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1978年下半年年下半年，，笔者在解放军政笔者在解放军政
治学院宣传部任干事期间治学院宣传部任干事期间，，在张麟部在张麟部
长指导下长指导下，，开始接触包括徐向前开始接触包括徐向前、、罗荣罗荣
桓在内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传记桓在内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传记、、回回
忆录类文章的撰写忆录类文章的撰写。。

88月月2626日日，，张麟部长在宣传部业务张麟部长在宣传部业务
学习会上作出决定学习会上作出决定，，由笔者执笔写一篇由笔者执笔写一篇

《《罗荣桓与政治学院罗荣桓与政治学院》》的文章的文章。。后来笔后来笔
者才知道者才知道，，这是李改教育长最先提议这是李改教育长最先提议
的的。。李改曾在罗荣桓创办的政治学院李改曾在罗荣桓创办的政治学院
任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任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文革文革””中政中政
治学院被停办治学院被停办，，““文革文革””后又恢复重建后又恢复重建。。
他觉得他觉得，，恢复重建政治学院恢复重建政治学院，，罗荣桓留罗荣桓留
下的好思想下的好思想、、好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和坚好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和坚
持持，，于是有了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于是有了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他的他的
这个想法先在政治学院常委会上谈过这个想法先在政治学院常委会上谈过，，
得到了常委们的认可得到了常委们的认可。。常委会后常委会后，，他就他就
找政治部主任张少虹和宣传部部长张找政治部主任张少虹和宣传部部长张
麟落实此事麟落实此事。。领导们商定后领导们商定后，，执笔的担执笔的担
子就落到了笔者身上子就落到了笔者身上。。

笔者对罗荣桓笔者对罗荣桓、、对老政治学院的对老政治学院的
情况知之甚少情况知之甚少，，要想写好这篇文章要想写好这篇文章，，就就
得先占有资料得先占有资料。。于是于是，，笔者就利用空笔者就利用空
暇时间暇时间，，到图书馆到图书馆、、资料室资料室、、档案馆去档案馆去
翻阅资料翻阅资料。。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就是走访罗荣就是走访罗荣
桓的老部下和政治学院的老领导桓的老部下和政治学院的老领导。。笔笔
者先后走访了在罗荣桓之后任政治学者先后走访了在罗荣桓之后任政治学
院院长又到军委装甲兵任政治委员的院院长又到军委装甲兵任政治委员的
莫文骅莫文骅，，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副副
教育长袁渊教育长袁渊、、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
李改李改，，政治部原主任彭清云和余潜政治部原主任彭清云和余潜、、副副
主任范戈和谭佑铭主任范戈和谭佑铭，，院务部原部长伍院务部原部长伍
瑞卿瑞卿，，还有郝梦笔还有郝梦笔、、狄文蔚狄文蔚、、贺长青贺长青、、郑郑
明等明等。。另外另外，，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也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也
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根据查找的历史文件和大家的根据查找的历史文件和大家的
回忆回忆，《，《罗荣桓与政治学院罗荣桓与政治学院》》这个题目这个题目
的内容在笔者脑海中逐步清晰起来的内容在笔者脑海中逐步清晰起来。。
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的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的，，是罗荣桓办是罗荣桓办
校的一个重要思想校的一个重要思想——““人人当院人人当院
长长””。。在他心中在他心中，，这个这个““人人人人””外延很外延很
宽宽，，既包括学院内的学员既包括学院内的学员、、教员教员、、干部干部、、
职工职工，，也包括部队的广大干部也包括部队的广大干部。。只要只要
对学院建设有利对学院建设有利，，他不分内外他不分内外，，广纳兼广纳兼
听听。。这个思想贯穿在他兼任院长的实这个思想贯穿在他兼任院长的实
际工作中际工作中。。

■■ 一一 ■■
为部队培养政治工作干部进言为部队培养政治工作干部进言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军队也人民军队也
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年代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年代、、从偏僻农从偏僻农
村开进繁华都市村开进繁华都市。。罗荣桓很重视这个罗荣桓很重视这个
转折转折。。当他听到部队干部尤其是政治当他听到部队干部尤其是政治
工作干部工作干部，，有学习文化有学习文化、、学习理论的要学习理论的要
求后求后，，不失时机地提出办一所学校不失时机地提出办一所学校，，给给
广大干部提供一个研究新情况广大干部提供一个研究新情况、、解决解决
新问题的阵地新问题的阵地。。于是于是，，他便以总政治他便以总政治
部主任罗荣桓和傅钟部主任罗荣桓和傅钟、、萧华两位副主萧华两位副主
任的名义任的名义，，于于 19511951年年 1212月月 33日日，，向毛向毛
泽东写了报告泽东写了报告。。报告全文是这样的报告全文是这样的：：
主席主席：：

此次整编部队此次整编部队，，可以节余大量政可以节余大量政
治工作干部治工作干部，，部队中亦深感连营政工部队中亦深感连营政工
干部质量低干部质量低，，为保存与提高政工干部为保存与提高政工干部，，
各大军区均要求成立一个能收五百至各大军区均要求成立一个能收五百至
一千学员的政治干部学校一千学员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专门培养
连营级政工干部连营级政工干部，，并要求军委开办一并要求军委开办一
轮训师团级政工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轮训师团级政工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
学校学校。。我们感到此事极为需要我们感到此事极为需要，，特呈特呈
请审核批示请审核批示。。

这份报告只有百余字这份报告只有百余字，，却解决了却解决了
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1212月月
44日日，，毛泽东便批示毛泽东便批示““照办照办””，，并在信封并在信封
上写了上写了““周周、、朱朱、、林阅林阅，，退萧华办退萧华办””字字

样样。。毛泽东不仅批示毛泽东不仅批示““照办照办””，，还亲自还亲自
为为““政治学院政治学院””定名定名。。起初校名叫起初校名叫““政政
治干部学校治干部学校””，，中央军委会议讨论时名中央军委会议讨论时名
为为““政治大学政治大学””，，毛泽东反复斟酌后毛泽东反复斟酌后，，定定
名为名为““政治学院政治学院””。。

毛泽东的批复传到总政后毛泽东的批复传到总政后，，总政总政
立即成立了以罗荣桓立即成立了以罗荣桓、、萧华萧华、、王宗槐等王宗槐等
七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七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当时称当时称““七人七人
委员会委员会””。。政治学院的建设由此拉开政治学院的建设由此拉开
了序幕了序幕。。

让大家选定院址让大家选定院址

投资投资 300300多亿元多亿元（（当时币值当时币值。。萧萧
华的原则是控制在华的原则是控制在 250250亿元以内亿元以内，，预预
算额是算额是 318318..7272亿元亿元）、）、近近 4040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的校舍建在哪儿的校舍建在哪儿？？在参加筹建的人向在参加筹建的人向
罗荣桓请示这个问题时罗荣桓请示这个问题时，，罗荣桓说罗荣桓说，，开开
几个座谈会吧几个座谈会吧，，听听大家的意见听听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上座谈会上，，有人说有人说，，征地时要考虑征地时要考虑
到农民刚刚得到土地这个实际情况到农民刚刚得到土地这个实际情况，，
不要侵占农民利益不要侵占农民利益。。这个意见反映到这个意见反映到
罗荣桓那里罗荣桓那里，，罗荣桓很重视罗荣桓很重视，，说说：：好好，，不不
要与民争地要与民争地。。于是于是，，““不要与民争地不要与民争地””
便成了政治学院选址的一条准则便成了政治学院选址的一条准则。。参参
加建院的几位老领导回忆说加建院的几位老领导回忆说，，罗帅这罗帅这
个思想太重要了个思想太重要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移，，越来越显现出他的高瞻远瞩越来越显现出他的高瞻远瞩。。

按照这个要求按照这个要求，，参加实际工作的参加实际工作的
领导带着一些工作人员领导带着一些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到北京郊区
察看了许多地方察看了许多地方，，最后选定西郊公主最后选定西郊公主
坟以西的一块砂石地坟以西的一块砂石地，，这里只有几户这里只有几户
农家农家，，还有几处零散的坟墓还有几处零散的坟墓。。罗荣桓罗荣桓
到现场察看时到现场察看时，，一看便敲定了一看便敲定了。。

快培养人快培养人，，多培养人多培养人

建设政治学院的实际工作展开之建设政治学院的实际工作展开之
后后，，先从哪里入手先从哪里入手，，先建办公楼先建办公楼，，还是还是
先建机关宿舍楼先建机关宿舍楼、、学员楼学员楼，，大家看法不大家看法不
一一。。罗荣桓从大家反映的情况中得到罗荣桓从大家反映的情况中得到
启发启发，，提出了一个原则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建院速度就是建院速度
立足于快培养人立足于快培养人，，建院规模着眼于多建院规模着眼于多
培养人培养人。。这也是新时期部队建设的迫这也是新时期部队建设的迫
切需要切需要。。他这他这““一快一多一快一多””的主张落实的主张落实
在学院建设上在学院建设上，，就是先建学员楼就是先建学员楼，，后建后建
办公楼办公楼、、机关宿舍楼机关宿舍楼。。经过三年多的经过三年多的
筹建筹建，，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所政治学院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所政治学院
挂牌招生挂牌招生，，19551955年年 22月月 1919日速成系第日速成系第
一期正式开课一期正式开课。。

正式开课是个什么样正式开课是个什么样？？有的领有的领
导回忆说导回忆说，，罗荣桓罗荣桓、、谭政谭政、、傅钟傅钟、、萧华萧华
来参加开课来参加开课式时看到式时看到，，学员有了住的学员有了住的
地方地方，，但上课但上课、、吃饭吃饭、、集会的场所还没集会的场所还没
有建设好有建设好，，多在席棚里多在席棚里。。罗荣桓看到罗荣桓看到
这种场景这种场景，，怕学员适应不了怕学员适应不了，，专门给大专门给大
家讲了在陕北保安办红军大学的事家讲了在陕北保安办红军大学的事。。
那时那时，，学员来了学员来了，，学校各级领导还没配学校各级领导还没配
齐齐，，有些岗位就指定学员来兼任有些岗位就指定学员来兼任；；没有没有
教员就听毛泽东或中央领导作报告教员就听毛泽东或中央领导作报告；；
没有住房就自己挖窑洞没有住房就自己挖窑洞；；没有桌子没有桌子、、凳凳
子就自己垒或搬块石头坐子就自己垒或搬块石头坐。。即使这即使这
样样，，大家依然情绪很高大家依然情绪很高，，照样学到了军照样学到了军
事事，，学到了政治学到了政治，，学到了文化学到了文化，，学到了学到了
马列主义马列主义。。

■■ 二二 ■■
为解放军政治工作建设服务为解放军政治工作建设服务

创办政治学院创办政治学院，，是广大政治工作是广大政治工作
干部的急需与渴望干部的急需与渴望。。因此因此，，政治学院政治学院
一定要为解放军政治工作服务一定要为解放军政治工作服务，，为加为加
强军队政治机关建设服务强军队政治机关建设服务。。罗荣桓要罗荣桓要
求政治学院在教学和建院工作中都不求政治学院在教学和建院工作中都不
要离开这个目标要离开这个目标。。19581958年年 88月月 2424日日，，
中央军委会议通过的中央军委会议通过的《《办院基本方办院基本方
案案》，》，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从从

此此，，人们便以此为依据人们便以此为依据，，来评估政治学来评估政治学
院的作用与未来院的作用与未来。。

罗荣桓对解放军政治工作作出了罗荣桓对解放军政治工作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卓越的贡献。。古田会议决议是奠定解古田会议决议是奠定解
放军政治工作的基础性文件放军政治工作的基础性文件。。罗荣桓罗荣桓
随同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到文件形成随同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到文件形成，，
几乎参加了全过程几乎参加了全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实经过几十年的实
践践、、摸索摸索，，他对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他对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地位
和作用和作用，，有着深刻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独到的理解。。他认他认
为为：：““军队要生存军队要生存，，就要有政治工作就要有政治工作。。””
他把这看作无价之宝他把这看作无价之宝。。因此因此，，他十分他十分
珍惜它珍惜它、、发扬它发扬它。。

对此对此，，他要求来学院学习的政工他要求来学院学习的政工
干部干部，，乃至高级政工干部乃至高级政工干部，，一定要有清一定要有清
醒的认识醒的认识；；学院从院长到每个教员学院从院长到每个教员、、工工
作人员的思想更要明确作人员的思想更要明确，，否则就失去否则就失去
了目标和动力了目标和动力。。政治学院就是要为实政治学院就是要为实
现这个目标作贡献现这个目标作贡献。。
在教员身上下功夫在教员身上下功夫

教学工作展开后教学工作展开后，，一些学员反映一些学员反映，，
教员的授课能力显得薄弱教员的授课能力显得薄弱。。有人说有人说，，
唱戏要有好角色唱戏要有好角色，，看病要有好医生看病要有好医生，，上上
课就得有好教员课就得有好教员。。在一次毕业典礼在一次毕业典礼
上上，，在谈到教学经验时在谈到教学经验时，，罗荣桓说罗荣桓说：：讲讲
得少些得少些，，自学多些自学多些，，看来是对的看来是对的；；但越但越
讲得少讲得少，，越能考验教员的真功夫越能考验教员的真功夫。。他他
说说：：要教出好学生要教出好学生，，必须先在教员身上必须先在教员身上
下功夫下功夫。。

在罗荣桓倡导下在罗荣桓倡导下，，政治学院除对政治学院除对
教员进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教员进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
外外，，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如
开学前先举办教员训练班开学前先举办教员训练班，，让教员先让教员先
学好学好；；有计划地让教员进大专院校或有计划地让教员进大专院校或
轮训班深造轮训班深造；；一年有一定时间不担任一年有一定时间不担任
教学任务教学任务，，让教员静下心来自修让教员静下心来自修、、研究研究
问题问题；；组织教员到部队组织教员到部队、、工厂和农村去工厂和农村去
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丰富实践知识丰富实践知识；；出版理论研出版理论研
究刊物究刊物《《思想战线思想战线》，》，给教员给教员、、学员学员、、在在
职干部提供争鸣职干部提供争鸣、、探讨探讨、、交流学术的阵交流学术的阵
地地；；放宽教员阅读文件的范围放宽教员阅读文件的范围，，使教员使教员
能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能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办好图书办好图书
馆馆、、资料室资料室，，广订报刊广订报刊、、书籍书籍，，为教员博为教员博
览群书创造条件览群书创造条件。。

19541954年年1010月中旬月中旬，，罗荣桓派出了罗荣桓派出了
由副院长莫文骅率领的由副院长莫文骅率领的 2626人参观团人参观团，，
到南京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学到南京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学
习取经习取经，，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
提高教员的备课提高教员的备课、、授课质量问题授课质量问题。。在在
19561956年年 1212月召开的第一届全院先进月召开的第一届全院先进
教学工作者会议上教学工作者会议上，，会上介绍的经验会上介绍的经验，，
有有11//33是关于教学工作经验的是关于教学工作经验的。。

罗荣桓像打仗重视初战一样重视罗荣桓像打仗重视初战一样重视
教员的第一次上讲台教员的第一次上讲台，，特别强调帮助教特别强调帮助教
员备好第一课员备好第一课、、讲好第一课讲好第一课。。他曾帮助他曾帮助
教员备课教员备课，，解决教员备课中遇到的难解决教员备课中遇到的难
题题。。他还指派领导干部和教员到朱德他还指派领导干部和教员到朱德、、
董必武等人那里听党史董必武等人那里听党史、、军史军史，，给教员给教员
备课提供真实而又丰富的历史资料备课提供真实而又丰富的历史资料。。

■■ 三三 ■■
讲书本讲书本，，不能背书本不能背书本

在一次讨论中在一次讨论中，，有的学员说有的学员说：：““教教
员让我们联系实际员让我们联系实际，，是改造我们的是改造我们的，，他他
们自己不改造们自己不改造。。””罗荣桓很重视这个意罗荣桓很重视这个意
见见，，并亲自抓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并亲自抓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有有
一次讨论毛泽东著作一次讨论毛泽东著作《《关于正确处理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辅导讲稿的辅导讲稿，，罗罗
荣桓第一次听教员试讲后荣桓第一次听教员试讲后，，感到没有感到没有
解决联系实际问题解决联系实际问题，，就告诉教员在联就告诉教员在联
系实际上再加强些系实际上再加强些。。经过修改补充经过修改补充
后后，，第二次讨论时他又来听第二次讨论时他又来听，，发现改动发现改动
不大不大，，就说就说：：你们这样引证来引证去怎你们这样引证来引证去怎
么行呢么行呢？？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嘛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嘛，，
为什么不能把它和实际联系起来呢为什么不能把它和实际联系起来呢？？

他说他说：：讲书本讲书本，，不能背书本不能背书本，，不能从概不能从概
念到概念念到概念。。要用理论说明实际要用理论说明实际，，还要还要
用实践证明理论用实践证明理论，，融会贯通融会贯通，，通俗生通俗生
动动，，才能起到教员应起的作用才能起到教员应起的作用。。

罗荣桓说罗荣桓说：：““学习理论不注意实学习理论不注意实
践践，，一定学空一定学空。。””他让学员他让学员、、教员和干部教员和干部
走出校门走出校门，，广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广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
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在接触实践中增长感性知在接触实践中增长感性知
识识，，加深对书本的理解加深对书本的理解。。19581958 年至年至
19591959年间年间，，政治学院的学员政治学院的学员、、教员教员、、干干
部多次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部多次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军事博军事博
物馆物馆、、西郊机场等建筑工地的劳动西郊机场等建筑工地的劳动，，分分
期分批参加了湖北孝感期分批参加了湖北孝感、、河南商城河南商城、、北北
京海淀区等地人民公社的整社活动京海淀区等地人民公社的整社活动，，
还经常参加还经常参加““三夏三夏””助民等劳动助民等劳动。。

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中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中，，政治政治
学院集体创造了工地自施工以来日最学院集体创造了工地自施工以来日最
高纪录高纪录，，获总指挥部奖旗一面获总指挥部奖旗一面。。在总在总
结授奖大会上结授奖大会上，，有有 2424个单位获总指挥个单位获总指挥
部奖状部奖状、、6262人获奖章人获奖章。。这不仅是奖赏这不仅是奖赏，，
在奖赏里面凝结着比奖赏更可贵的东在奖赏里面凝结着比奖赏更可贵的东
西西，，那就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那就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
对书本知识新的理解对书本知识新的理解。。

有走出去有走出去，，也有请进来也有请进来。。依照学依照学
员员、、教员和广大干部的要求教员和广大干部的要求，，政治学院政治学院
在建院之初短短几年在建院之初短短几年，，先后请外交部先后请外交部、、
国家计委国家计委、、商业部商业部、、农业部农业部、、中联部中联部、、中中
央统战部央统战部、、全国总工会等全国总工会等 7070多个部门多个部门
和单位的人员来院作报告和单位的人员来院作报告。。他们对形他们对形
势的分析势的分析，，对理论的阐述对理论的阐述，，对党的方针对党的方针
政策的讲解政策的讲解，，深入浅出深入浅出，，具体明了具体明了，，给给
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联系实际是多方面的联系实际是多方面的，，要联系社要联系社
会实际会实际，，联系军队建设实际联系军队建设实际，，还要联系还要联系
个人思想实际个人思想实际。。罗荣桓把联系个人思罗荣桓把联系个人思
想实际想实际，，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用他用他
的形象说法就是的形象说法就是““思想回炉思想回炉””。。在在““思思
想回炉想回炉””过程中过程中，，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克服骄傲自满情绪，，
克服以功臣自居情绪克服以功臣自居情绪，，加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锻炼，，
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保
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学院有的领学院有的领
导干部之间产生了摩擦导干部之间产生了摩擦，，有骄傲自满有骄傲自满
情绪情绪，，影响到了班子团结影响到了班子团结。。罗荣桓找罗荣桓找
他们谈心他们谈心，，说说：：要团结要团结，，要正派要正派，，多作自多作自
我批评我批评。。他还说他还说，，不要骄傲不要骄傲，，我们都是我们都是
在毛主席教导下学了一点儿东西在毛主席教导下学了一点儿东西，，有有
什么可骄傲的什么可骄傲的。。

罗荣桓强调讲书本罗荣桓强调讲书本，，不能背书本不能背书本，，
根本目的是改变脱离实际的倾向根本目的是改变脱离实际的倾向，，使使
教学为现实服务教学为现实服务，，用正确的理论认识用正确的理论认识
世界世界、、指导实践指导实践，，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
来来，，把世界观搞对把世界观搞对。。

罗荣桓坚持勤俭办院罗荣桓坚持勤俭办院，，给各级领给各级领
导留下了深刻印象导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荣桓反对把办公室罗荣桓反对把办公室、、宿舍宿舍、、俱乐俱乐
部搞得过分讲究部搞得过分讲究，，也反对把家具也反对把家具、、设备设备
搞得过分奢侈搞得过分奢侈。。有的领导回忆说有的领导回忆说，，向向
罗荣桓请示什么都好办罗荣桓请示什么都好办，，就是请示添就是请示添
置设备太难了置设备太难了。。罗荣桓曾要求把将军罗荣桓曾要求把将军
学员宿舍的沙发撤下来学员宿舍的沙发撤下来，，把把““学员入学学员入学
就长肉就长肉””的伙食标准降下来的伙食标准降下来，，让大家过让大家过
普通一兵的生活普通一兵的生活。。但是但是，，他对干部他对干部、、学学
员员、、战士战士、、职工职工，，包括幼儿园的生活包括幼儿园的生活，，却却
十分关心十分关心。。

罗荣桓提倡艰苦奋斗罗荣桓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勤俭节约、、
自己动手办自己的事情自己动手办自己的事情。。他要求大家他要求大家
以以““人人当院长人人当院长””的负责精神的负责精神，，出主意出主意，，
想办法想办法，，为办好政治学院贡献自己的为办好政治学院贡献自己的
智慧和力量智慧和力量。。

在笔者采访过程中在笔者采访过程中，，大家都说大家都说，，
““人人当院长人人当院长””，，是罗荣桓的治校之道是罗荣桓的治校之道，，
也是他作风民主也是他作风民主、、不搞一言堂的生动不搞一言堂的生动
写照写照。。

（（据据《《党史博览党史博览》》罗昆禾著罗昆禾著））

让“人人当院长”的院长罗荣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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