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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PLA’s Issuing of Instructions and Exhortation

我军发布训令、授予训词的历史演进

★ 杨 鲁

摘要: 发布训令、授予训词作为传递思想理念、指挥军事行动、规范未来行为的独特形式，

随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演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用。进入新时代，发布训令、授予
训词已成为我军最高统帅向全军发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时代
号令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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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9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布训令、授予训词都是紧密结合当时部队作战、建设等
的实际需要，经历了从频繁使用到重点使用，从多层级使用到军队高层使用的历史演进过程，其中发布
训令从我军创建初期就开始运用，对各个历史时期我军的作战、建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规范作
用。特别是 2015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 7 次发布训令、授予训词，为新时代我军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训令使用的兴起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红军的创建和发展阶段。红军除了打仗，还要筹款、生产，解决给养问
题; 还要做群众工作，建党建政。于是，训令作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和方面军，以
及相关领导人等对红军部队赋予任务的主要军用文书，使用十分频繁也相对随意，如最多时甚至达到
一天发布 3 个训令或围绕一个主题 3 个月内连续发布 6 次训令。训令的内容涉及红军部队的作战、训
练、组织编制工作、动员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等诸多方面。如中共中央发布的训令有: 《给红
军的训令》《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
训令》《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与中革军委共同给红 7 军团的 《政治训令》等。中革军委发布
的训令有: 《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关于扩大红军工作的训令》《关于颁布经理工作问题提案的
训令》《关于重编部队的训令》《关于部队与地方党和政府关系问题的训令》 《关于挺进游击队的训
令》《关于动员赤卫军、少先队参战的训令》《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紧急训令》《给江西军区的训
令》《关于清查收集各军区、各机关所有武器的训令》等。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训令有: 《关于在敌
军中的政治工作训令》《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节省运动及加强筹款问题的训令》等。红一
方面军发布的训令有: 《为争取第二次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 《为粉碎敌人第四次 “围剿”
的紧急训令》《关于军事政治训练的训令》等。①在此期间，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与时任中革军委
副主席的王稼祥、彭德怀共同签署了许多训令。朱德还以红 4 军军长的名义，与政治委员毛泽东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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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部队发布了 10 多份训令。① 在这一时期，也发
布了不少有关优待和纪律等方面的训令，如 《执
行红军优待条例的各种办法的训令》《关于犯人处
理问题的训令》 《关于处置俘虏及投诚官兵的训
令》《关于检举问题的训令》《关于红军纪律的训
令》等。②

为规范训令等发布工作，1934 年 2 月 22 日，
刘伯承以红军总参谋长名义，发出中革军委总司
令部通知，对此后发布命令、通令、训令做了统
一规定。③

二、抗日战争时期: 训令使用的有所规范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实行战略统一下的独
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战争形势和人民负担
能力相适应的军队，并适时进行整训，加强部队
建设，训令的使用依然较多，成为中央军委及总
政治部、八路军总部和有关军区、师，以及相关
领导人等向八路军部队发布作战、整军及组织开
展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生产运动等命令的重要
形式。这一时期的训令使用相对有所规范。1937
年 9 月 25 日，在八路军各师相继开赴华北抗日前
线之际，八路军总部发布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
任务及负担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④ 根据
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部队作战、建设等需要，八路
军总部相继发布了 《关于目前抗战的局势及我军
的战斗任务的训令》《关于训练干部和加强部队政
治工作的训令》等。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 “整理
现有军队，补充缺额，同时增编新的军队，加紧
教育训练，以利持久作战”的指示⑤，八路军总部
于 1939 年 2 月 11 日和 6 月 23 日，先后发出两期
整军训令，明确了整军的目的、任务和具体要求
等，组织进行整军，全面加强部队建设。⑥ 此后，
八路军总部还发布了 《关于反扫荡期间之政治工
作的训令》 《关于茂林事变的政治训令》等。在
此期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 《关于我军
目前宣传教育方针的训令》 《关于锄奸工作的训
令》 《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训令》等。中央
军委总政治部先后发布了 《关于吸收革命知识分
子参加军队工作问题的训令》《关于开展对友军的
联络工作的训令》《关于党的工作的训令》《关于
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的训令》《关于日伪军工作

的训令》等。为了战胜严重困难，保障部队供给，
1940年 1 月 29 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布关于生
产运动的训令，指出: 积极开展生产运动，力求
经济上做到自力更生，是保卫华北抗日根据地，
粉碎敌人围攻，打击投降派，争取胜利的重要条
件，必须把生产运动看作是全军的严重战斗任务
之一，不仅在部队中动员，同时在地方上一样进
行大生产运动。⑦ 1941 年 2 月，面对日军、国民党
顽固派夹击等严重困难，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
政治训令，要求 “八路军新四军必须进行下列的
紧急工作”: 精神准备，巩固我军，坚持原地斗争
等，把握党的政策，团结干部。抗日战争时期，

有关军区也根据作战、建设的实际需要发布训令。
如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于 1940 ～
1943 年期间，单独或与军区其他领导共同向所属
部队发布了 30 多个训令。1942 年 2 月 12 日，还
专门发布了正确书写文字的训令，指出，文字是
表达交流思想的工具，必须有据于字典，以免误
事。训令规定，今后禁用自造的简笔字和艺术
字，⑧ 对规范训令提出了要求。

三、解放战争时期: 训令使用的突出重点

解放战争时期，训令在全军各部队被广泛使
用的同时，在军委、总部层面突出了重点。特别
是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随着战争规模日益扩大，
在大规模作战中需要全军高度一致，需要有高度
的组织纪律性，训令便成为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
部在全军部队部署加强纪律性的重要军用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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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部的名义，发布了 《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的训令》。训令指出: “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
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
严格执行。”①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还发布
了《关于颁布解放军口号的训令》，发布包括
“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等 67 条口号，并在
训令中要求全军指战员逐条讲解记牢，认真实行。
1948 年 11 月 2 日，中央军委给东北人民解放军并
各前委部队发出《关于整顿全军纪律的训令》。训
令提出，东北地区的部队，应在沈阳、营口地区
战斗结束后，全军进行整训。在师级以上干部会
议上，要对执行纪律问题专门进行一次认真的讨
论，会上要奖励执行纪律最好的，批评最坏的，
并做出整顿纪律的决议。然后要各纵队党委和各
师党委对于此项问题在党委会上进行认真的检讨，
并做出专门的决议。在经过大区领导审查后报告
中央军委。训令要求全国各野战军、地方军均要
在整训时照此办理，并指出中央军委将把上述整
顿纪律的情况通告全军。②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 训令、训词使用的趋
于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步入正规化、
现代化建设轨道，训令、训词作为重要的军用文
书载体，主要由最高军事领导人或最高军事领导
机关发布、授予，使用趋于统一。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军担负了解放尚未解放的一切国土，完成
统一祖国的大业; 按国防军建设的要求，加强军
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等重大历史性任务。为
此，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的名义，先后向全军和军队有关单位发布训
令、授予训词。1951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发布
《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对进军部署、物资补给
和修建公路、机场等提出了明确要求。③ 此外，国
防部曾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发布有关训练问题的训
令。如 1955 年 3 月 21 日，国防部发布 《关于一
九五五年训练年度武装力量战斗训练问题》的第
五号训令。④ 1950 年 12 月 14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司令员彭德怀等发布维护群众纪律的 《政治训

令》等。⑤

1952 ～ 1953 年，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先后向我军新建的 4
所院校授予训词，鲜明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
军队的思想。其中，1952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授
予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训词。训词提出: “我
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
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
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
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
作。……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
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同
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
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
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行。……今
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
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⑥ 毛泽东认为，这些是建
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两个
重要条件。1953 年 1 月 7 日，毛泽东授予新成立
的总高级步兵学校训词。训词指出: “为了保卫祖
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
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
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
术。”⑦ 1 月 31 日，毛泽东授予新成立的后勤学院
训词。训词指出: “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
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
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
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
完全错误的。”⑧ 同年 8 月 26 日，毛泽东授予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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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军事工程学院训词。训词指出: “为了建设现
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
充分的机械化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
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
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
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①

五、新时代: 训令、训词使用的传承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围绕强军目
标深入推进，对我军组织架构进行了重塑重构重
建。习近平主席对新成立或新调整组建的战区，陆
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军事
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以及
军级单位发布训令、授予训词。此外，习近平主席
还向全军发布训令，号召全军全面加强实战化训
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这也是时隔 60 余年，我
军最高统帅对军队发布训令、授予训词，使发布训
令、授予训词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一是发布训令、授予训词均是在庄严的仪式上，按
照一定的程序进行，被纳入到制度化、规范化的轨
道。二是发布训令、授予训词的对象除全军外，其
他均为新成立或新调整组建的单位。三是训令、训
词的结构有所变化，训令、训词的内容被赋予了新
的时代内涵。具体情况如下:

( 一) 习近平主席先后对各战区、全军新调整
组建的 84 个军级单位发布训令

2016 年 2 月 1 日，在战区成立大会上，习近
平主席向各战区授予军旗并发布训令。训令要求，
各战区要牢记使命，坚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
方针，坚决贯彻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的总原则，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
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训令提出，各战
区要毫不动摇听党指挥，要聚精会神钻研打仗，
要高效指挥联合作战，要随时准备领兵打仗。②

2017 年 4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接见全军新调
整组建 84 个军级单位的主官，并对各单位发布训
令。训令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
策指示，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
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
强军、依法治军，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推进各项
工作，聚精会神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的精兵劲旅，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训令同时提出 4 点要求: 一是要坚
决听党指挥，二是要时刻准备打仗，三是要抓紧
提升作战能力，四是要培育过硬战斗作风。③

(二) 习近平主席先后对陆军、火箭军、战略
支援部队，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和各个联勤保障中
心，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武
警部队致训词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陆军领导机构、火箭
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向陆
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对
陆军的训词强调，陆军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陆军全体官兵要弘扬
陆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适应信息化时代陆军建
设模式和运用方式的深刻变化，探索陆军发展特点
和规律，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加
强顶层设计和领导管理，优化力量结构和部队编
成，加快实现区域防卫型向全域作战型转变，努力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对火箭军的训词
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
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石。火箭军全体官兵要把握火箭军的职能定位和使
命任务，按照核常兼备、全域慑战的战略要求，增
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
确打击力量建设，增强战略制衡能力，努力建设一
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对战略支援部队的训词强
调，战略支援部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
量，是我军新质作战能力的重要增长点。战略支援
部队全体官兵要坚持体系融合、军民融合，努力在
关键领域实现跨越发展，高标准高起点推进新型作
战力量加速发展、一体发展，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
现代化战略支援部队。④

2016年 9 月 13 日，在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
成立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向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和

①

②

③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171 页
《习近平向各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载《解放军

报》，2016 － 02 － 02 ( 1) 。
《习近平接见新调整组建军级单位主官》，载《解放军

报》，2017 － 04 － 19 ( 1) 。
《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

予军旗并致训词》，载《解放军报》，2016 －01 －0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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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联勤保障中心授予军旗并致训词。训词强调，
联勤保障部队是实施联勤保障和战略战役支援保
障的主体力量，是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聚焦能打胜仗，牢固树立战斗
队思想，坚持战斗力标准，深化军事斗争后勤准
备，加快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积极开展实战化训
练，提高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确保随时拉得出、
上得去、保得好。按照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
合保障的要求加快部队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大
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①

2017 年 7 月 19 日，在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
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成立大会上，习近
平主席向上述单位授予军旗并致训词。对军事科
学院的训词强调，军事科学院是全军军事科学研
究的拳头力量。要适应军事科研工作新体制新要
求，坚持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紧密结合，创新军
事科研工作组织模式，推动开展协同创新，发展
现代军事科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事科研机构。
对国防大学的训词强调，国防大学是培养联合作
战人才和高中级领导干部的重要基地。要把握高
级任职教育院校建设特点和规律，推动教学科研
管理创新，突出高素质联合作战指挥和参谋人才
培养，加强军事理论研究，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综
合性联合指挥大学。对国防科技大学的训词强调，
国防科技大学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
科技自主创新高地。要紧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潮
流，适应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要求，抓好通用专
业人才和联合作战保障人才培养，加强核心关键
技术攻关，努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院校。②

2018 年 1 月 10 日，在中央军委向武警部队授
旗仪式上，习近平主席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
训词强调，武警部队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
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责，在维护政治
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
要坚决听党指挥，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要加快建设发展，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武
装警察部队。要聚焦练兵备战，坚决完成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要求，努力在武警部队光荣历史上谱写
新的时代篇章。③

( 三) 习近平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
2018年1月3日，在中央军委举行的2018年开

训动员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训令
号召，全军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坚定不
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中心工作，抓住
不放，抓出成效。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
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坚持按纲施训、从严治
训。要端正训练作风、创新训练方法、完善训练保
障、严格训练监察，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加
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
牢牢掌握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全军指战员
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发扬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刻苦训练、科学训
练，勇于战胜困难，勇于超越对手，锻造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坚决完成党
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④

新时代发布训令、授予训词，外在表现为一
种军事仪式，内在则是一种军事思想的引领。
2015 年 12 月至今，习近平主席作为我军最高统
帅，7 次发布训令、授予训词，是为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向全
军发出的时代号令，对我军在新时代传承优良传
统，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
治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对我军训令、
训词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做了规范统一。

［责任编辑: 肖石忠］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向武汉联勤保障基地授予军旗并致训词》，载
《解放军报》，2016 － 09 － 14 ( 1) 。

《习近平向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授军旗
致训词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载《解放军报》，2017 －
07 － 20 ( 1) 。

《习近平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载《解放军报》，
2018 － 01 － 11 ( 1) .

《中央军委举行 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 习近平向全军发
布训令》，载《解放军报》，2018 －01 －04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