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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理

(1927.8~1937.T) 

一中央军委

我觉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作部门是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e;苟

憨来同志在广州期剖，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

毛当时，在中央机关，尚没有军委缝织。

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中突各

需要有磷定的纯织，中央及区书记应当不景部务，中央之下应有

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部，经常执有自己的工作。"

仅中国共产党第三改中央扩大执白委员会议决案一一"结绞肉建议

决案》一九二六年丸月〉于是安中共中央军事部才开始锺建，由张

菌素兼任部长，卢颜吕额等 i司在为委员。但是，军事部的蕴织接不

1键全，中共中央在路后的多次会试及文件中，都谈到我觉应如强

军事部门的建设。

一九二六年冬，因共合作的立战战争窜卷了大半个中嚣，党

内越来越多的同志逐步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e 军事工作提至:u ' 
了党的议事在程。年腿，以用患来同志为蓄的一提军事工作人员

从广州到上海，属恩来同志接任中央军委书记步撞行的军事工作

人虽组织起军委在失。一九二七年五月萝军委拉夫迁往武汉，

周患来同志继任军委书记，聂荣臻同志为军委参连长，王一飞离志是

任军委秘书长，运支ßf3软为组织羁长多李强为特工鼓股长。军委壳、

公地点设在汉口支关街〈理名红旗路〉余棋里十二号e 此时，中'

央军委组娱裙其题模。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中央决定自爵患来商志兼任离昂起义筝

前陆委员会书记，领导起义工作。八月十一日，在南昂起义部队



南下广东期间，中共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合发

出指示，决定"派恩来、太雷、彭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

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

委员会，以思来为主任'。因中央军委人员分赴各地，中央军委组

织茹实际上不:浮在了。十一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建立和健全党的中央机构，在!届时中央政治局下的组织局中，设

一军事科〈见《中央通告第十七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中

央的军事工作部门复得重建。

一九二八年夏，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专题讨论了

军事工作并作出决议，决议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在

集中于中菌共产党中央军事部g 各地应设立军事委员会，受地方

党部之一般指导百工作， f.旦于军事技术方噩则受中央军事部指

挥.中央军事部和各地军事委员会均依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所规定

之计划i书而工作;会后，即开始筹建中央军事部的组织.杨殷同

志任军事部长。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为军事闰题竟出了第七十自号通告。

通告说中央根据六次大会决议为集中-tJJ车事I.作，在中央常

委之下设立中央军事部……中央军事部的组织， I在设军事委员会

为讨论及建议机关外，并设参谋、组织、兵士、特务、交通五

科，执行一切工作……军事委员会以军事部长，中央常委一人，

工委农委书记，团中央我表一人，及军事专门家若干人组织之，

专为讨论及建议就夭，每了再开全一次，由军事部长负责召集.

各省省委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铃县县委之下世军事科及士兵摇

动委员会J但是，这一计如在实际工作中并未行逗。为此，中央

于一九二九年四丹七 13 ，友出《为军事工作问题致各省党团省委

信>) ，指出 z 以后各级党部军事棍关之组织，如果没有工作上的

卦要，决不要组织空头机关. I!P管委之军委非军事工作特别发

展，亦决不要如组织法的组织，只要有一、二人失责即可。各县

及各市如工作不多，不必另设军事科只要由地方党部负责人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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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兼理即可e 又鉴于当时各级党部对军事工作部门称呼不统一的

情混有疑岗. /\13 十七日，中央在《为军事指导机关的组织及兵

运经费问题致各省函》中作解释说，军委和军部在职权上没有什

么不同，叫军委或军部，本来都是可以前，不过，过去的习惯是

叫军委，六次大会的决议也是规定叫军委，所以以后仍是叫军委.

程中央在此嚣的一段对闽中但在:军事部，一九三0年三、四月间

才改称军委。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于叛使自鑫〈原军委秘书)的

告密，彭湃和中央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

员颜昌颐，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五同志，在上海沪

西新PJij路经远里内一齐被捕，障碍被杀害，中央军委组织受到藏

坏.不久，叛使自鑫被我党中央特科处决，中央军委组织重新巩

固和如强@

，中央军事部在周罩、来同志兼任部长期间，作了大量的王作，

先后往各地摄遣了大批住秀前军事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开办

了多期军事训练班，每期一二十人，一个月左右，学成之后，提

往苏区:经常召开会议，研究各地红军的情况，适时地作出各种

指示:一九三0年一月十五 A. 创办了军内刊物《军事通讯>>，

专门介绍各地建军经验，特别是并闪出江四军的经验:军事部还

往各地提遣巡视员，及时考察各地红军友展情况。由于当时处于

白色恐怖时期，中央与各地前交道很不便和，联系不太紧密，

中央军委琦军事工作的领导不能说十分奋力.但是，中央军委

及时宣扬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红四军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

为全匮的武装斗争树起了一西旗睐，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革命斗

争.

一九三0年四月三岳，中央就全匿红军指挥问题，发出第一

。三号逼告，决定 g 中央军委将在各地设立办事处代表中央军委

工作，就地领导革命斗争。四月十 13 ，中央给南方办事处及广东

军委信中谈到&最近，"南方设立一中央军委办事处，中央提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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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英为主任，搓导闺粤桂滇各省的军事工作'\此后，中央又在武

、反设立军委办事处，即长江舟、事处.46长江办事处兼湖北省军委，暂

由宜人组成，以三人为常委。常委下设兵委、工纠委员会各一，每

衰退视员二十兰人，巡视各省、各地与各军中的工作..代中央军

委长江鼻事处工作计划》一九三0年六月二十日〉。军委长江办事。

拴曾由项英同志负责，九月二日，刘信承再志到长江局，缝任军

委书记兼参谋长。

一九三0年担夏是立三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李:茫

主同意乘军委书记周患来同志向共产国际汇报之机，制订全国武

装暴动的冒险计划，提出"猛烈扩大红军\"发展百万在军"前

口号，对中央军委的组织系统及工作任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九兰0年八月二吕，中央在第一五四号《中央通知》中说:为

适应目前客现形势，加强军事工作，首先健全军事锺织与组织的

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军委组织应有强立的系绩，军委

在政治上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独立的计盐lj一切军事工作，在组

织上、军事人才以及各级军委组织，各级党部不能随意与随时改

壁，军事工作人员完全归军委管理，各级军委的缰织问题应基于

吕前客观形势与任务来改组。关于中:央军委的改组方案是 A 、

中央军委直接在政治局指导下，经常讨论与计划一切军事工作e

B 、军委中之常委，在军委总的决议之下，讨论计划与执行。~在
常委之下应设立以下各部与各委1.秘书娃、 2. 总政治部、 3; 参

海部、 4.武装工作器、 5.军务部、 6. 经理卫生部、 7.士兵运动委

员会、 8. 外兵工作部一一各国士兵运动委员会也同年八月间，周

患来、瞿秋白商志从苏联回国。九月中下旬，党中央召开了六题

主中全会，纠正主三路线。因此，这些计却也未予实践。这时，

中央军委书记妇是周恩来同志，委员有刘他承、聂荣臻、搏钟、

曾钟圣等同志。

党的六届三中金会以后，中央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搬进苏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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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Jj十五日，主;亘 rp央局在EZj 金成立，革命军事

委员会在名义上路同中央局一同成立，以中央局书记项英国志兼

军委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六月窍，又以毛择东为主

窟，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军委通令》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日)。

十月阂，苏区中央局接到中共中央第一号电，中央决定"革命军

事委员会设主席嚣，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

席\十一月七 13 ，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十一月

二十五日，根据第一次全苏大会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以

朱德、彭德怀弩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

来、张望焘、邵式平、贺龙、毛择东、徐向前、关内应、王盛荣

十五人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该会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为该会副主席.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民在取消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锺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

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在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暂行设立如下各机关.总政治部一一一主任

王穗样，总参谋部一一部长叶剑英多总经理部一一部长范树露，

军~处一一-娃长贺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一-一校长肖劲光。十二

月中旬，周恩来同志由上海抵苏区，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副主

席。从此，军委在形式上或为政权系统的一个就构，它的全称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但它仍

然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亨，党内的军委组缤自此即由该委员会代

替?

一九三三年五J1十二 13 ，中革军委第一号通令宣布二中央政

府已加委博古、项英两离志为中革军委委员，当中革军委主市朱

德同志在前方时，其主席职务也项英同志代理。

一九三四年二月 -13 揭幕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

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墨来、王稼祥为副主

J 菇。王稼祥同志并兼任总政?台部主任(因病由醺作霖代理)，划fá

承为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军委总萄员武装部，部长滕代远;中

-5-



央少队墨、队部，总队长张爱萍，理恩来同志兼党代表。由于王明

路线的影响，中革军委的实际权力受削弱，军事指挥权受共产国

际代表李德所左右，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不

得不进行二万五千理长fEa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在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择东

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黯后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由毛

泽东、商恩来、王稼祥同志组成，解决军事问题。此时，中革军

委主席仍然是朱德同志，副主席仍然是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在

建义会议以后朱德同志签署的数以百计的电摄都是以军委主席的

名义签发的。缸是，军委受中央军事指挥小组的领导.在遵义会

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

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建急的情况于保存下来e 同时，根据遵义会

议以后的中央的决定，在湘鄂西布中央苏区分割成立了军委分

会。黯鄂西军委分会，延贺龙、任粥时、关向应、夏曦、肖克、

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中央苏区军委分会，以项英、陈毅、

贺旦等人捏成，以项英为主席。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吕，张菌焘在西康马东震县的卓木费非法

成立伪中央、伪军委，自封"中央主霹"和"军委主席

裂统一的中央和中央军委。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 13 ，中央政治

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商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议>>，责令张茵

焘立即取消伪中央，放弃反党立场。由于中央及红军广大指战员

的坚决斗争，由于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惨遭失败，张国焘才子九月

十日，以中共中央已接受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策略为措口，表示肆

意与中央诗论实现党内统一的问题，并被迫取消了f为中央及军委

等组织，张国焘破坏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组织的~月谋没有得逞。

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吕宣

布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

令，兹委任毛泽东、彭德怀、周崽来、王稼样、聂洪铠、林彪、

徐海东、程子华、郭洪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蚤员，毛择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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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周思亲、彭德杯为副主帘。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后，增补叶

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委设

后方办事处于瓦窑堡，由周恩来同志兼后方办事娃主任.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为适应一、二、四

方面军已经会!璋的新情况，新的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十

二月七吕宣布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周思来同志在i张国焘为副主席，~毛择东、朱德、周恩来、张国

焘、彭德怀、任费时、贺龙等七人结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西。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挥、任粥时、贺龙v

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拣吕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

英、陈毅、当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

王维舟等二十三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以"XiH自承司志为单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副总参谋长，王稼

一样同志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为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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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名称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我军裙倒时期，中央没有规定"新的革命军队"的统一称

号，囡雨币‘各迪起义军的名称很不一致.有的 H叫叫‘农军

a工农讨逆军'，还有"共产军\"农民革命图"\"土地革命军"←

等称号.特别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是以前，中央尚未提出废除"左

派国民党"旗极时，有的地区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稼

号，南昌起义的起义军就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称号。

南昌起义后，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等起义领导人认为J离

民党这块摆牌已经无用"，"因此，湖南对此汝暴动是主张用 CP

名义来号召"- (彭公达《关于湖南秩收暴动的报告》一九二七年

十月八目〉。起义军用刽工农革命军"的称号，编为"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赔".九月上旬，中央《两潮暴动计划决议案》中也

提出:两湖"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前，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

命军，农民自豆军邵应玫称农民革命军"飞..合称工农革命军

十月十五吕，中共南方勇军日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

纲领》也提出 f国民革命军之名义立即疲除……以后军队及全啻

工农讨逆军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一律废除青天自吕旗 • j.lÝ: 月1

笙旗，以斧镰为标识与国际旗同。"十是底，中央也提出..以后

工人武装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武装改称农民革命军，合称工农

革命军，用工衷的红旗" (({中央致富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一九

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0 十一月.中央政洽局扩大会议对此还以决

我的形式作了确确的规定。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

月，我军正式定名为"工农革命军"。各地起义军相继以工农革

命军的称号出现，

至于"工农红军"的称号，其源于苏联，始用于广外i 起义

军"一九二七年十二窍裙，广东省委决定在起义中"组织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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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广东省委报告(三) )} (节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十二R

十一日，广安H起义爆发，起义领导拉关发布《红旗号外汇公开宣

称组织工农红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工袁红军总参谋徐光:

英"。广刻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撤离广舟，广东省委决定，部队牛

奶"改蝙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气《广东省委报告〈一月一九二七年

十二月十九1=00 没有继建高举工袁红军的摆棋。一九二八年二

另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

的在决案中提岳"共产嚣挥执行委员会认为苏撞块花的农民区

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部队一一以备，

这些部良苦苦渐联合市成全吕告中嚣红军J黯是三十吕箩中胃共产

党中突政治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苏攘埃的区域之中

要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旦要努力建立红萃"。六月四目，中央给h

并同山前委写信，指示四军J关于律的的军队，你妇可以正式改

成红军·…..你们必须掖黑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试案玫选你们的

军队。"从此，各地工发革命军提继改称为红军。一九三一年之

后，便又称之为中国主袁红军了代

在二i二培革命战争裙嚣，中夹军委对于全国红军没有统一耀:

划，更没有统一编制，各地红军发展不平衡，编常i幸自名称也不镜』

一。一九三0年…月罗中央题定了编翠红军费计菇，统一安排了

部队香号。五月，又召开了全理红军代表会议，提出了器烈扩大?

红军的口号租具体方案.这时期，各培红军有了一个大的发展，

相继成立了三个牢固和十几个较具规模的军，共约十余万人。 tι

后，中罢工农红军又不断发展壮大，一九三Ofl三八窍建立了红一

方商军，翌年十一月建立了红归方面军，一九三六年七J1叉建立

了红二方面军。在部队发展的高峰时费，曾达三十余万人。由于

王明左攘路线前错误领导，由于张国毫升裂主义的影嚼，红军遭

受了意大损失，在长征之后，到达陕北的部队只剩下三万余人

了。

红军总部机关建立得比较晓.一九三0年人注二十九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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