毛泽东戴过的这顶红军八角帽，

不仅成就了一张经典照片，见证了一

段友谊佳话，更深深刻印了一段红色

历史。

红军八角帽见证经典瞬间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周年。历经岁月洗礼，那些与毛泽东同志相关的文物，至今熠熠生辉。它们不仅见证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事业
作出的贡献，也见证了厚重辉煌的革命历史、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本期“军史发现”，为读者呈现3件文物背后的历史。

——编 者

展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陈列”中

的《向 全 国 进 军 的 命 令》，是 毛 泽 东 于

1949 年 4 月 21 日起草的，共 4 页。这份

命令吹响了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

军的冲锋号，见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覆灭。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

及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

其他战役，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已基本

消灭。随着军事上的接连失利，政治、

经济方面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统治集团

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间的倾轧愈

演愈烈，蒋介石所处的地位更加孤立和

不稳。整个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

摇之中。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

胜利、国民党政府行将灭亡的形势下，国

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和

平”谈判，企图利用谈判，达到“划江而

治”，以便争取喘息的时间，将残余军队

全部撤至长江以南，重整军力，阻止人民

解放军渡江，并伺机反扑。

对 于 国 民 党 统 治 集 团 的 虚 伪 和

谈 ，中 共 中 央 主 席 毛 泽 东 洞 察 秋 毫 。

但 为 了 减 少 战 争 对 人 民 的 损 害 ，早 日

实 现 和 平 ，毛 泽 东 提 出 愿 意 和 南 京 国

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于 1949 年 1

月 14 日 发 表 关 于 时 局 的 声 明 ，提 出 与

国 民 党 政 府 进 行 和 平 谈 判 的 八 项 条

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

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

则 改 编 一 切 反 动 军 队 ；（五）没 收 官 僚

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

国 条 约 ；（八）召 开 没 有 反 动 分 子 参 加

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

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3 月 23 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

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今北京）。中共中央

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也于 25 日迁入北

平。26 日，中共中央即通知南京国民党

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 4 月 1 日，谈

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

周恩来，以 1 月 14 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

明以及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

础。4 月 1 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

京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从

2 日至 12 日，双方代表进行个别交换意

见与磋商，同时酝酿协定的方案。期间，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张治中等

代表团成员，并进行了十分坦诚的意见

交流。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

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

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

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

民党反动派，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

是欢迎的。”

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

协商，4 月 15 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

吸收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后，最

终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共 8 条 24 款，并宣布 20 日为签字期限。

毛泽东历来主张遇事要做好应付各种可

能的准备。因此，16 日，毛泽东再次致

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

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

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即 4 月 20 日）

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还叮嘱道：

“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

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

养）一举渡江成功。”

4 月 20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立即起草《向全国进

军的命令》，并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

会主席名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

德 联 名 ，于 21 日 向 全 军 发 出 。 命 令 指

出：“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

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

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

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

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

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

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

内问题……我们命令你们：（一）奋勇前

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

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

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

完整……”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23

日解放南京，延续 22 年的国民党统治宣

告覆灭。5 月 27 日解放上海。第四野战

军先遣兵团于 5 月横渡长江，解放武汉

三镇。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东

南、中南、西北、西南进军。

灭亡蒋家王朝的进军命令

图①：斯诺为毛泽东拍

摄 的 照 片（赋 彩）。 图②：

毛 泽 东 戴 过 的 红 军 八 角

帽 。 图 ③ ：毛 泽 东 为 抗 大

第 2 期 学 员 毕 业 证 书 的 题

词 。 图 ④ ：毛 泽 东 起 草 的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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