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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
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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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神州大地陷
入一片白色恐怖。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遭
受成立后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中国
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

死亡和屠刀吓不倒真正的信仰者，
腥风血雨只能让共产党人更加笃定信
念、冲破暗夜、勇毅向前。

面对严酷斗争和血的教训，我们党
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
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
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
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南昌惊雷、秋收暴动、井冈斗争……
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革命战
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崭
新道路，中国革命洞开了新纪元。

（一）

1927 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
是一道血泪的坎，一座险峻的梁。

中国国民党，这个由领导过辛亥革
命的中国同盟会改组的政党，随着他的
创建者孙中山先生的病逝，逐渐偏离了
革命的航向，开始露出反革命的獠牙。

史载：1927 年初，中共党员近 6万；
至年底，仅存 1万余人。浊浪排空的反
革命气焰将中国共产党逼到了悬崖边
上，如火如荼的大革命陡降至冰点。

道路决定命运。大革命失败，从
客观方面看，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强大；
从主观方面看，我们党当时还处于幼
年时期，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政治经
验；同时，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
选择一直摇摆不定有必然关联。我党
曾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建设，培养了一
批军事人才，东征、北伐的部队，从叶
挺独立团到贺龙的队伍都积极向我党
靠拢，但共产国际一味强调帮助国民
党就是帮助中国革命，使我党一再失
去领导军队的良机。

共产国际一方面提出农民关心的土
地问题，却只允许在农村搞有限的革命，
一方面让两湖农民支持北伐行动，但对
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认为“过火”了，要
压制，甚至连农民赤卫队的大刀梭镖都
要收回并贴上封条。刀枪入库，马放南
山，自捆手脚，革命焉能不败？

对于刚刚学步行走的中国共产党来
说，面对数倍于己的反革命力量的疯狂
进攻，没有惊惧，更没有退缩，而是揩干
身上的血迹、勇毅斗争！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城头一声惊
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人民军队横空出世。从那时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
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中，
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
在了一起。

1927 年 8 月 7 日，汉口。苏联驻国
民政府农民顾问拉祖莫夫住的小楼上，
一场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秘密举行。

只有短短一天，八七会议确定了土
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
针。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强
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拐点。它

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
共产党指明了道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
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
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
议后，我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
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这些起
义后来虽大多数失败了，却表明革命的
火种是反革命军事镇压扑灭不了的。一
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
坚持打游击，为之后红军和根据地的壮
大奠定了基础。

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奉命回湖南领导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进攻长沙
受挫，为鼓舞士气，毛泽东在文家市里
仁学校向全体指战员说：“胜败乃兵家
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
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
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
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
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
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
介石那口大水缸！”

革命该去向哪里？故土难离，有人
主张留在湖南。毛泽东却看得更远，他
对湖南、江西的军阀做了研究，提出敌人
得找弱的打。道理说通了，大家跟着毛
委员从文家市转兵南下，向罗霄山脉中
段挺进。

怎样为这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武装
植入信仰火种？毛泽东边走边思考，在
小小的三湾村他停下来，对部队重新整
编整训，提出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设立党
代表，让党员发挥表率作用，在革命队伍
中实行官兵平等民主制度，革除旧军阀
打骂士兵的恶习等。三湾改编、“支部建
在连上”为人民军队第一次在制度上植
入了“听党指挥”的军魂。

巍巍罗霄山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师的军旗，在猎猎寒风中高高飘
扬。湘南暴动后的朱德带领部队后也转
战走上了井冈山。两支英雄的部队会师
了，两手相握，双臂相拥。井冈山会师是
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高高的罗霄山，巍
巍的井冈山，成了革命的灯塔，它以烛照
暗夜的灯光，引领着远航的人无惧艰难
险阻驶向它。

（二）

经天纬地的事业，注定要在斗争中
前进，在曲折中发展。

井冈会师后，红军面临的第一道难
题是如何生存。面对反动派一次次的围
剿，强打硬拼将使革命本钱不保！

如何破敌？红军将士在残酷的斗
争中利用湘赣两省统治者之间的空隙
和矛盾，在边界地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
术。硝烟战火洗礼着革命勇士的胆略
和气魄。仗越打越活，经验越打越精，
敌人一次次掉进红军布下的迷魂阵。

1929 年 4月，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
委给中央的信中讲到，三年来从斗争
中总结的战术，与中外古今都不同。
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分兵
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
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
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
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

子政策。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
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
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游击战“十六字诀”是对红军作战经
验的一次高度凝练，蕴含着丰富的军事
辩证法。口诀简洁易记，形象生动，极大
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斗志。

除了破敌问题，井冈山上从几百人
到上万人会聚，红军队伍中存在的单纯
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
五花八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无时不

在侵蚀着红军的肌体。
党支部是党的基础，就像造房子，基

础不牢，房子就会倒掉。毛泽东积极着
手在各地恢复建立党的组织，依靠党把
各方力量凝聚起来。

土地是农民最关切的事情，红军以
法令方式颁发《土地法》，打土豪分田
地。农民真切看到红军是为穷苦人服
务的子弟兵，参军参战的热情一浪高过
一浪。

红军该建成什么样子？在红四军党
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分歧出现了。有
的主张提高军官权威，而毛泽东则主张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置于党的绝
对领导之下。毛泽东还尖锐地提出坚决
废止肉刑。他说，特务支队第三大队由
于存在打人，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
长，两个斗争很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叫萧
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自己不是反
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

红四军七大并没有解决党内分歧，
影响到红军的行动。其后出击东江失
败，部队一度思想混乱、士气低迷，再次
面临严峻考验。

到上海汇报工作的新前委书记陈
毅，与周恩来、李立三对红军的工作讨论
后达成了共识。陈毅代表中央起草九月
来信的过程中，认识有了新的提高。

1929 年 12 月，闽西小镇古田，红四
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群山
环抱的古田，在历史的磅礴万山中奇峰
突起，见证了人民军队重要关头的浴火
重生。

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规
定红军的性质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
务的武装集团，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
系，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这一决
议成为我军建军史上一盏不灭的明灯。

如果说，平地惊雷的南昌起义打响
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塑造了人民军队的“形”，三湾改编“支部
建在连上”熔铸了人民军队的“魂”，而古
田会议则真正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原则和制度确立下来，擦亮了人民军队
的军魂。

人民军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建军治
军理念，打开了一往无前的胜利之门。
正如习主席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
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
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
根本优势”。

从那时起，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
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
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
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
铁雄师。

（三）

土地革命时期的伟大实践，对中国
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

毛泽东引兵井冈三年后，全国大大
小小的根据地已有十几块，星星之火渐
成燎原之势。

路线考验着党，也考验着人民军
队。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
律，他的深刻洞察力在当时井冈山的战

友中也是最高、最早的。正如陈毅所说，
毛泽东提出的观点，有不可推倒的力量，
别人想推倒，是怎么也推不倒的。在八
七会议上毛泽东语惊四座提出“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茫茫大山中，他敢指出一
条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在有些人看
来，更是十分严重的路线问题了。对于
党内外一些人的质疑，毛泽东反驳了“红
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稳定了军心，
凝聚了力量，指出红旗应插到哪里等关
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艰苦生活可以一天一天地坚持，
硬仗可以一次一次地啃下去，最难的
则是对前途长期保持希望和信心。置
身茫茫深山，对于肩负着革命使命的
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里不是世外桃
源，大千世界，还有更多的穷苦大众等
待着去解放。

微弱的兵力能支撑起红色政权吗？
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
能够存在？》作了解答。八月失败后，一
度看好的形势再度恶化，毛泽东撰写了
《井冈山的斗争》作了分析，至此，“工农
武装割据”的思想破空而发。

军阀混战不断，一些人错估形势，
以为革命高潮到了，主张饮马长江、会
师武汉。几轮斗争失败后，一些同志
又丧失了继续斗争的意志。毛泽东撰
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句脍炙
人口的句子传颂至今：革命形势的发
展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它是站在
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
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
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
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
的一个婴儿”。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提倡在调查
中研究问题，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
一些人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
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
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
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
要目的”。

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带领中
国共产党人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
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并逐步赢得
胜利。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道路。这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
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
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
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
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
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
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
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
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
明确说明。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革命新道
路的开辟，艰辛曲折、波澜壮阔，它启示
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注重调查
研究，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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