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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坚强党性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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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龙元帅毕生奋斗，功垂史册，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深

切怀念。他骁勇过人，坦诚豪爽，在群众中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抗

战时期，晋西北的老百姓就称他为“活龙”。不仅如此，贺龙还是坚强党性的楷

模。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都应当是党的” 

  贺龙坚定的党性首先表现在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中共党史表明，在实践

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至关重要。遵义会议之前，由

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导致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遵义会

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从此中国革命便焕然一新。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

核心嘛？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 

  贺龙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他常说，党性不

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要体现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之中。贺龙时常教育自己的部下，

晋西北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是党中央与其他根据地取得联系的通道，具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党中央派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要在这里扎下根来，不管付出多大

代价也要保护好党中央。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首先要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贺龙有一句名言：人不能

没有自己的头，一个党、一个军队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头。这个头就是以毛泽东为

首的党中央，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维护好这个头。 

  抗战的相持阶段，由于敌人的封锁，各根据地物质生活极端困难，晋西北也

同样，不少战士到了冬天还无御寒的棉衣。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贺龙领导的晋绥

根据地首先想到的是支援党中央，把自己部队生产的有限物资送往延安。他说，

中央有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任何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全局，不能忘记应该首

先帮助中央克服困难。 

  贺龙深知，党中央权威必须依靠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来维护，依靠每个

党员的自觉行动。他常说，一个共产党员，什么都应当是党的，恐怕只有对老婆

的爱情才是属于私人的吧；但是当必要时，当党的工作需要而调走自己的老婆时，

自己还要服从这个调动。 

  

  “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 

  团结是力量、是旗帜、是形象，也是党性坚强的表现。贺龙就特别注意团结。 

  1934 年 10 月 24 日，对贺龙来说是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在贵州印江县

的木黄，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胜利会合

了。贺龙激动地对任弼时说：“红三军有两年多的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弄得我

们好苦啊！” 

  两天后，两军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红三军恢复

二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由他们三人负责

统一领导和指挥二、六军团。 



  会后，贺龙把军需处长贺彪喊来，说：“六军团的马大部分失落了，你把军

需处的马拨一部分给他们。你要挑几匹最好的马送给六军团的领导人。设法让营

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一匹坐骑。”他又指示经理处，给六军团送粮、送肉，并吩咐

部队连夜到山上割细草为六军团战友打草鞋。他还告诉军部值班参谋，两军会合

后站岗、放哨等勤务全部由红三军承担。 

  贺龙与任弼时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成为全军团结战

斗的榜样。看到这些，战士们也很感动： 

  “你们看，我们这两位‘小胡子’首长，性格不一样，相处得倒比一家人还

亲咧。” 

  另一个说：“就是嘛，我今天看见他们连洗澡也要一起去，边洗还边谈个没

完没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二、六军团来自不同的根据地，在习惯、作风等方面

难免有些差异。但由于有贺龙与任弼时的团结友爱的榜样，两个军团广大指战员

亲如兄弟，胜似一家。多年后，贺龙评价说：“二、六军团会师是好的，可说是

全军会师的模范。”还说，“两军团六七千人，六七千个心，可大家团结得像一

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1935 年 11 月，红二、六军团奉命转移，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

的长征。最初的 4 个月，贺龙与任弼时率领部队几乎天天行军打仗，并有一个

多月的时间，陷入了“离开根据地以来最艰险的境地”。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任

弼时病倒了，高烧，可能是肺炎。贺龙十分着急，把卫生部长、医生、护士、副

官都找来，十分严肃地说：你们要好好照顾任政委！你们晓得，要不是任政委带

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的封锁和我们会合，我们就是离群的孤雁啊！ 



  任弼时极度虚弱，连马都无力骑了。贺龙就动员他躺在担架上。任弼时开始

坚决不干。贺龙就与萧克、关向应、王震等集体劝说。这样，任弼时才被迫坐在

担架上。贺龙则拄着棍子，迈着艰难的步子跟在旁边，还时常讲着笑话，而他的

双脚正在流血。 

  贺龙与任弼时是部队的主心骨。他们的团结一致与坚强领导，给战士以希望

与力量。王恩茂曾是二方面军的老战士，他在回忆录中写到： 

  二、六军团会师后，开创和发展湘鄂川黔苏区，也是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

有了任弼时的领导，当然也还有贺老总的领导，就使大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在

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苏区继续长征，通过雪山草地，

同样是处在困难的高峰时候，有了任弼时的领导，加上贺龙同志的领导，也就使

大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经过半年多的转战，1936 年 6 月，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翻越数

座终年积雪的雪山，终于在西康与红四方面军接应的部队会合。 

  

  “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整个部队沉浸于喜悦之中，贺龙、任弼时却发现有

些事情十分蹊跷：张国焘派来的“工作团”，带来了慰问品，同时也送来一些文

件和材料。王震发现其中有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内容，

马上下令烧掉，并报告任弼时。 

  1936 年 7 月 1 日晚，贺龙、任弼时见到了朱总司令。经过数年的浴血征战，

久别重逢，自然分外亲切，有许多话要谈。然而，一见面，朱德就把从沙窝分兵

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行径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并拿出一大叠



文件：有政治局关于北上的决定，有中央严令张国焘北上的电报，有“关于张国

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等等。 

  朱德沉重地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 

  听了朱德的介绍，任弼时坚定地表示：“朱总司令，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坚

决服从您的命令，一切听从您的指挥。”贺龙也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

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与中央会合呢！”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

任政治委员。在同张国焘宗派分裂活动的斗争中，两人又一次站在一起。 

  会师的第二天，召开庆祝大会。朱德在讲话中明确地说：西康不是我们的目

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切困难，到陕北同毛泽东率

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坐在主席台上，贺龙就坐在旁。张刚起身要讲话，贺

龙就半玩笑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结果张国焘硬是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后来，贺龙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

黑枪，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在红军将领及广大红军战士的共同反对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同意北上。 

  多年以后，朱德说：“与二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气壮了。” 

  按照朱德的意见，任弼时暂时与贺龙分手，随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军总司

令部一起行动。在此期间，任弼时努力做四方面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推动张

国焘北上；同时在给贺龙、关向应的电报中建议：“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

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的责任的。”贺龙等马上回电：“我们完全同意你

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贺龙与任弼时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互相

配合，团结一致，为主力红军的大会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后来，在延安召开了批判张国焘路线的会议，贺龙指着张说：“当你是共产

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 

  

  “有意见就要直言不讳” 

  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

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1944 年 7 月 22 日，美军观察组的第一

批人员飞抵延安。8 月 7 日，第二批人员到达延安。15 日，《解放日报》发表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定的，标题上“战

友们”是他加上去的。 

  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延安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协

商共事。外事组给予美国友军许多帮助和支持。作为回报，美军观察组也为延安

提供了不少方便。观察组有定期航班来往于延安、重庆之间，主要是给美军观察

组运输供应品，中共一些人员可以搭乘他们的飞机来往于延安、重庆以及抗战胜

利后的北平与上海。当时，中共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没有坐过飞机，很想体验

一下，于是就发生了某位中央首长搭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在延安上空兜风之事。

对此，贺龙很有看法。 

  一天，贺龙约薄一波一起去打猎，途中稍事休息。他问薄：“你对最近发生

的这件事怎么看？” 

  薄问“什么事？” 

  “就是坐着美国人的飞机兜风啊！”贺龙答道。 



  因为不了解情况，薄一波未予置评。 

  贺龙激动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人家既然叫美军观察组，驻到延安，就是来观

察我们的。我们也要观察他们，按照国际礼仪，同他们友好交往，这是没有问题

的。可是有什么必要坐着他们的飞机去兜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位高级负责同

志身上，我看太不检点，真是乱弹琴！这对党的影响好吗？中央开会时，我还要

当面提出。有意见就要直言不讳，该批评的事就要批评，不管它发生在谁身上，

绝不可因为官大就避而不讲，讳莫如深。我觉得，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

生活中，应该保持敢于直言的正气。古人尚且主张“面析其过”，如果我们都做

不到这一点，还叫什么共产党人！ 

  薄一波没有发表意见，但他十分钦佩贺龙的直抒己见的精神：我以为他的这

番议论在当时是有思而发的，在今天这种直言不讳的精神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

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