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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睦邻友好姿态。本 篇 以 忘

战为题，旨在阐述和平时期加强战备

的必要性。忘战篇认为，“安不忘危，

治不忘乱”是古代圣贤留给后人最为

深 刻 的 教 诲 和 告 诫 。“ 兵 者 ，国 之 大

事”，只有平时积极备战，战时才能稳

操胜券。不忘战并不意味着穷兵黩

武、征伐不休，一个国家军事力量无

论多强，稳定安宁的周边环境都是其

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纵

观古今历史，凡国富民强的朝代，大

都奉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亲仁

善邻，国之宝也。”对待邻邦首先要相

互尊重，其次要求同存异。通常情况

下，国与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有共

同利益也有分歧。在与邻交往过程

中，要努力寻求扩大共同利益，发展

合作，实现共赢。

唐玄宗继位初期，政治上实行内

外兼修，与朝鲜、日本、阿拉伯地区友

好往来，与吐蕃和亲，出现了史称“开

元之治”的和平稳定局面，将唐朝推

向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然，

睦邻友好不等同于放弃原则、不讲斗

争 ，更 不 意 味 着 可 以 牺 牲 自 己 的 主

权、安全。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径，

要坚持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

斗争。

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当今社会，

国防建设水平不仅取决于军队的战

斗力，而且同国家的国防动员能力、

人民的国防意识等息息相关。毛泽

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

力 之 最 深 厚 的 根 源 ，存 在 于 民 众 之

中。”在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的

背景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依然没

有过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增强人

民忧患意识，应当成为和平时期国防

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虽然赢

得 对 德 作 战 胜 利 ，但 自 身 也 损 失 惨

重。尽管如此，法国政客却贪恋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推行“绥靖政

策”，自恃马奇诺防线“坚不可摧”，认

为战争不会再次到来。由于对战争准

备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甫一开战，法

全国即陷入混乱和惊慌之中。

做好随时应战准备。“兵者百岁不

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对于军队而

言，没有和平时期，只有打仗和准备打

仗两种状态。战争准备足够充分，就

可以威慑敌人、避免战争；反之，敌人

就会乘虚而入。为能随时应战，首先

要做好思想准备，思想的锈蚀往往比

枪炮的锈蚀更可怕。和平与发展是当

今时代的主题，但战争的威胁从未远

去。如果危机意识淡薄、思想和精神

懈怠，就会滋生和平积弊。历史上，清

军八旗子弟曾骁勇善战，后来却变得

不堪一击，主要原因就是承平日久，忘

战怠战。其次是战力准备，战争充满

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纵观近代战争

史，多数战争的发生都是以突然袭击

开始。只有时刻保持战斗力，才能在

战争发生时灵活应对，游刃有余。最

后是战法准备，法兰西战役中，法国当

权者设想新的战争还会像第一次世界

大战一样，以步兵进攻为主，坚固筑

垒、地域突破、缓慢推进，企图依托马

奇诺防线将战争拖向持久战。其战争

指导远远落后于实际，最终法军在德

国的“闪电战”战术下全线崩溃。

百战奇略百战奇略原 典

计谋分析

战 例

《百战奇略》忘战篇原文为：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

深诫也。天下无事，不可废武，

虑有弗庭，无以捍御。必须内修

文德，外严武备，怀柔远人，戒不

虞也。四时讲武之礼，所以示国

不忘战。不忘战者，教民不离乎

习 兵 也 。 法（《司 马 法·仁 本 第

一》）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忘战篇认为，国家安定和平

时，不能忘记发生战争的危险，

这是圣人的深刻训诫。天下太

平时，不能废除武备；考虑到周

边还有与我为敌的势力，一旦疏

于武备就无法保卫国家。因此

对内要修明政治，对外要加强武

备；用恩德使远处的人来归附，

以防突发事件。一年四季都要

坚持武备制度，表示国家没有忘

记战争。不忘记战争，就应教诲

民众不要疏于练兵习武。诚如

兵法所说：“国家虽然处于和平

安定，但如果忘记战争，就有覆

灭的危险。”

唐玄宗统治后期，国家长期

处于和平环境，统治者逐渐丧失

忧 患 意 识 。 天 宝 十 四 年（公 元

755 年），安禄山、史思明纠集 15

万兵力，于范阳镇（今北京市西

南）发动叛乱，不到半年时间，相

继 攻 占 东 都 洛 阳 和 西 都 长 安 。

此时唐朝官员不善率军征战，军

队战力缺乏，无力征讨叛军，致

使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国家

政权濒临颠覆。

1940 年 5 月，纳粹德国向法

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发起进攻，

仅用 5 周时间就击败了号称“欧

洲大陆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

法兰西战役发起前，法国拥有 94

个师，加上并肩战斗的英、荷、比

等国共计 135 个师，实力与德军

相当。由于一战胜利后，法国统

治者们被短暂的和平所麻痹，放

松了军队建设，国防意识薄弱，

致使法军在与纳粹德国的交战

中遭受惨败。

19401940年年 55月进攻法国的德军佯攻部队月进攻法国的德军佯攻部队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入党誓词随

着党的任务和建设需要，几经变化。入

党誓词的历史演变，是中国共产党人百

年奋斗历程的一个缩影，彰显了党在不

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宣读誓词不

是入党的必要程序，加入党组织没有固

定誓词。1925 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夏征

农老人回忆说，他当年的入党誓词为“永

远跟党，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生 ”。 据 1926 年 入 党 的 王 树 声 大 将 回

忆，他的入党誓词为“我自愿加入中国共

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生 ，严 守 秘 密 ，誓 不 叛 党 ”。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在湖南省酃县水口村叶家祠

堂主持了 6 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

他们当时的入党誓词是“牺牲个人，努力

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

不叛党”。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收藏着

江西省永新县北田村村民贺页朵 1931

年 1 月入党时郑重写在一块红布上的入

党誓词——牺牲个人，言首秘蜜（严守秘

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从党其（服

从党纪），永不叛党。尽管目前史料记载

的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版本不尽相同，

但是“牺牲个人”“永不叛党”却是共同的

承诺。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党员进

行疯狂迫害。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少

数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党员背叛了党，给

党造成巨大损失，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

下。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想要保全党组

织，必须确保每一名党员对党的绝对忠

诚。因此，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把“牺牲

个人”“永不叛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

现了党员忠诚于党的坚定政治立场。这

成为不同时期入党誓词中的重要内容，

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在抗日战

争时期，党需要在新形势下加强组织建

设和思想建设，注重党规党纪教育。入

党誓词作为加强党员党性教育的有力

抓手，受到党组织的重视。1940 年第 4

期《共 产 党 人》上 刊 载 的 入 党 誓 词 为 ：

“ 我 宣 誓 ：一 、终 身 为 共 产 主 义 事 业 奋

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

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五 、要 作 群 众 的 模 范 ；六 、保 守 党 的 秘

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

叛党。”这一版本被各地党组织翻印，为

新党员入党宣誓时所用。这段誓词增

加了“作群众的模范”内容，表现出人民

对共产党员的高度期望，“不怕困难”则

体现了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勇

于担当的气概。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形势发生明显

变化，要求党员迅速改变由于长期处于

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而产生的

某些无纪律状态。因此，这一时期的入

党誓词，不论是延续使用抗日战争时期

的标准誓词，还是其他版本，都增加了

“为人民服务”“执行党的决议”等内容。

1947 年，中共冀南区党委组织部印制的

入党志愿书上，入党誓词为：“我自愿立

誓参加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

走，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

党的利益，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

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遵守民主政府的法

令、群众的决议，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

不妥协，不怕困难与牺牲，为新民主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1948

年，东北局宣传部编印的《共产党员课

本》中收录的入党誓词为：“我决心加入

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为工农劳苦群众

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干

到底，自入党以后，努力工作，实事求是，

服从组织，牺牲个人，执行命令，遵守纪

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如有违背，愿受

党纪严厉制裁，谨此宣誓。”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夺取最后胜利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入

党誓词强调共产党员要坚持走群众路

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真心真意为人民

服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党誓词仍未严

格统一。1950 年中南局宣传部编印的

《共 产 党 员 课 本》中 附 的 入 党 誓 词 为 ：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

章，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学习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

的觉悟，积极工作，精通业务，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到底。”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增

添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

容 ，这 与 党 一 直 以 来 重 视 思 想 理 论 建

设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密 不 可 分 ；“ 积 极 工

作，精通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

内容，则反映了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

向社会主义建设。

1982 年党的十二大上，通过了新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入党誓词的

标准版本：“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

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

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

牲一切，永不叛党。”

现行的入党誓词，是对党的历史上

各时期入党誓词的继承与发展。其中，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执行

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

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永不叛党”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内容，在以往

各个历史时期的誓词中分别有所体现。

新的誓词在采用时稍作修改，使其更为

精炼，更符合实际。此外，党的十二大通

过的新党章还规定了党员必须履行的八

项义务，入党誓词也相应增加“履行党员

义务”“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等内容。这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

期，党对党员的新要求。

共产党员入党誓词的发展史，也是

党孜孜不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建党百年来，入

党誓词历经数次变迁，但不管怎样变化，

其核心内容所彰显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

仰与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怀却始终没有改

变。这些浸染了历史底色的入党誓词，

正是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真实写照。

矢志不移的誓言
从入党誓词的演变中回顾党的历史

■柳 宁

周保中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始

人和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和东北

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出生于云南，战斗在东北，因身为

白族人，故被称为“白子将军”。

周保中 1902 年 2 月 7 日出生于云南

大理一个白族家庭，原名奚李元。因为

家贫，少时他被同村地主家的儿子欺侮，

于是写下“再穷无非讨口，不死定要出

头”的对联。15 岁周保中便参军入伍，

参加了护国战争。从云南讲武堂毕业

后，周保中又参加了北伐战争。经历过

大革命的洗礼，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

能真正救中国，秘密加入了党组织。

1928 年 ，因 身 份 暴 露 遭 国 民 党 通

缉，党中央将他送到莫斯科学习。在为

他办理出境护照时，周恩来为他取了化

名“周保中”，意为“保卫中华”。从此，周

保中便以此为名，更以此为志。

“九一八”事变后，周保中秘密回国，

并在党组织安排下赴东北工作，任中共

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为了创建党领导下

的抗日武装，他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发展

党团组织。1934 年 2 月，周保中在黑龙

江省宁安县东南乡主持组建“宁安东南

乡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简

称“反日同盟军办事处”）。3 月 1 日，“反

日同盟军办事处”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

联合办事处”。1935 年 1 月，中共满洲省

委吉东局、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

党委共同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

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为组建东北

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首先通过绥

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在部队中广泛宣传

成立的重要性，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和改编的具体计划，得到了各

部队一致拥护。经过广泛酝酿协商之

后，1935 年 2 月 10 日，东北反日联合军

第五军在宁安正式宣布成立。

1936 年 2 月，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

言》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

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号召，东北人

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发表了《统一军队

建制宣言》。在中共吉东特委领导下，周

保中领导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为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

为加强吉东地区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和

领导，周保中积极筹划组建抗联第二路

军。1937 年 2 月 13 日，周保中将《东北

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稿》提交中

共代表团，详细阐述了建立路军的必要

性。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声浪

日益高涨，周保中在积极组织抗日游击

斗争的同时，开始筹建东北抗日联军第

二路军。10 月 10 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

军发表通告，宣布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

军正式组成，周保中任抗联第二路军总

指挥。

1938 年，为粉碎敌人企图将三江地

区抗联“聚而歼之”的阴谋，开辟新的游

击区，进而打通与东南满一带杨靖宇领

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和战斗在热河的八路

军的联系，周保中果断决定派主力部队

西征。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次西征遭

遇严重挫折，虽然涌现了“八女投江”“十

二烈士山”等英雄事迹，但最终未能取得

成功。

1940 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

入最艰苦时期。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坚

持抗日斗争，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带领

部队陆续转移到苏联境内。东北抗日联

军主力转移到苏联后，周保中在领导抗

联部队坚持军政训练的同时，经常派遣

小部队回东北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搜集日伪军情报。1945 年 8 月，周保中

指挥抗联部队配合苏联红军击败日军，

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捐躯轻鸿毛，荡寇志不渝。”毛泽

东主席对周保中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

度评价，称赞他：“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

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

诗篇。”

“白子将军”周保中
■王起刚 李 巍

云南省大理市湾桥镇周保中将军纪念馆云南省大理市湾桥镇周保中将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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