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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8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武装——中国人民解放 军诞生80周年纪念日。
80年来，这支英雄的人民武装部队在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 义祖国的安全与发展，为改革开放成就的巩固和推进，为世界和平的维护
建 立了不朽的功勋。
人民军队成长发展的各个时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这些重大事件构成人民军队前进历程的基本脉络，蕴含了人民军队建设和作 战的宝贵经验。
今天，我们编辑出版这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图志》，旨 在通过本书的内容，勾画出人民军队80年
艰难曲折复杂斗争的光辉历程，使 人们学习、了解和永远铭记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创业的
革命精神 ，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坚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
帜，全面 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加强国防和 军队的现代化
建设，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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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图志（全２册）》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诞
生80周年” 而编写的军事题材的专著，书中共分为上下两卷，8个章节，80万字，800幅图片。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共同编纂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历史图志》以一系列生动有趣的“细节”，配之文献原件和实物图片，从一个侧面补充和丰富
了正史。
比如：朱德在南昌起义中使用的驳壳枪、毛泽东送给袁文才的皮裹腿、贺龙在湘鄂西时用过的石锁、
红军使用的第一台收报机、抗大校旗、杨靖宇的印章、渡江侦察用的木盆、一串老北京城的钥匙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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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上卷目录第一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诞生成长一、在武装起义中诞生，在游击战争中发展二、
红军和根据地在反“围剿”胜利中发展三、红军在“左”倾冒险军事战略指导下的曲折发展和严重挫
折四、红军主力进行长征，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五、胜利结束长征，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
转变大事年表见证与文献《共产党宣言》传播理想的种子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朱德的藏书印章
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第一期“黄埔军校同学录”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中用过的l不表群雄四起的工农
自卫武装广州农讲所培养农民自卫军干部北伐名将叶挺使用过的指挥刀湖南民众敬赠的北伐纪念章拓
片铭记“铁军”血染的风采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刘伯承在泸顺起义中“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革”的
蒋先云警醒中的紧急会议南昌起义后贺龙发布的告全体官兵书朱德在南昌起义中使用的驳壳枪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送给袁文才的皮裹腿工农的广州藏于池塘底下的贺龙、海涛之印贺龙
在湘鄂西时用过的石锁黄安城头红旗展⋯⋯第二章 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大事年表见证与文献第三章
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大事年表见证与文献下卷目录第四章 强大国防军建设的起步和抗美援朝战
争大事年表见证与文献第五章 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与曲折发展大事年表见证与文献第六
章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艰难前进 大事年表见证与文献第七章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 
大事年表见证与文献第八章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大事年表见证与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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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由 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 现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企图，不断加快侵略步骤。
国民党政府却把主要力量 用于“围剿”红军，对日采取妥协和退让政策。
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蒋介石 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激起全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
略罪行，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出中国；并且特别提出，要组
织满洲的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 重打击。
抗日反蒋的浪潮，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无
视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 新变化，推行了一系列“左”倾关门主义的政策；同
时过分夸大红军三次反 “围剿”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失败，根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
1932年 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要求红军向国民
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发动进攻，以实现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 首先胜利，直至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这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 战略正式形成。
 在这种错误军事战略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 局的命令，于1932年2月上旬
向国民党在赣南的统治中心赣州发起强攻，企 图攻取赣州并夺取南昌、九江，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
利。
可是，由于赣州 城池坚固和国民党军防守力量强大，中央红军攻打月佘，始终未克，反遭重 大伤亡
，不得不于3月上旬撤兵。
毛泽东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冒险强攻的错误 军事战略，建议中央红军转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方向进攻
。
中央红军（6月 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于4月和8月先后取得漳州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 。
然而，中共苏区中央局却于10月在宁都召开会议，对毛泽东进行了不公正 的批评和指责，并于会后免
去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了30多个师共4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 第四次“围剿”。
国民党军兵分3路发起进攻，其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2个 师编为中路军，由北向南实施分进合击。
此时，中央红军约7万人，由周恩 来、朱德指挥。
在攻打南丰不克的情况下，毅然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
 2月下旬，红军在黄陂以西的蛟湖地区伏歼国民党军近2个师；3月中旬，又 在草台岗再歼敌1个师大部
，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然而，湘鄂西、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却因为战略指导 错误而失败。
红3军和红四方面军分别撤出苏区向外转移，后创建了新的苏 区。
 1932年春，在国民党军将对湘鄂西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之前，推行 “左”倾错误的中共湘鄂西中
央分局命令红3军在襄河以北地区实行不停顿 的进攻作战，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
首先胜利。
这不仅消 耗了红军，也使红军无法进行必要的反“围剿”准备。
7月，国民党军开始 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10万大军编成多路纵队，分别向襄河南 北地
区展开进攻。
面对强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仍然企图以进攻战略打破 “围剿”，但未能奏效；在红军不断受挫，
苏区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又命令 红军分兵防御。
红军依托阵地抗击强敌，战至9月，洪湖苏区基本丧失，红 军被迫向外突围转移。
此后，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等苏区也相继丧失， 湘鄂西第四次反“围剿”最终失败。
10月下旬，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率 红3军向湘鄂边转移。
红3军冲破国民党军围堵后，经豫南、陕南，进入鄂川 边界，于年底转移至湘鄂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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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3军在湘鄂 边地区流动作战一年多，未能实现创建新苏区的计划，部队
减员至3 000余 人。
1934年5月，红3军又转战至黔东地区。
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创建了黔 东苏区。
至9月，黔东苏区发展到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今属 重庆）五县各一部的广大地区。
黔东苏区的创建，不仅使红3军结束了无根据 地依托流动作战的境地，而且为之后与红6军团会师创造
了有利条件。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 30万大军，准备发动对鄂豫皖
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 书记张国焘被红四方面军四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判断形势，盲 目
轻敌，于6月命令红军向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出击，接着又决定围攻 麻城，企图进而实现威逼
武汉的计划。
8月，国民党军向鄂豫皖苏区发起大 举进攻，乘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很快迫近苏区腹地。
张国焘这才命令红四方 面军撤围麻城，仓促赶向黄安以西地区迎击进攻之敌。
红四方面军在持续征 战1个多月、部队十分疲惫的情况下与敌顽强激战，未能挡住敌人的进攻。
 黄安、新集、商城等地相继失守，红军被迫向皖西地区转移。
国民党军随即 大举进犯皖西，相继占领独山、英山（今属湖北）等地。
此时，张国焘由盲目 轻敌转为惊惶失措，决定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
10月12日晚，红四 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撤离鄂豫皖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行动。
19日至22 日，先后在新集、土桥铺与追堵的国民党军激战，未能改变被动处境，遂继 续向西转移。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之后，红四方面军突破国 民党军围堵，经鄂北、豫西于12月进入陕南。
此时，四川国民党各派军阀正 在进行混战，川北地区兵力薄弱。
红四方面军决定抓住这一有利之机，集中 力量向川北发展。
部队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至1933年2月初，先后占领了 通江、南江、巴中3座县城和周围广大地区，
创建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 川陕苏区。
 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使四川国民党军阀大为震惊。
1933年 2月中旬，国民党川陕边“剿匪”督办、四川军阀田颂尧调集川军近6万人， 对川陕苏区发动了
三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根据川北地区山高路险、地形易守 难攻的特点，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的积极防御方针，以节
节防御收缩阵地，集 中兵力并消耗敌人，尔后打破围攻。
经过两期收紧阵地作战，红四方面军于 5月21日发起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了国民党川军的三路围攻，
共歼敌1万余 人。
反三路围攻的胜利，使红四方面军由4个师扩编为4个军。
8月中旬至10 月底，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部队新的围攻尚未准备就绪之机，进行了仪（ 陇）南（部
）、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次进攻战役，共歼敌近2万人，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苏区
。
红四方面军也发展到5个军共8万余人。
 为了消灭红军，蒋介石新任命的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于11月初又调 集川军20万人，对川陕苏区发
动了规模更大的六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决定继 续实行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
1 2月中旬，国民党军开始进攻，至1934年6月 先后发起4期总攻。
红四方面军通过节节抗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并逐步收紧 阵地。
7月中旬至8月上旬，国民党军为夺取万源城，先后发动了4次猛攻。
 红四方面军依险固守，顽强抗击，夺取了万源保卫战的胜利。
通过上述一系 列作战，红四方面军实现了兵力的集中，并严重消耗了敌人，为反攻创造了 有利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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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红四方面军首先从东线向敌发起反攻；下旬，继以 主力转向西线实行反攻。
至9月下旬，共计毙伤俘敌8万佘人，彻底粉碎了国 民党川军的六路围攻，保卫了川陕苏区。
 1935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又进行了广（元）昭（化）战役和陕 南战役，歼敌4个多团。
为了实现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的战略计划，红四 方面军于3月下旬发起嘉陵江战役，胜利强渡嘉陵
江。
至4月下旬，攻占了包 括8座县城在内的嘉陵江西岸大片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约1万人。
这一胜利为 红四方面军坚持川陕苏区的斗争并向甘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张国焘为 苏区的暂时困难及国民党军即将进行的新的大规模进攻所吓倒，擅自决定放 弃川陕苏区
，率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
P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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