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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人个个要
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铿锵高昂的旋
律,曾经是几代人的集体
记忆。诞生于革命年代
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是党为人民军队制定的
最具代表性的统一革命
纪律。

语言形象生动，规
定具体细致，是三大纪
律 八 项 注 意 的 重 要 特
征。新中国成立以后，
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用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军
队、教育干部、教育党
员和人民。2015 年 1 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
会上指出：“‘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就那么
几条，很容易记，更容
易执行。”这说明了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生命
力，为我们健全党的纪
律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 首 脍 炙 人 口 的
《三 大 纪 律 八 项 注 意
歌》 被誉为“红色经典
第一歌”，自诞生以来
久唱不衰、延续至今。
关于这首歌的来历，还
有一段历史故事。

1984 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
第23届夏季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
表团和中华台北代表队分别入场时，
响起的曲调都是人们熟悉的《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这让电视机前的中国
观众大吃一惊：奥运会组委会是不是
搞错了？

其实，这首歌的旋律很早就诞生
了，它最早来源于德国军歌《威廉皇帝
练兵歌》。在中国，它被多次重新填词，
几代传唱。显然，让海峡两岸的运动员
踏着同一首熟悉的乐曲入场，正说明
了奥运会组委会的用心良苦。

那么，它又是如何从德国来到中
国的呢?

甲午战争后，有识之士都深刻认
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窘境，只
有富国强兵。于是，全国各地纷纷模
仿西方军队的建制来演练新兵，这首

德国军歌就在这时被引入中国，并改
名为“皇帝练兵歌”（或称“大帅练
兵歌”）。

袁世凯练兵时军队唱的就是这首
歌，歌词如下：“朝廷欲将太平大局
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第一立志
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
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我等饷银皆是
民脂膏。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第五
同军切莫相争吵。方今中国文武学堂
造……”从这歌词来看，充斥着封建
忠君思想的糟粕，但雄壮的曲调的确
能振奋人心。

1904 年，张之洞在湖北编练新
军，采用《大帅练兵歌》曲调，亲自
填词撰写湖北新军队列歌曲《大帅练
兵歌》，这首歌也由此成为汉阳兵工
厂厂歌。民国期间，该旋律又先后被
张作霖、冯玉祥等北洋军阀、国民革命

军将领重新填词，创作出各自的军歌《大
帅练兵歌》、《练兵歌》等。

上世纪30年代，鄂豫皖苏区革命者
借鉴这支曲调创作了《土地革命完成
了》。红军部队则又依此曲调，创作了《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历经红军、八路军、新
四军、人民解放军等时期，虽然歌词内容
有过相应改变，但此曲长盛不衰。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政治部于 1950 年和 1957 年两次对《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的歌词进行修
改 。1957 年 出 版 的
《解放军战士》杂志
第14期上，正式刊登
了《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 的 标 准 歌 词 ，
这也就是现在所唱
的歌词。

（朱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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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
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
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
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
切莫忘记了……”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传来雄壮
有力的合唱，合唱者的身份很特殊，
他们是将军业余合唱团，由中国人民
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上将、中
将、少将共200多人组成。这质朴嘹
亮的歌声，让不少人湿了眼眶。

“瞧这精气神”“史上战斗力最强
的合唱团”“人民解放军威武”……
在网络视频中，网友们的评论同样激
情四射。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首朴素的
歌曲至今仍让人们心潮澎湃，受到年
青人的追捧？

“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深处，有一
块巨石。这块巨石有一个响亮的名
字，叫“雷打石”。

94年前的一天清晨，一个34岁
的年轻人站在这块大石头上，向眼前
的队伍宣布了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尽管这支队伍衣衫褴褛，但人

人精神豪迈。那个年轻人就是毛泽
东。这，就是人民军队“三大纪律”
的起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之始，就
极其重视加强革命纪律，这是人民军队
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教授高中华对记者表示。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和领
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
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
旗帜。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
命军余部沿罗霄山脉南移，准备向罗霄
山脉的井冈山进发。

时值仲秋，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
节。行军路上，饥渴难耐的战士们看见
路边田地里长着诱人的红薯，就毫不犹
豫地连苗拔起，用衣袖胡乱揩去泥巴，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部队中有许多官兵来自旧式军队，
经常随意拿老百姓的财物，打骂老百
姓，这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老百
姓对那些烧、杀、掠、抢的旧军队历来
是既害怕又痛恨，背地里骂他们是“丘
八”，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
兵”的顺口溜。

“毛泽东深知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是
统一意志、规范行动、凝聚力量的重要
保证。没有铁的纪律，再庞大的武装力
量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再正确的决
心意图也不易完全实现，再精良的武器
装备也难以发挥作用。”高中华介绍。因
此，毛泽东明确要求起义部队——工农
革命军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

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
毛泽东决心整肃军纪，将工农革命

军建成一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与旧军
队有着根本区别的人民军队。几天后，
在荆竹山雷打石上，他扳着手指，向全
体官兵郑重地宣布了3条纪律：“行动
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
归公”。

为了严明军纪，毛泽东经常深入连
队，耐心地教育战士们。很快，部队的作
风有了很大的转变，赢得了当地群众的
信任和拥护，在井冈山逐步站稳了脚跟。

“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地
里，请收下”

“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
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是
原来的那一块，我家的门板是斗榫的，
斗不上号，害得我找门板找了几天。还
有啊，战士们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
是，成了牛栏了。”1928年1月，当工
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后，部队派人下
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当地老百姓向
毛泽东提意见。

这些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引起了毛
泽东的高度关注。1月 24日，在遂川
县城李家坪，他又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
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
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
赔。”3 月底，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
村。在这里，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
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将“不拿
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
点东西”。

“规定得这样详细，有人说有必要
吗？正是我们制定了这些严格的纪律，
才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红军才能打
一个又一个胜仗。”高中华表示，正是
在这样极其通俗朴素而又亲民爱民的军
纪规范下，工农革命军渐渐摆脱掉残留
在身上的旧军队的种种恶习，赢得了越
来越多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一次行军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
军战士因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他
立即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
教育，并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
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
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
（光洋）埋在地里，请收下。”

不久，一首歌谣便在井冈山地区的
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红军纪律真严
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
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
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1929年初，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
进军途中，由于条件恶劣，生活上不免
马虎，随处大小便或光着屁股洗澡的现
象在所难免。毛泽东担心这些不雅的行
为引起群众不满，于是又加上两条，这
就是“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诞生。

为方便战士们牢记军纪条文，
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

程坦与时任宣传科科长刘华清商量，最
终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填入鄂豫皖
苏区流行的民歌 《土地革命已经成功
了》的曲调，并模仿九字一句的写法，
将纪律条文改编成朗朗上口的九字节歌
词。由于歌词好记，旋律明快，这支军
歌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

“毛泽东当时制定的‘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语言通俗，是些既简单又好懂
的短句，主要是考虑到红军官兵中文盲
太多的缘故。”高中华介绍。后来，根
据形势的发展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经
验，逐步修改了一些字句，“将革命军
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
要的语言固定下来”。

1947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发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对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的内容做了系统规范——三大纪
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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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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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都反映，这
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
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
军队。”高中华表示，“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凝铸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铁一般的“第
一军规”，成为无往不胜的力量源泉。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广大红军

指战员斗争环境恶劣，时常忍饥挨饿，
但始终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解放战争时期有个广为流传的“锦

州苹果”的故事，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
秋天，老百姓家里苹果收获了，战士们
没有动一个苹果。攻入天津时，解放军
战士只吃自备干粮，许多人连咸菜都吃
不上，却对群众送来的饭菜一概谢绝。

“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上海解放
后，市民们一早醒来，发现蒙蒙细雨
中，部队悄无声息地睡在潮湿的路边。
时居上海的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里记
下了这感人的一幕，连当时在上海的国
外报纸也评价：“中共军队军纪优良，
行止有节”。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
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
慷。”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
了中国，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此彻底掌
握在人民的手中。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从山河飘摇到星火燎原，《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这首军歌，被一代代人传
唱。它是人民军队胜利之师、文明之师的
生动写照，人民军队的好作风也随着清
脆嘹亮的歌声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本报记者 朱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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