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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军史顾问：褚 银

军史撷珍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一份

《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油印宣传册。

全册共 7 页，落款为“中国共产党永新县

委印”，时间为“12 月 17 日”。这本小册

子对“三大纪律八个注意”逐条做了解

释，是红军纪律教育所使用的宣传教材。

这份《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宣传

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条军规有

什么区别与联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是如何形成并规范定型的？

一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

军抵达井冈山西南荆竹山时正值秋收，战

士们长途跋涉，又饥又渴，有的战士随手

就挖老乡家的红薯来充饥。毛泽东得知

情况后，于 10月 24日，在荆竹山的村边向

部队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

要求战士们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武装

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他宣布

了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

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1月初，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茅坪，开

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1928 年 1 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

攻打遂川。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

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积极开展宣

传活动，还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

在 这 期 间 ，部 队 中 出 现 了 一 些 不 良 现

象。有的战士没收了小贩的货物，甚至

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走了。毛泽东

进城后听到群众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

题，他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

策，并宣布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

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

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

骂人。”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

“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1928 年 4 月 3 日，针对部队受“左”

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违犯纪律的情况，

毛泽东在桂东县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

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

律”和“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

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

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

东西要赔。

这个版本文字略有调整，例如将“三

大纪律”中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

“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扩大了保护

群众利益的范围。将“六项注意”中的

“还门板”改为“上门板”。这处修改是因

为有的战士很粗心，借来老乡的门板，归

还时经常出错。有时借去新门板，还回

来却是旧门板，引起老乡们的不满。因

此，毛泽东把“还门板”改成“上门板”，强

调战士们不仅要还门板，还要及时帮老

乡把门板上好。虽然只改了一个字，却

体现了这支部队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1928 年 4 月 24 日前后，朱德、陈毅

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

南起义农军 1 万余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

收 起 义 部 队 在 宁 冈 砻 市 会 师 。 5 月 4

日，毛泽东在两军会师庆祝大会暨工农

革命军第 4 军成立大会上，代表第 4 军

军委宣布“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

注意”。1930 年 5 月，红 4 军军委代理书

记熊寿祺代表红 4 军出席全国苏维埃区

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他

在会上汇报了红 4 军执行“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军纪情况并作出简单解释。

二

“六项注意”是如何变成“八项注意”

的呢？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军在转战赣

南、闽西地区过程中，发现有战士随便在

野外大便，到河里洗澡，引起当地群众不

满。根据部队出现的新情况，毛泽东决定

在“六项注意”后面新增两条——“不得胡

乱屙屎；不搜敌兵腰包”，变成“八项注

意”。1930年夏，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 4

军在总结士兵委员会建设实践的基础上，

制定了《红军士兵会章程》，对士兵委员会

的任务、职权、组织、工作、经费等问题做

了明确规定，正式收入了“三条纪律八项

注意”，三条纪律是：1、不拿工农小商人一

点东西；2、打土豪要归公；3、一切行动听

指挥；八项注意是：1、上门板；2、捆禾草；

3、讲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

6、损坏东西要赔并须爱惜公物；7、不得胡

乱屙屎；8、不搜敌兵腰包。

1931 年 9 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

秘书长欧阳钦在关于《中央苏维埃区域

报告》中写道：“红军与群众关系较好，红

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红军中无论何人要知道并且

非常熟悉，且能完全执行，这些在与群众

关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见，“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红军军规，在红军

指战员中广泛宣传并严格执行，从而赢

得苏区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保证了党和

红军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针对

红军与群众间出现的新情况，“三大纪律

八 项 注 意 ”的 内 容 表 述 处 在 不 断 变 化

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的宣传册

《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对每一条规

定都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解释，是目前

发现的最为详细的版本。

如“三大纪律”第 1 条“行动要听指

挥”，具体解释为：“我们的军队（无论赤

少队）是消灭敌人的武装组织，它是有统

一的指挥。因此，每一个士兵同志应该

要绝对的（地）服从指挥。在与敌人作战

的时候，无论是前进后退，硬是一步都不

能随便，一定要受指挥官的指挥。”“八个

注意”第 7 条“注意卫生”具体内容是：

“随到那（哪）个地方要注意卫生，不要乱

屙屎撒尿，驻扎的地方要经常打扫。身

体要洗澡，衣服要干净，同时吃东西亦要

注意清洁，以免滋生疾病。”

为了广泛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除了编印成宣传教材，红军还将其作为标

语书写在墙上或者编成歌曲。1935年秋，

为配合当时红军的政治纪律教育，红 15军

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和宣传科长刘华清

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编成歌曲，在全

军广为传唱，成为最流行的革命歌曲。

三

1947年 10月 10日，因“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

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行

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内容

做了统一规范，在全军严格执行。“三大纪

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

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

（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

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

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至此，“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得以确定，并为我们所熟知。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最通俗明确

的语言，把人民军队的纪律具体化为全军

指战员的行为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宗

旨，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由来
■刘小花

1935 年 5 月，中央红军长征巧渡金

沙江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

川西北。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

道险峻，险滩密布，水流湍急，素称天险。

此时，中央红军面临着与当年太平

军石达开部相似的险境。国民党军企

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

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5 月 24 日，中央红军先遣队红 1 军

团红 1 师第 1 团第 1 营经过 80 余公里的

急行军，在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歼灭守

敌 2 个连，缴获 1 只木船，控制了渡口。

25 日 7 时，红 1 师第 1 团第 1 营营

长孙继先从第 2 连挑选了 17 名勇士组

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在

团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的火力掩护下，

乘小船由安顺场驶向对岸。由于连日

大雨，大渡河河水暴涨，百余米宽的河

面上激流湍急，木船就像一片孤叶，在

敌人密集的火力和河水的咆哮声中，顶

着漩涡向前缓慢移动。

红军战士一面尽量隐蔽，一面向北

岸还击，在船工的帮助下终于登上对

岸。守军见红军冲上江滩，慌忙把手榴

弹、滚雷往下扔。战士们利用又高又陡

的台阶死角作掩护，向上勇猛冲杀，最

终击溃守敌，控制了渡口。随后，大部

队源源不断地渡过大渡河，为中央红军

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也为配合左翼兵

团抢占泸定桥奠定了基础。

战后，第 2 连被红 1 军团授予“大渡

河连”光荣称号。在此后的岁月中，“大

渡河连”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屡立战功。

“大渡河连”战旗——

十七勇士铸辉煌
■崔瀚鹏 蒲 元

在第 73 集团军某旅“强军精武红

四连”连史馆里，有一张珍贵照片。照

片中，毛主席举起一支国产 56 式半自

动步枪做瞄准状。这支步枪的主人，正

是“红四连”第 21 任连长宋世哲。

在 1964 年初召开的推广郭兴福教

学法的现场会议上，中央军委提出，要

响 应 中 共 中 央 在 各 行 各 业 普 遍 开 展

“比、学、赶、帮、超”群众运动的号召，开

展大练兵、大比武。

4 月中旬，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在全

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全

军上下积极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掀起

了大比武热潮。

在军区比武的过程中，贺龙、叶剑

英、罗瑞卿、张宗逊等领导同志多次观

看并进行了指导。6 月初，毛泽东在一

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

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为此，中央

军委决定抽调原北京军区、原济南军区

部分分队到北京汇报表演。

6月 15日，汇报表演当天，北京西郊

射击场上彩旗飘扬。毛泽东、刘少奇、

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顶着烈日，来到了检阅场。

参加半自动步枪快速精度射击表

演的共有 4 名射手，原济南军区第 26 军

第 76 师第 226 团第 2 营第 4 连连长宋世

哲就是其中之一。宋世哲在指挥员的

带领下持枪跑步到主席台前，向毛主席

报告后便转身进入射击位置。想到要

给毛主席汇报表演，宋世哲的心便怦怦

直跳，眼前的 40 个钢靶突然变得模模

糊糊，连成了一大片。

“你们是第一个表演课目，要打响第

一枪，你们汇报的好坏，影响着下面的课

目，任务很重啊！”想起了罗瑞卿总参谋

长的再三嘱咐，宋世哲深呼一口气，强迫

自己平静下来，并在心里对自己说：“不

要紧张，按照首长的指示办。”

站到掩体后面，宋世哲先用脚感受

了一下地面的硬度，随后卧倒，调整好身

体姿势，眼睛直盯着前面的目标。“放！”

指挥员口令发出。宋世哲按照已经训练

过无数遍的射击要领快速扣动扳机，并

且不断挪动枪口指向下一个靶子。

结果不负众望，宋世哲在 40 秒内

射出 40 发子弹，命中 40 块钢靶，中间还

更换了 3 次弹夹，动作干净利落。看台

上，毛主席连连称赞，高兴地说：“把神

枪手的枪拿来看看！”

多年后，宋世哲颇为自豪地回忆：

“这是我最好的一次射击成绩。自打响

第一枪开始，观看台上一直在鼓掌，我

看到毛主席带头站起来鼓掌。我按口

令验枪后，罗瑞卿总参谋长已从观看台

上走下来，笑着对我说，‘祝贺你！打得

好！毛主席很高兴，要看你的枪。’我当

时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恭敬地用双手

将枪递给他。”

毛主席接过罗瑞卿递来的枪，先仔

细端详了一阵，然后又举起来瞄了瞄。

现场的摄影师看到毛主席举起枪、眯着

眼做出瞄准动作后，立即抓拍下这个经

典时刻。同时，这一过程也被八一电影

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向毛主席汇报》真

实地记录下来。影片公映后，极大地鼓

舞了全军指战员练兵备战的士气。

如今，这支枪号为 52739 的步枪陈

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静静

地向参观者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支枪的传奇故事

也激励着一代代“四连人”向老连长看

齐，练强本领，争当精武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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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毛主席举起“红四连”第 21任连长宋世哲的半自动步枪做瞄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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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的《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宣传册。 资料图片

土城位于贵州习水县西部，赤水河

穿境而过，是赤水东岸重要渡口。1935

年 1 月 28 日，土城战斗在这里打响。这

是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

共同指挥中央红军打的第一个大仗。

1935年 1月 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

重镇遵义。1月 15日至 17日，遵义会议期

间，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

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湘西与红 2、红 6军

团会师，遂调集 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

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

1 月 19 日，在敌军重兵围困和重点

攻击的严峻形势下，中央红军撤离遵义，

兵分 3 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

水、土城前进，拟夺取两地后，在泸州上

游之纳溪、江安等地北渡长江。

1 月 24 日，中央红军攻占土城。这

时，川军 2 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阻

止中央红军北进；尾追的川军进至土城

以东地区。在前往土城途中，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心在

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红军的

川军郭勋祺部，为北上渡江创造条件。

27 日 5 时半，为部署土城战斗，朱德

致电红 1、红 3、红 5、红 9 军团：“我野战军

主力拟于 28 日晨消灭由木兰坝来追之

敌约 4（个）团于枫村坝、石羔嘴地带。对

于习水、赤水方向之敌则钳制之。”

27 日下午，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在

土城召开。会上，朱德对这次战斗的结果

作了预判。“如能迅速消灭敌人则消灭之，

以挫其锐气；如若不然，则以少数部队牵

制住这只猫儿，出其不意，掩护全军渡过

赤水河，向川、滇、黔边境集结。”具体作战

方案是：“1 军团从正面出击，3 军团攻击

其左翼，5军团包抄右翼。至于由哪些师、

团直接参加战斗，由各军团自己决定。”

在土城战斗即将打响之际，朱德对

敌军进攻的速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后续

敌军有可能在土城战斗打响当日或次日

赶来增援，因此有必要对红军作战部署

进行调整。

27 日 24 时，朱德致电红军各军团和

军委纵队：我 3、5军团及干部团应以迅速

干脆的手段，消灭进占枫村坝、青杠坡之

敌。其具体部署及战场指挥统由彭（德

怀）、杨（尚昆）指挥令行……我 9 军团及

第 2 师应担任这一战斗预备队的任务；1

军团之第 1师仍继续担任钳制赤水、旺隆

场之敌的任务；军委纵队仍留土城、猿猴

地域，野战司令部指挥所于蓝坳关附近。

28日晨 5时开始，红 3、红 5军团向在

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之川军郭勋祺部发起

猛攻。红军与敌军反复争夺阵地，连续激

战几个小时，双方伤亡都很大。从抓获俘

虏的番号中，红军发现原来情报有误，敌

军实际上有 6个团万余人，而增援部队还

在不断涌来，战局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

利。川军依仗优势兵力突破红 5 军团的

阵地，并向土城镇压来。因背后是赤水

河，如果不能顶住川军，红军将没有退路。

紧急关头，朱德向毛泽东提出要亲

自到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接连吸了几

支烟，不肯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着急

地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

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

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

枪是打不中朱德的！”在朱德的一再坚持

下，毛泽东终于同意了。

临上火线指挥作战之际，毛泽东和

总部其他首长为朱德举行了送别仪式。

朱德激动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不必兴

师动众，礼重了。”毛泽东当即说：“桃花

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

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

朱德先是来到土城以东红 5 军团的

阵地，对第 39 团团长、政委及连以上有

关干部讲话，进一步激励士气。红 3、红

5 军团全体指战员得知总司令亲临前沿

阵地，士气高涨，经 4 小时激战，击溃守

敌一部。

这时，敌援兵突至。毛泽东当即派人

通知红 1军团第 2师急速赶来增援。在红

2师尚未到来的两三个小时内，敌军的反

攻更加凶猛，阵地一度被攻破，甚至打到

土城以东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紧急

关头，朱德亲自指挥干部团，以白马山阵

地为依托，向占据有利地形的敌人发起攻

击，一直打到敌郭勋祺部指挥所附近。

据当时参加战斗的红军许长庚回

忆：“战斗越来越激烈，红军和白军扭杀

成一团，已经没有固定的、明显的作战阵

线了。射击声、爆炸声连成一片，山鸣谷

应，朱总司令的指挥所也变成独当一面

的战斗单位了。当朱总司令领着几个

人，攀上一座小山梁的时候，突然，不知

是从哪里冒出了二三十个敌人，一边嚎

叫，一边打枪，冲了过来。朱总司令立即

命令大家占领有利地形，嘱咐说，‘别慌，

等敌人靠近一点才开火。’说完，他顺手

从警卫员身上抽出一支二十响匣子枪。

不知死到临头的敌人，窜进了小山梁。

朱总司令喊，‘打！’他的匣子枪一抡，‘哒

哒哒’一梭子弹打出去，当头的两个敌人

栽倒在地上了。红军战士们的机关枪也

吼叫起来了。正在紧急关头，干部团的

十几个同志，从敌人的侧后拦腰杀了过

去，对着敌人就是一顿猛烈而又凶狠的

射击，这伙敌人终于招架不住，只剩下几

个活着的逃跑了。朱总司令高兴地对来

援 救 的 同 志 们 大 声 喊 ，‘ 好 样 的 ，多 谢

啰！这里没事啦，继续往前打！’”

干部团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

的进攻，巩固了阵地。当晚，毛泽东提议召

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根据当时

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围堵红军的新情况，决

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

渡长江的计划，立即撤出战斗，作战部队和

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赤水河西进，开始了

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土城战斗
■庹 平

战 例

土城，红军一渡赤水河渡口之一。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