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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由来

� � � �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从无到
有，由小到大，已经走过了

80

多年
的光辉战斗历程。 然而，时至今日，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究
竟最早始于何时，使用情况如何，其
历史根据是什么， 在党史和军史界
仍说法不一。

“解放军”称谓由
来的几种说法

“解放军”称谓最早始于何时？

一种意见认为， 最早是中共中央书
记处书记、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
于

1944

年
9

月
22

日在中共六届七
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的，他
指出：除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外，

还可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
的名义已经不适用。

10

月
7

日，在
讨论组织河南军区问题时， 刘少奇
又提出：河南军区受延安指挥，以河
南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 从而认
定这是最早提出解放军和人民解放
军的称谓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人
民解放军的称谓首次出现在中共中
央军委于

10

月
14

日致新四军第
5

师的电文中，指出：从陕北派两个老
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 建立
河南人民解放军， 为解放河南而斗
争。也有的意见认为，“解放军”称谓
最早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
司令朱德于

1945

年
8

月
11

日，在
抗日战争时期全面反攻阶段的受降
命令中，提出了山西解放军的称谓。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包括各路解放

军和山东解放军等称谓， 虽在抗日
战争后期提出，但未正式使用。这些
观点，均值得商榷。

刘少奇最早提出
“解放军”的称谓

据现已查到的文献档案资料记
载，关于解放军的称谓问题，最早应
出自刘少奇于

1944

年
8

月
20

日在
中共中央军委高干会议上的发言。

他说：“正规军、 游击队合起来叫解
放军， 或加之为国民革命军解（放
军）。”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文献档案
资料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军的称谓。

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 继刘少
奇和中共中央军委较早提出解放军
的称谓后， 比较集中的是毛泽东于
1945

年
8

月
9

日发表《对日寇的最
后一战》 声明和解放区军民展开全
面反攻以后。

8

月
11

日，朱德提出
“山西解放军”。

8

月
13

日，《解放日
报》发表《当前的紧急任务》的社论，

多次出现“解放军”的提法。《解放日
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应视为
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第一次公
开的提出了解放军的称谓。

8

月
26

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
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又一次正式出
现“解放军”的提法。

这一阶段， 不仅提出了解放军
的称谓问题， 而且在华南人民抗日
游击队和八路军山东军区中开始正
式使用。

1945

年
1

月
19

日，南路人
民抗日解放军成立。

1

月
20

日，以

挺进粤中的中区纵队一部为基础，

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

8

月
15

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
政治委员罗荣桓等提出部队番号改
称“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机关称
山东解放军总部。

19

日，中共中央
军委复电同意后， 山东军区所属部
队统一改编成山东解放军

8

个师、

12

个警备旅。 由此不难看出，在这
一阶段，解放军的称谓，不仅公开正
式提出，而且也使用了。但这时解放
军称谓的提出和使用， 是极不规范
的，很不一致，没有一个统一的改编
命令和时间。有时是八路军、新四军
和解放军并用， 有时是八路军和新
四军统称解放军。 就解放军的称谓
而言，有时称解放军，有时称人民解
放军，有时称人民抗日解放军，有时
则称国民革命解放军， 有时冠以地
名，或称山东解放军和山西解放军，

或华东人民解放军。

1945

年
8

月
29

日至
10

月
10

日，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
40

余天的
重庆谈判， 其焦点是人民军队整编
和解放区政权存在的问题。 为了战
略和政略上的考虑， 中共中央和中
央军委没有继续对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提出和使用解放军的称谓。

“中国人民解放
军”称谓的第一次提出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解
放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后， 人民
解放军的称谓重新提出， 并且出现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

9

月
12

日，《解放日报》 社论中， 再次提出
“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随后，新华社
和毛泽东发表的文章中， 也多次公
开出现人民解放军的提法。

10

月
3

日，《解放日报》在《为实现一月停战
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的社论中，

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
谓。

从
1944

年至
1947

年上半年，

人民解放军的称谓经历了一个提
出———中断———再提出的过程。 这
一现象的出现， 不仅是一个名称的
改变、是一个单纯叫什么的问题，而
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

为了适应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国
内解放战争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
要。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中国
军民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和国共两党
两军矛盾突出时， 开始提出和使用
解放军称谓。 当国共两党两军关系
缓和、重庆谈判开始后，人民军队则
中断了解放军的称谓。 在国共两党
和谈关系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后，人
民解放军的称谓再次出现， 并且逐
步趋向统一。其次，是由新的军事战
略转变所决定的。 从抗日战争的战
略反攻阶段到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
阶段， 人民军队实行了由游击战为
主到以正规战为主的新的军事战略
转变。 随着作战对象和作战形式的
变化， 必然会引起军队组织形式和
名称的变化。再次，是人民军队正规
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随着各战略区
野战兵团的迅速组建和扩大， 部队

正规化建设的趋势不断加强， 集中
性和统一性的要求逐步提高， 这不
仅在指挥关系和编制体制方面反映
出来， 而且在称谓的规范和统一问
题上也得以体现。 从加以多种前提
的解放军， 逐步统一为人民解放军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了夺取全国革命的伟大胜
利，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48

年
9

月
8

日至
13

日， 召开了扩大会议，提
出要建设

500

万人民解放军。 根据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的精神，

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于
11

月
1

日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
队番号的规定》，指出：人民解放军
分为野战部队、 地方部队和游击部
队三类。野战部队的“野战军现时分
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
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
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各步兵兵团、

军、师、团，各骑兵师、团，各炮兵师、

团等， 一律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称谓；作为地方部队建制的军区，其
“第一级军区（即大军区）， 现有五
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北军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东
北军区， 华北军区”；“第二级军区，

现有三个，亦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
民解放军晋绥军区，豫皖苏军区，冀
热辽军区”；游击部队，则依情况需
要和可能由各地军事机关自行组
织。随后，全军进行了统一整编。从
此，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一直沿
用至今。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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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已经进入中国人的环境质量检测视野。

就目前北京的现状来说，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是不够好的，但是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历史上的北京空气质量一直不好，改进是相当困难的，主
要与北京的地理位置和人口剧增有关。

据定宜庄先生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

前言所提
供的线索，据

1937

年的人口统计，民国之初北京人口不足百万，民国四年
(1915

年
)

四
郊划入，增至

120

万，此后民国政府南迁，人口数量稍显减少，但旋即繁荣。 迄至
1937

年，北京人口为
150

万人左右
(

《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卷一《户口》，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

年，第
2

页
)

。

2011

年
5

月
5

日，北京市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以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全市常住人口为
1961.2

万人，就是说，北京的人口
比

1900

年时增加了近
1900

万。

按照这个人口比例，现在的北京空气质量应该比
1900

年的北京差很多。

但是事实似乎不是这样子的。

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爱德蒙·伯克豪斯， 又译作巴克斯和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
爵士。 他收藏有一批八吨重的中文古旧手稿，大约

27000

件的中文手稿和卷轴。 他会
说、会读、会写俄语、现代希腊语，通晓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是个语言天才，

在短时间里学会了满语、汉语。

1899

年，爱德蒙·伯克豪斯
26

岁时来到北京，

1903

年为
京师大学堂

(

后来成为北京大学
)

法律和文学教授，

30

岁以后潜心研究中国大清宫廷的
隐秘生活，被视为当时最权威的历史学家。

1910

年，爱德蒙·伯克豪斯利用宫中档案，与
濮兰德合作完成了第一部著作

:

《慈禧外记》

(

陈冷汰等整理，珠海出版社
1995

年
)

。 这部
书的另一个译名是《太后治下的中国》，书中详细记述了慈禧统治时期的宫中历史和宫
廷故事，其中的第一章记载了

1900

年的北京空气质量。

一千九百年五月十二号
此时天气渐热，予所居之地，当纬线四十度。虽在西历五月，而气候已觉炎燥，令人

难耐。 此地灰尘极重，且以质黑著名，每起大风，则由地直卷而上。 仰视天日，顿成愁惨
之色，扑人口鼻衣履皆满。此初至中国北京者，无不言之而攒眉者也。中国北方，除夏季
雨水略多外，不见日光之时甚少。 大风扬尘，日光即为之蔽。 而无风之时，灰尘亦不能
免。 盖一年三百六十余日之中。 难遇天宇澄清之数日也。 其在四达之衢，及城门之间，

则重笨之骡车、臃肿之骆驼，往来交错，时时挤塞，不能通行。车马既众，则灰尘亦愈甚。

吾人居于此间，似无卫生之可言矣。但此时可憎之灰尘，亦微有益处，其呛入人喉，固极
难受，然亦呛彼微生物，使难滋生也。 以上乃中国北京之实情。 盖地近沙漠，无怪其然。

而今年天气，较往岁尤为干燥。 故灰尘亦愈重，欧人居者，尤为苦之。

110

年来，北京的空气质量艰难改进，要彻底改观真正是任重道远。 （据新华网）

1900年北京空气质量怎么样

� � � � 1914

年
1

版《清室外记》中的
1902

年
1

月
7

日的老北京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