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 10（中）

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研究
高 原

摘 要 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是朱德同志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表现在朱德同志的战争观、军事认识论、战略战

术、政治战争和人民战争等思想中。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朱德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领导与指挥中国

革命和军队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辩证法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军事辩

证法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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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形成的必然性

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有其特定的时代

背景和历史条件。20 世纪中前期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

各种矛盾日益加剧，中国革命与敌对势力的武装斗争异常激烈，

是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产生、形成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列宁

主义、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和德国、苏联等国家的军事理论著作，

是朱德同志军事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关于朱德同志的军事实

践基础则应该是从他考入陆军讲武堂那个时期开始的学习。1909

年的学习只是一个开端，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双重

实践，则逐渐形成了自成一家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二、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在 20 世纪前中期，革命与战争成为了世界性的话题。马列

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是在俄国进行了十月革命之后。在马列

主义的先进思想的启发下，以及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爆发，产生

了一个伟大的党派，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的许多先进思想，尤

其是里面的社会革命思想和阶级斗争的普遍性，这让朱德同志的

军事辩证法似乎在茫茫黑夜中遇到了一盏明灯。为朱德同志提

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发展

起来的，是一步步从客观上的历史危机和转折中逐步壮大起来

的。”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一是由于当时中国

的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造成的，还有一点就是长期积累的

社会基本矛盾日渐激烈导致的。马列主义军事辩证思想是朱德

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之一。在当时的中国，如果

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想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没有武力的保护，那

根本就是一纸空谈，跟别说什么完成历史使命了。

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所有共产党的成功失败都和当时的武装

革命脱不开干系。经验教训都是在武力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正

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我党不得不全心全意的去研究军事，我

们党已经意识到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保证我们革命的成功。在

一段很长的革命时期内，经过大量的战争的洗礼，我党星姐经验，

吸取教训，对军事的掌握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在当时也涌现出来

一大批善于行军打仗的革命军事人才。这为以后夺取革命胜利，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那时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于军

事辩证法那是如饥似渴。我们党也迫切需要了解革命战争的规

律性，以期取得胜利。而在此时一大批军事人才的成功实践充分

证明了军事辩证法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三、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形成的理论来源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军事活动以来,军事就是按照其自身固有

的客观辩证规律发展的。由于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人们远在军事辩证法这个概念出现之

前，就已经早早辩证地思考军事问题。

失败的辛亥革命，让这个革命战士百思不得其解。他甚至开

始怀疑自己的理论，陷入一团迷雾当中，看不到前方的出路。犹

如在黑暗中，始终看不到一丝光明。此后，当俄国十月革命的胜

利消息传来时，朱德同志又站起来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让这个战

士的心中的圣火又被点燃。他似乎又看到了拯救黎民于水火之

中的方向。自此他开始开拓自己的视野，大量接触新思想，新文

化。更是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为了更好地研究共产主义，

1922 年，朱德同志来到了德国。通过在国外对马列主义的进一

步研究，他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研究军事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和世

界观。这就为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造就了良好的基

础。“客观的认清了历史滚动的规律，还加上我自身的研究和认

识，我就看清了我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途径和正确的方法。”

1925 年 7 月 4 日，朱德同志由柏林前往苏联。在进一步学习马

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的同时，比较系统地研

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军事学思想。加之之前朱德同志的实战经验，

特别是游击战类型，所以当他研究苏联内战时的战术时，对于游

击战的领会可以说是更深刻，更清晰。这进一步让他看重游击战。

除了以上的理论来源，可以说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还

少不了中国古代战争理论的影响。更可以说他继承和发扬了我

国古代军事辩证法的内涵和精华。从《孙子兵法》，到《武经总要》，

可以说中国古人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巨大地军事财富。

都是他们长期总结出来的军事思想，其中更是包含着深刻的军事

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数不胜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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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先当然不忘后世子孙，特意留下这么多宝贵的财产。让我们

在遭遇战争时，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这些莅临深深的影响着每

一个华夏儿女。可以说，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继承和

发扬了祖先的军事理论。也是一个重要来源。

四、朱德同志军事辩证法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在 1911 年 8 月，朱德同志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特别班毕业，

顺利完成了学业的不久之后，他就毅然的加入了云南起义。并成

为主要领导之一。从这时起，朱德同志开始获取实战中的丰富经

验。在当时的起义时，朱德同志勇敢的带兵攻占敌人的要害，总

督衙门。并且顺利捕获当时的总督头目李经羲。到了 11 月，他

又参加了支援川军斗争。在援川战斗的庆功会上，朱德同志凭借

自己的卓越战功和指挥得当，顺利升为少校。转眼两年时间过去

了，在 1913 年夏，一纸调令传来，朱德同志被派到云南陆军第一

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担任营长。之后朱德同志又随军来

到气候条件恶劣，匪徒成患的滇南边境，负责驻守在蒙自、个旧一

带。面对当时的复杂情况，无论是敌人还是环境，都是复杂险恶

的。朱德同志通过对之前战斗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吸取，在运用

自己所掌握的军事辩证法理论，制定了适合当地情况的战术，这

个战术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可以说是创造性的。所以所向披靡，取

得了多次胜利，当地的匪患也基本被清理干净。

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并且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朱德同

志毅然决定远赴他乡，去参加护国和护法战争。尤其值得被称赞

的是，朱德同志在在护国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足智多谋，勇敢坚

强，每次都冲在最前面。并且军事指挥能力发挥的极高。所以很

快就升为少将旅长，成为当时被人们夸赞的战争名将。1926 年，

朱德同志刚刚从苏联回国，就又立即投入到北伐战争的战火之

中。在此次战争中又表现突出，并且积累了大量在军队中进行思

想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宝贵经验。所以朱德同志在 1927 年 1

月转到南昌工作，在南昌工作期间，他亲自主板均馆教育班，培养

了一大批优秀的军官人才。在此期间，朱德同志还深刻了解了军

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农民运动已经和党的武装

力量成功结合，所以创造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的战争模式，

顺利取得了坪石大捷。在此期间，朱德同志撰写了《怎样创造铁

的红军》、《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

利的经过与教训》等文章，这些文章中都包含了朱德同志的深刻

的军事思想。而且还体现出朱德同志从实践战争中总结出来的

军事辩证法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同志担任八路军总司令，在数次成功指

挥人民军队对日作战的军事实践中，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军事

辩证法思想。在 1937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的座谈会上，朱德同志完整的讲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其中

已经蕴含着军事辩证法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丰富

内容。在当时他指出，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持久战，更是防御

战，但是在战术上，我们要采取攻势。在战争中政府应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只是八路军第

一次取得的胜利，可是在实际上却有深远的意义。极大的鼓舞了

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鼓舞了我党的气势。之后在 1938 年，朱

德同志又开始深思，总结之前的战争经验和教训，然后具体的指

出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五条基本原则，同时还具体指出了 16 条

对日作战的战术原则。在此时期，朱德同志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游

击战争的著作，其中以《论抗日游击战争》比较突出。

总体来说，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建立，离不开中国

革命战争的军事实践，更是对马列主义的成功运用，用来解决中

国实际战争问题，这是长期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从而概括出的

伟大理论成果。

五、朱德军事辩证法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

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朱德同志不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不仅是简单的改进，

而是对马列主义的进一步扩充。朱德在中国和世界上对马列主

义作出的最为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性的提出了人民战争辩

证法，与此同时结合人民战争特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和方

法论将游击战从战术等级提升到了战略等级，深刻剖析了马列主

义军事辩证观，为中国的革命战略作出了理论性的指导，故而，他

的论著也同样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如，他对待战术与战略上辩证的

态度，提出战略上对敌方的藐视和战术上对敌方的重视，在弱势

的情况下积极防御，而不让己方处于劣势的主动进攻，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持久战术。他不仅将中国的运动战思想体系推向科学

化，同时融入游击战中取得的经验，建立了完整的游击战理论，借

助马克思理论的精髓--辩证法，探索出游击战与正规战的辩证关

系，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开创了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在长期指挥领导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逐步总结形成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

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奇迹，同时还是毛

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重要的组成，更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

的汲取和发扬，该思想成为日后中国人民战争胜利和军队建设的

成功基石。该思想更是对马列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充

实、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朱德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人类军

事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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