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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向读者提供一本内容全面、观点清晰、史料翔实、可读性强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读本。
     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
他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投身到革命战争洪流之中。
他亲手缔造了无产阶级人民军队，并在战争实践中，潜心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一整套克
敌制胜的战略战术，指挥我军战胜了一切国内外强敌。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泽东兵法是不可战胜的法宝。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体系。
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一个科学的体系。
它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和保卫国防斗争的丰富实践过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人民军队建设以
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军事科学的各个领域。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可曾有人经历过如此漫长的战争活动？
可曾有人遇到过如此残酷的战争环境？
可曾有人取得过如此巨大的战争胜利？
可曾有人亲手写下过如此浩瀚的战争巨著？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财富。
江泽民主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继续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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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见，广州军区某集团军副军长、少将，军事科学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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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参加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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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毛泽东给人类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
其中，他的军事思想渊如大海，博大精深。
战争年代，它是我军屡战屡胜、夺得革命胜利的保证；和平时期，它是指导我军建设的指南；未来高
技术条件的作战，它仍将是我们以劣胜优，最终获取胜利的法宝。
    毛泽东撰写的各种文电所包含的丰富军事内涵，以及他在作战指挥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指挥艺术，
奠定了他兵法大师的地位。
集最高军事统帅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毛泽东，不仅长期置身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烽火之中，而且在戎
马倥偬之际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战争文稿与文电，把他的用兵之术、征战之妙形诸笔端。
    中国革命战争波澜壮阔，不仅有国内长期的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之战，而且有与日本侵略者
的8年鏖战。
毛泽东不仅在军事实践上前无古人，创造了无数战争奇迹，而且在军事理论上的造诣也是少见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部丰富的宝藏，以其鲜明的科学性、通俗性、应用性闻名遐迩，领导人民军队取
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烽火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
它萌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毛泽东产生了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
武装”的主张，形成了武装保卫革命——农民自卫军“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正确认识。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毛泽东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武装革命实践理论，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提出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作战指导原则，总结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
点和规律的红军作战经验与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期全面成熟。
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思想，系统阐明抗日持久战理论和军事战略方
针，确定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完善人民军队建军理论。
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极大丰富。
提出了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创造了独特的战略理论，形成了系统的战略
决战思想，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战略追击阶段的作战指导原则，进一步发展了人民军队建军思想。
在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过程中继续充实和发展。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美援朝中充实了新内容，在国防建设中有了新发展。
    毛泽东兵法的形成与发展，表明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表明了诞生
在中国革命战争土壤中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
它在指引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等军事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经验，基于对中国历
史、文化和国情的深入透彻的理解，最终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
结合，为中国革命确定了不同于任何国家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武装革命道路和战略战术。
    1929年1月红四军开始转战赣南闽西时，党内的一些错误思想再度抬头，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否定党对
军队的领导。
一些人对党委、支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感到受约束，主张由长官说了算。
更有人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甚至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
这些问题的存在，引发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围绕党对军队领导等问题的争论。
毛泽东毫不动摇地维护党对红四军的领导。
    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并从政治上、
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
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中，第一次出现了“保障党在红
军中的绝对领导”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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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湾改编”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在红军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明确党的领导地位。
但是在坚持还是否定党的领导上，始终存在斗争，有时斗争还是很激烈的。
一些人对军队与党的关系存在模糊认识，片面强调军队与军事工作的特殊性，忽视或轻视党对军队的
领导；另有一些人出于个人政治野心，企图独揽军权，把军队当成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把党领导军
队的制度看成其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
    在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拥兵自重，反对北上，向党闹独立，分裂党和红军，给党和人民军
队造成了严重损失。
1935年6月17日晚，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奋战、辗转颠沛之后，终于在四川懋功
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为发展革命战争，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占领川、陕、甘三省，
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应是我红一、四方面军今后的总方针。
但此时的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他看到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只有二万多余人，人劳马困，而红四
方面军现有八万余人，则想以兵压党，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
他先是不同意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总方针，坚持向川康边发展的错误方针，进而不断向党中央提出
要“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要求自任军委主席之职，并有“独断决行”的权力。
在毛泽东领导下，党中央粉碎了张国焘的野心图谋。
1935年8月9日，中央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中国工农红
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    毛泽东认为，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
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重要条件。
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军队是实现党的纲领、保卫人民利益的工具。
党指挥枪的原则，是人民军队实现自己的宗旨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最高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
本宗旨。
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保卫者，是人民的子弟兵。
只有坚持了党指挥枪，才能保持我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
    毛泽东在战争中认识到：在敌人进攻时，“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军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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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来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
准备反攻。
”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原则的具体化。
只有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才能有机会消灭敌人。
在此，“保存”是前提，“待机”是过程，“破敌”是最终目标。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若与之正面对抗，死打硬拼，必将被敌人消耗殆尽，最终无力歼灭敌人，反而
有被敌人吞掉的危险。
因此，必须先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与敌周旋，牵制、疲劳敌人，挫其锋芒，相机寻找敌之薄弱环节
，进而再集中我之兵力，在局部上形成对敌优势，最终各个击破。
    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
11月5日开始进攻，7日各路敌军分别进至清江、黄土街、罗坊、新余、分宜等地。
由于红军已先期转移，敌人扑了个空。
敌总指挥鲁涤平发觉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后，生恐红军夺占樟树镇、临川，急忙调整部署，令第三纵队
继续在赣江西岸进攻，第一、第二纵队集中到赣江东，寻求红军主力作战。
敌人大规模进攻开始后，红军即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消耗、疲惫、迷惑敌人，主力于11月
中旬分别从赣江以东的崇仁、南城、南丰、吉水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的路口、油田地区，逐次向苏区
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以保存军力，待机破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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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至20日，各路敌军分别进至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结果又扑了一次空
。
12月1日，红军以第20军分散在富田、东固、龙冈地区活动，并协助当地群众在东固附近各山头构筑工
事，以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苏区中部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
    12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召集其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会议，亲自组织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蒋介石认为，赣南地区为红军主力所在地，“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
12月16日，各路敌军开始向苏区中部进攻。
19日，新编第5师进占东固。
20日，第18师进到东固，第50师进到招携，第60师进到万安县赣江西岸地区，第61师进到泰和。
21日，第24师进到草台岗，第8师进到新丰市、三坑。
敌人在进攻过程中，不断遭到红军小股部队和人民武装的袭扰、击。
为不失时机转入反攻，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2月21日集中到黄陂、麻田地区隐蔽待机；同时，派出第12
军之35师独立活动于兴国东北约溪地区，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并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西面。
敌人经过几天的整补性休息以后，又继续向苏区中心推进。
红一方面军经过“龙冈战斗”、“东韶战斗”等几次大小战斗后，歼灭敌军近四个旅，活捉了前线总
指挥兼18师师长张辉攒，红军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荀子在《劝学》篇中说道：“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圣心备焉。
”毛泽东深知这个道理。
在作战指导上，他善于积小胜为大胜，在同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生死较量中，一个一个地拔掉了
铁钉一样的日军，一口一口地将“八百万”蒋军吃了个精光。
    “积小胜为大胜”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一贯坚持的战争指导上的辩证
思想。
毛泽东讲道：“‘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来看，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
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    毛泽东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有一段形象的比喻：“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
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
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
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
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
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他指出，“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
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
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
中国的政治目的。
”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兵法十三篇>>

编辑推荐

《毛泽东兵法十三篇》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兵法十三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