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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省 上 杭 县 古 田 镇 ，冬 日 暖 阳 下 ，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 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 8 个搪瓷烤制的大字其实是份特殊

的“礼物”。1969 年 11 月，它们从福州运到

了社下山前的廖氏宗祠。用于纪念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

田会议 40 周年。1929 年，在这座四合院式

的 砖 木 结 构 平 房 里 ，召 开 了 著 名 的 古 田

会议。

字约 3 米见方，水泥钢筋为基，立在了

廖氏宗祠背后的山坡前。从那以后，“古田

会议永放光芒”8 个大字便与会址一起，定

格为世人所熟知的红色丰碑。

驻足会址前，90 多年来的波澜壮阔卷

起万千思绪——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留

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

思想建党

一面绣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

团的英文缩写的旗帜，陈列于古田会议纪

念馆。

“这是红军组织入党入团宣誓用的旗

帜。”来自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

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明确了入党新条件。

“ 政 治 观 念 没 有 错 误 的（包 括 阶 级 觉

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

有发洋财的观念”——这些“以后新分子入

党条件”，就写在古田会议决议里。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 8 年多，

虽朝气蓬勃，却也面临困难的局面。

怎样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用

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事实上，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六大，并未

真正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六大确立的

党章第一次讲了入党资格，但没有具体的

党员标准，也没有涉及思想建设。

破题人是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

他就曾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更是开宗明义：红军第四军

的 共 产 党 内 存 在 着 各 种 非 无 产 阶 级 的 思

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

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

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决议列出了红四军党内的 8 种错误观

点，逐个论述其具体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

法。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

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

的建设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

军中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

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对以后不断加强党

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

说初步形成，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

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为了保

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不断强调教育

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更开阔

的视野提出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和作风建设等问题。”原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政治建军

古田八甲村松荫堂，是古田会议时红

四军前委机关和红四军政治部所在。松荫

堂一旁的墙壁上，一行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

政治建军原则的确立，正是自古田会

议开始。而对于人民军队而言，政治建军

意味着什么？

不妨先看看红四军初创时的构成，主

要分三部分：一为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

部队及湘东农军，一为朱德、陈毅率领的南

昌起义余部，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

县农民。

“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远不是建军

问题的主要内容，更谈不到建军任务的完

成。”古田会议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

队党代表的粟裕，曾在回忆录中说：“人民

军队新创建，成分复杂，战斗又频繁，建立

一支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正是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是什么？党与

军队是什么关系？“是司令部对外还是政治

部对外？”当时的红四军内部，有关建军的

系列重大问题，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

争论。

这一系列问题经古田会议得到了彻底

解决。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

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

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

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再次

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

工作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规定了红军政

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强调加强

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

古田会议决议，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

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罗荣桓

元帅后来评价：“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

型了。”

1985 年，曾经参加过古田会议的陈世

榘将军重回古田会议旧址，感慨挥毫：“五

十六年一挥间，重返故地到古田。决议指

明红军路，新征途上志更坚。”

永放光芒

1929 年岁末，大雪后的古田银装素裹。

古田会议会场内，代表们生火取暖，地板上

留下的炭火印记至今可辨。堆堆火光，温

暖的是会场，照亮的是前方。

“会后，决议印发到部队，大家学习，一

起贯彻执行，并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整

顿。”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的萧克曾

经回忆：“那时，我们都把决议当作党课教

材，视为红军法规，也作为检查和衡量工作

的标准。不久，部队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

进军，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

提高了。”

“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

群众性的整风运动。”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

四支队十二大队党代表的赖传珠在回忆文

章中写道：“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

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

了一片新的气象。”

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古田赖坊

村协成店的一豆灯火旁，写下了《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结尾处描摹革命未来的诗

意咏叹，至今令人心潮澎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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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之光，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紧紧围绕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充分

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

2014 年 10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古田召开的全

军政治工作会议时，对强军兴军作出新的

政治擘画，确立了新时代政治建军的方略。

两次会议，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精神

相通、主旨相同。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从

古田再出发。

如今，走在古田镇的田间地头，当年的

红色故事仍然传颂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

也浸润在他们心里。对他们来说，红色记

忆不只是纪念馆展板上的文字和图片，更

是走向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

强军兴军，从古田再出发
本报记者 冯春梅 倪光辉 颜 珂 黄 超

翻开古田会议决议，

鲜明的问题导向扑面而来。

决 议 分 为 8 个 部 分 ，

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

的错误思想》被收入《毛泽

东 选 集》，最 为 大 家 所 熟

悉。该部分对红四军党内

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

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

8 种 错 误 思 想 一 一 列 举 ，

逐个解剖，辨析其原因，给

出纠正方法。

事实上，问题导向贯

穿于古田会议决议始终。

每一部分的阐述，几乎都

是 奔 着 问 题 去 ，精 准“ 点

穴”，毫不含糊。找准了问

题，才能有解决问题的思

路，纠正错误的办法。

共产党人从来不回避

问题。因为掌握了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所以善于去发现问题、直

面问题，善于透过表象分

析问题背后的矛盾，并通

过问题的解决，推动事物

革故鼎新、向前发展。

有问题，难免有分歧、有争论。共产党人也不

害怕争论。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党内批评是坚强

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红四军党内就曾发生过争论，但大家胸怀坦

荡、光明磊落。就这些争论，毛泽东指出：“现在的

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

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随着中共中

央给红四军前委发来指示信，大家很快统一了思

想。这些无不彰显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品格和

胸怀气度。

解决问题靠什么？需要科学的理论，更需要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古田会议召开的时间虽短，可会议的准备工作

是充分的。在连城新泉，红四军进行了 10 天左右

的政治军事整训；红四军移师古田后，党代表联席

会又持续了半个多月。赖传珠回忆：“在我们分组

讨论中，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

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

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

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

可以说，古田会议召开的整个过程，就是一次

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生动实践。通过直面问题、

解决问题，红四军不仅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自我革

命，更为我党我军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不朽的精神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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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衣为中山装式，有两个上贴口

袋，领口佩缀红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

配绑腿；军帽为八角帽，缀有布质红五角

星帽徽。”这套简朴的军装（见右图，资料

照片），是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军装，

于 1929 年 3 月在福建长汀设计制作，目

前陈列于古田会议纪念馆。

红四军创建以来，由于经济困难且

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无法大量生产

军服。他们只能穿缴获的敌军军服和沿

途打土豪得到的衣服，着装混乱，且非常

破旧。为便于行军作战和内部管理，统

一部队服装显得十分必要。

1929 年 3 月，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中

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首次入闽，长岭寨战

斗大捷，红军进驻长汀。当时长汀县城

手工作坊遍布城乡，缝纫、印染条件好，

红四军又刚好筹集到了一笔款项，红四

军主要领导人决定拿出一部分钱，制作

4000 套军装。红军向布店购置布匹，委

托私人缝衣店进行加工。由于红军实行

买卖公平的政策，不少商家很乐意为红

军筹集军需物资。当时市面上没有灰色

布匹，军需处就联系染布坊让他们把布

染成灰色后再交售。红军还特意要求把

领 章 缀 上 黑 边 ，以 纪 念 列 宁 逝 世 五 周

年。长汀当时约有 20 家缝衣店，由谢日

新、戴恒新两人统一负责领布料、交成

品、领工资等。

后来，朱德在陕北的窑洞里对美国

作家史沫特莱回忆说：“我们现在终于有

了红军第一批正规化军装了……它们没

有各国军队的那么好，但对于我们来说，

可真是奇好无比了。”

穿上统一的新军装后，红四军军容

军貌焕然一新，军威大振。“一颗红星头

上戴，二面红旗领子绣。”从此，战士们穿

着这套军装，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

地的光辉历程。

红四军——

统一服装 提振军威
本报记者 黄 超 何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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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机关旧址望

云草室。 资料照片

图②：1942 年，由新华社编印出版的

古田会议决议单行本。 资料照片

图③：古田会议会址。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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