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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抛弃高官厚禄参加革命

朱德、贺龙、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入党前在旧军队里都

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朱德曾任滇军第 13混成旅旅长、

云南警务处处长兼昆明警务厅厅长、 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

党代表等职。 1926 年 10 月 15 日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

衔。 按照当时的规定，军长一般等同于上将或中将加上将

衔。 贺龙入党前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 15 师师长、第 20 军

军长等职，授予中将军衔。 刘伯承曾任川军第 2 混成旅旅

长、国民革命军暂编第 15军军长。 叶剑英曾任国民革命军

新编第 2师代师长、第 4军参谋长等职。 彭德怀在 1927年

10月曾任国民革命军第 35军第 1师第 1团团长。 任命公

布后，和彭德怀一起追求进步的战友们曾怀疑他会不会从

此平步青云，改变救国救民的初衷。彭德怀当即表示：坚决

走共产党的路，主意已定，决不回头。

老帅们在旧军队里可以说已经享受过高官厚禄的优

裕生活，屡经升官发财、声色犬马的考验和诱惑。可是一旦

入党，他们就都毅然告别了旧的生活，让其化作脚底的尘

埃，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

叶剑英回忆说： 那时当师长每月差不多有两三万元

（大洋）的收入。不用贪污吃兵饷，名正言顺的收入 10个月

就是二三十万，当上两三年师长就是百万富翁。 如果为了

个人利益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 可是蒋介石屠杀

工人群众，变成十足的反革命。想了又想，只有革命才有出

路。 叶剑英入党不到 1个月，就参与策划了南昌起义，4个

月后就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

在那时，投身革命是很危险的，不但随时随地会遇到

危险，经受饥寒交迫、枪林弹雨的艰苦考验，还可能被反动

派杀头。陈毅的文学、书法天赋极为突出，他当时完全可以

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吃一碗安稳饭。 罗荣桓大学学的是工

科，当建筑师本来是他的理想。 在“实业救国”风气盛行的

那个年代，中国也极其缺乏能够建高楼、架大桥的人才，这

不失是一条个人成名成家的稳妥之路，他原本可以成为中

国最早的现代建筑师。可是，在入党后的第二个月，他就把

自己心爱的教科书、英语词典、计算尺都送给了同学，毅然

遵照党的指示，去乡下开展农民运动，紧接着就参加了举

世闻名的秋收起义。

1922年暑期，聂荣臻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化学工程

系学习，是中国比较早进入此专业领域的人才。 该校校园

宽阔、环境优美、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提供住宿，是个

做学问的好地方，美好的个人前程在向他招手。可是，聂荣

臻并不这么想。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后，他认识到：不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

治，发展民族工业就只能是一种幻想。 要想拯救国家与民

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实行劳工专

政，实行社会主义。 1925年 2月，聂荣臻奉党的指示，到莫

斯科红军学校改学军事。 从此，开始了他为党为国为民的

军事生涯。

开国元帅们的入党历程

十大元帅中

朱德入党时年龄最大

在开国十大元帅中，最早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是朱德。

说起来，朱德的入党还颇费

了一番周折： 从 1919 年五四运

动起， 朱德就受到新思想的冲

击， 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走上了为救国救民寻找真理的

道路， 并认定只有共产主义、

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为此， 他

不惜辞去军职，开始了寻找党和

真理的历程。

1922 年 6 月， 孙中山在上

海愿以 10万元大洋委其组建新

滇军，被他婉言谢绝。之后，他见

到了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

陈独秀，并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陈独秀则回答说，像朱德这

样的旧军队高官加入共产党，以

前还从没有过。如果他真想加入

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

的事业， 随时准备为它献出生

命，并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

的申请。

陈独秀的回答使朱德感到

痛苦，他后来回忆说：“我感到绝

望、混乱。 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

秩序里，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

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

为此， 他远渡重洋来到法

国，当听到中国留法学生已经建

立了中国共产党留法组织后，马

上与之联系。

当听说中共旅法共产党的

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已经去了德

国的消息后，朱德立即乘火车赶

往柏林，向周恩来坦陈了自己怎

样会见孙中山，怎样被陈独秀拒

绝，怎样为了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和中国新的道路来到欧洲；并表

达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愿望，并表示组织派他做什么

工作都行，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

工作， 决不再回到旧的生活中

去。

朱德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

定信念深深打动了周恩来。1922

年 11月， 朱德于德国柏林由张

申府、周恩来介绍入党，时年 36

岁。他是十大元帅中入党时年龄

最大的一位。

第二位入党的元帅是聂荣

臻， 他于 1923 年春在比利时加

入中国共产党。

第三位是陈毅， 他于 1923

年 11月在北京由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 年 10 月，林彪在广州

黄埔军校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 年 5 月， 刘伯承于四

川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3 月， 徐向前于湖

北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5 月， 罗荣桓由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

1927 年 7 月， 叶剑英在江

西加入党组织。

1927 年 9 月初， 在南昌起

义部队南下途中，贺龙于江西瑞

金锦江中学入党。

十大元帅中，最后一名入党

的是彭德怀， 入党日期约为

1928年 4月左右。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后

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

的林育南、陈潭秋、恽代英、林育

英等人在湖北黄冈创办了一所

学校。1919年，12岁的林彪就在

这所学校学习，林育南、林育英

是他的堂兄，林彪一直与他们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入党时尚不

满 18周岁， 是十大元帅中入党

年龄最小的一个。

危急关头不改坚定信念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

背叛革命，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

和革命者，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

之中，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战士牺

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此时此刻，有些号称“革命家”

的人逃跑了、叛变了。 报纸上每天

都有人在显赫位置上刊登启事或

联合声明，宣布脱离共产党。 可就

在这历史转折的严峻关头，真正信

仰共产主义的徐向前、 罗荣桓、叶

剑英、贺龙、彭德怀等人在大革命

失败的低潮中， 迎着反革命的逆

流，毅然、决然地投入党的怀抱，像

海燕一样迎着暴风骤雨振翅高飞，

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屈

不挠的战斗精神。

1928 年 7 月 22 日，彭德怀领

导的平江起义爆发。 此时此刻，摆

在彭德怀面前的是一条充满艰辛

的道路。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后，共产党领导的几十次大大小小

的起义都失败了。国民党正在气势

汹汹地清剿革命力量，革命处于低

潮。 在这种形势下，以只有 800 人

的一个团的兵力发动起义，向反动

营垒挥戈一击， 力量是何等的薄

弱，要冒多么大的风险。但是，一个

共产党员的使命感使他意识到，当

革命事业受到危害时，自己应该毫

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赴汤蹈火也在

所不辞。 正如他在 1959 年庐山蒙

冤后，依然充满激情地说：“共产党

员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只要国家兴

旺、人民幸福，我就快活了！ ”

面对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形势，

贺龙说：“不管形势怎么变，我贺龙

要始终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

边。 ”“我不怕失败，南昌起义无论

胜利与否，我都干。 ”“因为我干的

是革命，不怕失败。干革命，人民拥

护。 我们可能被杀，人民永远杀不

绝。 ”“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

罗荣桓说：“我现在看清楚了，

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劣绅就是把

中国搞得国弱民穷的恶势力。要打

倒恶势力，把广大工农商学兵各界

民众联合起来，唯有共产党才能担

当此任。 ”

徐向前回忆起自己入党时的

情形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共产党

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

血。 ”这成为了他一辈子都在努力

实践的誓言。

叶剑英从 1924 年起就要求入

党，一开始，有人说他是蒋介石嫡

系部队的团长，入党的要求没有得

到批准。 可是他认准国民党腐化，

必然失败；共产党朝气蓬勃，必然

胜利。 因此坚决要求加入共产党，

并最终经受住了组织的考验。

元帅们的入党都是理性的选

择。刘伯承入党前曾说过：“辛亥革

命以来十几年的所见所闻和生活

经验，使我悟出一条真理———就是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

的真谛。 中国应该向何处去？ 哪一

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一定要

深思熟虑。共产主义道路正代表了

中国的发展方向。 ”

陈毅在入党前也曾在寻找真

理的道路上彷徨过。早在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

和森就曾问及他是否打算入党。陈

毅回答说，“我准备读书或搞翻译，

办报纸、办学校”。 起初，他怕受约

束，不想马上加入党组织。可是，切

身经历使他很快认识到：封建主义

和资本主义都靠不住，只有新型的

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才最

有生命力，最有前途；个人的力量

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加入到组织中

去， 通过集体的奋斗才会有所作

为。 于是，他坚定地提出了加入党

组织的请求。（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 9 0 年的风雨

历程，回顾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特

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卓越的领导

人———共和国元帅们的入党历程，至

今仍令人感慨万千。

心提示

核

朱德元帅（左）和彭德怀元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