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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军事家的刘少奇 

黄 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威武

雄壮、艰苦曲折的武装斗争。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

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

一。”正如毛泽东高度概括的那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毋庸置疑，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大都有参加和指挥革命战争的经历。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的刘少奇，也是如此。 

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军事家，有三方面的标准：第一，是否担任

过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第二是否具有重要的军事业绩，即是否成功

地指挥过战役层次以上的战争，或对军队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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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重要军事论著，或提出过重要的军事思想。一般地说，一个人

只要具备其中的两条，就可以是合格的军事家。许多高级职业军人，

甚至公认的军事家，也往往只对其中的某一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同

时具备这三方面标准的只有少数人。 

考察刘少奇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他足以同时具备这三方面

的条件。因此，刘少奇是一位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军

事家。 

刘少奇的军队职务 

担任军中要职，是作为军事家的一个显著标志。在中国革命军

队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刘少奇都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在红军时期，刘少奇从 1934 年 10 月起任中央红军第八军团党

中央代表，12 月改任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1935 年２月，刘少奇调

任中央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７至９月，兼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

任（未到职）。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从 1940 年 11 月起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

总指挥部政委（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陈毅）。总指挥部下辖：新四

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新四

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

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成）。1941 年１月皖南事变后，刘少奇

任新四军政委（军长叶挺，代军长陈毅）。新四军下辖７个师。1941

年４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５月改称为中央军

委华中分会书记。1943 年３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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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７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

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 年 10 月至 1954 年 10 月，刘少奇

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9 年 4 月起，刘少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担任

这个职务直到逝世。 

刘少奇的军事业绩 

刘少奇在数十年革命生涯中，军事活动占有重要地位，并为此

作出了很大贡献。20 世纪 20 年代，刘少奇就十分重视发挥工人武装

的作用。30 年代初，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刘少奇参加组建红军工

人师（后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并领导苏区的军事工业

生产。抗日战争开始后，刘少奇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在华北大力发

展抗日武装，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特别是指导薄一波等创建了山

西新军，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1938 年中

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先后兼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

新四军政委，在华中广大地区领导了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和反“摩

擦”斗争。皖南事变后，主持重建新四军军部，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根

据地。1943 年刘少奇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后，参与了一系列全国

性战略决策，并曾直接领导跨战区的军事部署。在整个革命和建设时

期，刘少奇对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些军事行动就是刘少奇直接领导或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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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领导的。 

（一）发动冀东武装暴动 

1938 年７月，在河北滦县、遵化、丰润、迁安等地发生的有 20

万人参加的抗日武装暴动，刘少奇作为中共北方局书记，从准备到发

动，直接参与领导。暴动前，刘少奇向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和在这一

地区活动的八路军第四纵队负责人宋时轮、邓华作了布置，并加派李

运昌等赴冀东。７月６日起义提前发动，毛泽东、刘少奇联名向中央

晋察冀分局负责人聂荣臻、彭真下达三条指令：（１）“冀东我军更须

用更敏捷行动向迁安、遵化、卢龙地区扩大活动”；（２）“必须多派

小部队破坏北宁、平榆等交通及电话、电报的联络”；(3)“六支队要

在长城口外建立根据地”。武装暴动随后大规模爆发。８月初，根据

刘少奇“速令宋时轮、邓华部队与冀东游击队取得联系，帮助与配合

他们作战”等指示，八路军第四纵队东渡滦河，与起义部队协同作战，

先后攻克平谷、蓟县、迁安、玉田、卢龙、乐亭等县城。起义武装一

度发展到 10 万人。 

（二）指挥皖东新四军反“摩擦”战争 

1940 年３月，国民党军委游击队党务主任李春初，率千余人兵 

力，企图强行通过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大桥镇。

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部千余武装人员和第五战区第十二游击纵队

司令颜仁毅部约 3000 人兵力，也分南北两路向大桥镇逼来。当时驻

在定远的新四军部队只有第四支队约 4000 人。作为中原局书记的刘

少奇直接担当军事指挥。当时敌强我弱，形势严峻。刘少奇急调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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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浦路东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指令由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

辉率领，星夜赶到路西支援。３月 13 日，刘少奇电令参战的新四军

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的坚决彻底的消灭一切顽固武装及伪政权”，并

作了具体部署。第四、第五支队主力根据刘少奇等的部署，联合作战，

先将从南路进犯的李本一部击溃，并攻占定远县城。颜仁毅部不得不

回兵救援。第四支队早已等在高塘埔拦截，经过激战，一举消灭了颜

部。两次战斗共歼灭敌军 2500 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巩固了津浦路西根据地。 

津浦路西战斗打响后，盘踞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见新

四军第五支队开往路西增援，乘机调集６个团１万多人，于３月 19

日向第五支队大本营半塔集发动围攻。当时在半塔集仅有第五支队留

守部队 2000 人，情势危急。刘少奇等一面要留守部队收缩兵力固守

待援，一面令第五支队主力急速回师路东。刘少奇又通过陈毅调苏北

新四军挺进纵队向西驰援。路东留守部队在邓子恢、郭述申率领下同

敌人激战八昼夜，坚守半塔集阵地。３月 28 日，罗炳辉率第五支队

主力、苏皖支队和第四支队一部打回路东，奔袭半塔集。苏北挺进纵

队叶飞部在西进途中，重创韩德勤主力独立旅。至此，韩德勤部全线

溃退，向淮河以北狼狈逃跑。半塔集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刘少奇指

挥的皖东反“摩擦”战争，创造了在敌人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

后发制胜，军事、政治双羸的成功战例。这一战例后来在打开苏北局

面的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中得到进一步运用。 

（三）指挥苏北新四军反“扫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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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6 月，日本侵略军对苏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６

月中旬，日军迅速攻占兴化、东台、泰州水网地区，气势汹汹地向新

四军军部、华中局所在地盐城扑来。当时刘少奇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

会书记、新四军政委。他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一起，指挥这场反“扫

荡”战役。作战前，刘少奇、陈毅制定了战术原则：主力部队分散，

避免正面决战，选择敌之间隙，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部队采取小部

队动作，分散作战，就地游击。战斗打响后，为避敌强攻锋芒，刘少

奇、陈毅“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于最近移湖垛东北、上

冈以西地区”。７月 20 日，日军出动 17000 人分四路大举进攻盐城，

寻歼新四军主力。21 日，刘少奇、陈毅等下达“保卫苏北根据地，

粉碎日军进攻”的作战命令，对有关师、旅的任务作了明确布置。各

部队相继展开后，刘少奇、陈毅又要求“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

战。河道伏击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之汽艇为

主。村落夜袭以扰敌人，捕捉敌之步哨并歼灭敌之薄弱据点为主”。

同时，刘少奇、陈毅命令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跳出敌人包围圈，南

下苏中，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据点，迫使日军回援。在

新四军南北两路的打击下，日军于８月 20 日停止“扫荡”，退回原地。

这次反“扫荡”战役，新四军总共战斗 135 次，打死打伤日伪军 1932

人，击沉敌汽艇 13 只，缴获大量枪炮弹药。新四军伤亡百余人。 

（四）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国战略，调动 

１０万大军进军东北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谁能抢先控制原由日军占领的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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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谁就能取得战略主动权。1945 年８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

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指挥了这场先机东北的战

略争夺。1945 年９月７日，刘少奇指示中共华东局，立即抽调一批

东北籍干部派往东北。９月１１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下令中

共山东分局抽调４个师 12 个团，共 2.5 万至３万人，由山东军区政

治部主任萧华统一指挥，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９月 15 日，刘少奇

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下达命令：华北、华中选调 100 个团架子

的军事干部，其中华中 20 个、山东 30 个、晋察冀 25 个、晋冀鲁豫

25 个，从班、排、连、营、团到事务、政治人员都配齐，迅速陆续

前去东北。９月 17 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致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的

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

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

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

调 10 万至 15 万人北上，控制冀东、热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

中共谈判代表团回电完全同意。９月 19 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

给全党的指示，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同时命令：山东部队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３万兵力到冀东，

３万兵力进入东北；新四军除第五师外，调８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

浙东部队撤向苏南，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

以李富春为书记，扩大冀热辽军区并以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从山东

分局到东北工作，陈毅、饶漱石从华中局到山东工作并将山东分局改

为华东局，华中局改为分局并受华东局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准备３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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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在 11 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总的战略部署确定后，刘少奇陆续向各部队发出具体指示，逐

一督促落实。９月 20 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名义正式向山东、华中

的军事指挥员下达命令：我军必须坚决先机夺取冀东全部，确实控制

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之线，以控制东北门户；命令山东军

区派３万基干兵团，限电到一星期内到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协同

冀热辽军区扫清冀东的伪顽军；命令新四军抽调 3.5 万基干兵团，限

电到 20 天内在鲁南蒙阴地区待命。10 月６日，刘少奇又电令新四军

第三师师长黄克诚，要第三师部队到山东后继续兼程北进，开赴东北。

这期间，刘少奇还发出了一系列具体指令，指挥部队调动。 

刘少奇指挥的这次军事部署，是中共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略移

动。一个多月后，这些部署基本实现。陆续开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

军部队达 11 万人。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撤到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

区。新四军军部率第二、四、七师大部主力转移到山东，由军部兼山

东军区。这一重大战略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

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

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局面，处

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五）指挥东北部队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 

194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因劳累过度住院

治疗。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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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战场。11 月，开赴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 10 多万人陆续抵达。

然而，配备了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共

７万人，也通过海运赶到秦皇岛登陆，向装备落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军队大举进攻。11 月 16 日，国民党军攻占山海关。11 月底，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动撤离锦州、沈阳。东北形势吃紧，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军队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刘少奇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调整战术。

11 月 20 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局：“你们应迅速在东

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

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刘少奇把这种策略叫做“让开大

路，占领两厢”。11 月 22 日，他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说：已去电

要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

占领两厢”。11 月 28 日，刘少奇再次指示东北局，要他们把东满、

南满、北满、西满的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的控制作为工作

重心，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12 月７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地区

军事指挥员林彪：“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

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 15 万

野战军，建立 20 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12 月 24

日，刘少奇又指示东北局书记彭真：“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

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

势”，“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

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

近发展”。12 月下旬，毛泽东病情稍有好转，在仔细研究了东北局势



 10

后，写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同刘少奇一个

多月来指挥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部署完全一致。到 12 月

底，军队扩编到 22 万人，部队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

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未来三大战役首先从东北发

动，准备了条件。 

刘少奇的军事论著 

刘少奇是一位富于理论思维、理论修养的指挥员，擅长从战略

全局考虑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在从事军事活动的实践

中，刘少奇多谋深思，写下了不少军事论著。这些军事论著，反映了

刘少奇的战略战术和建军、用兵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 年 10 月 16 日，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

政策问题》。当时，抗日战争开始才三个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

军刚刚开进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到华北敌

人后方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

式呢？毛泽东于 1937 年９月 25 日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

争为唯一方向”，但对游击战争的各种基本问题未及研究和论述。刘

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本著作，是第一部关

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在华北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起了有力的指导作用。刘少奇在这本著作中，以令人信服

的分析和严密的论证，阐明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游击战争是华北人

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取得胜利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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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与改造，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与游击

区域中抗日政府的组织，抗日根据地政府的基本政策。1938 年５月，

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本著作，全

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诸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的观点是一致的。 

1938 年３月 21 日，刘少奇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题为《华北

战区工作的经验》的演讲，较早地从理论上阐述了在平原开展游击战

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７月１日，刘少奇在《解放》杂志发表

《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一文，总结了抗日战争中正规军队、

游击队、人民自卫军的发展情况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巩固这些抗日

武装的具体措施。1941 年６月６日、７日，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新四

军分会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系统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

作，提出了加强军队建设的各种措施。1942 年２月 15 日、16 日刘少

奇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

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全面总结了新四军军部及各师的战绩和

作战经验，提出了新四军今后的战略任务。 

刘少奇 1942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发表《中国革命的

战略和策略问题》的演讲，1943 年３月写了《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

报告》。这两篇数万字的长文，从宏观的角度总结历史经验，论述了

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战略和策略的关系。他在论述新四军的战略战术

原则时说：“华中我军是处在民族战争与内部的摩擦战争中。这两种

战争，须要两套不同的战法，须要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日战

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摩



 12

擦’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特

别是在政策上，更须要统一。” 

1945 年秋，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大

规模战略移动，期间起草了几十份文件、电报、指示。他在这些文稿

中，论述了必须根据战争全局及时调整总体谋略、先机占领有利战略

地位、绝不能错过千载一时之机、军事行动贵在抢先、向敌人力量薄

弱的地方发展等主张，发挥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集中力量打歼灭

战等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

一，多次视察部队，并就国防和军队建设发表指示、讲话。 

综上所述，刘少奇在担任军队职务、指挥战争的实践和所建立

的功绩、军事思想和军事论著这三个方面，都相当突出。因此，刘少

奇作为中国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 

 

（原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200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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