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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二九师精神产生于我们党完成政治任务、战胜战争灾难和改善党的现状的需要；革命

性、先进性、创造性、民主性和群众性是其本质特征；继承和弘扬一二九师精神，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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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6 月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进驻涉

县，直到 1947年 6月率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

在邯郸战斗、工作和生活了七年。七年间，一二九

师在邯郸同侵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创建

了面积最大（20 万平方公里）、人口最多（2800 万

人）和经济军事实力最强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形成

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

的一二九师精神。一二九师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

革命时期的发扬光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同时，也是邯郸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认真研究

分析一二九师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本质特征，对

于大力弘扬一二九师精神，学习借鉴历史经验，加

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健康快速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一二九师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种精神的形成首先是这个时代所进行的历史

实践的需要。伟大的实践，需要有伟大的精神来支

持和鼓舞。一二九师在抗战时期所面临的任务和进

行的事业，需要一种富有时代特性的革命精神，这

就是一二九师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土壤。 

（一）一二九师精神是党完成政治任务的需要 

一二九师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由红军改名为

国民革命军，同年十月出征抗战。期间经历了在部

队内部肃清张国焘路线影响、参加阳明堡和正太线

整个战役等重要事件。1940 年 6 月，一二九师师部

来到涉县。8月即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

前，日军认为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作战也以游击

战为主体，如果遇到日军进攻，除四散逃避外，还

不能集中部队对日军进行攻击。百团大战后，日军

对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并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同时，

我们还面对着国民党在 1939年 1月五届五中全会确

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因此，一二

九师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从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共

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克服投降危险抗战困难

的声明》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声明》指出：

在这个政策（指“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

的执行中，已经产生了消弱抗战力量引起人心不安

的严重后果。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日困难是

到来了，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

党坚决相信这些危险与困难是完全能够克服的。因

此，抗日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伟大战争，是需要动

员全民族力量进行的一场持久战争，而要想使这样

一场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必然也必须有一种革命的

伟大精神来支持，否则，要想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

胜利，几乎不可能。可见，民族存亡的危机感和共

产党人的使命感是一二九师精神产生的原动力。 

（二）一二九师精神是党战胜战争灾难的需要 

1940 年 6 月，一二九师来到涉县，但要想在这

山穷水穷人更穷的土地上站稳脚跟，稳住局势，壮

大革命力量，发展革命武装，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

1941到 1942年，日本侵略者集中其侵华的主要力量

来攻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后根

据地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使我们的根

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一二九师政治部在一九四二

年八月二十八日撰写的《关于太行区反蚕食斗争的

总结报告》中写到：在一分区，井陉已变成无人区；

在二分区，我始终处在敌进我退的状况；在三分区，

以二月扫荡后为最严重时期；四分区、五分区、六

分区情况也一样，与其他根据地同样存在敌进我退

的异常严重的局势。同时，当时掌握全国政权的国

民党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

反共高潮，大搞反共摩擦。从 1940年冬起，国民党

政府完全断绝了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经费的接济。

因此，我们根据地财力、物力消耗极大，但却无任

何外来援助。 1942、1943两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又连



第 2期                      张剑利等：一二九师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本质特征和时代价值                     59 

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太行山区人民负担很重，

军队供应也极其困难。在这样情况下，邓小平同志

按照中央要求，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胜利度过了

经济严重困难的岁月，同时，在经受艰难困苦的磨

练和考验中，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精神风貌。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战胜战争灾难便成

为一二九师精神生发的催化剂。 

（三）一二九师精神是改善党的现状的需要 

毛泽东说过：我们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

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

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

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

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

为党工作。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

应有的性格和作风。这些优秀的性格和作风，无疑

是一二九师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二九师精神

在党的队伍中的体现。 

虽然我们党经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

验，在政治上日臻成熟起来。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历

史发展转折关头，我们党的状况同领导全民族抗战

的要求比起来，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一二九师

抗战以来的工作总结报告》（1940年 5月 24日）在

提到存在的问题时指出：由于社会基础的广泛性，

也影响本军成分的相当变更。由于新的血液大批加

入，渗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因此，政治工作一方面

要始终保持着党的绝对领导，一方面必须在优良传

统的基础上，善于运用与发挥新的力量；部队的发

展、地区的广大，要求提高干部的能力，大批新干

部的创造和引进，特别是需要一批能够独立工作而

不致出乱子的干部；加紧干部教育（特别是石家庄

附近五个营级干部的逃跑和投敌，七七二团一次五

个连级干部逃跑当土匪，以及散布在外工作的干部

受到外界引诱贪污腐化，成为不易收回的野人的事

实警惕了我们），建立轮训制度；党的建设中心放在

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上。因此，为适应抗战的新形

势，完成抗战的艰巨任务，我党必须努力改变这种

状况，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在一定意义

上可以说，一二九师精神就是在努力改善党的现状，

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的过程中孕育

的。可见，改善党的状况与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为

一二九师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直接载体和主体

动力。 

在一二九师精神熏陶下，我党一大批干部逐步

成长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中坚力量。仅军事将

领就有 2位元帅、3位大将、18位上将、296位少将，

杨尚昆、薄一波、万里等数十位在建国后担任过党

和国家重要职务的领导人也曾在邯郸工作过。 

因此，一二九师精神是以刘伯承、邓小平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奋斗

中，在革命斗争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形成的以共产

主义理想为灵魂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而正是因

为有了共产主义理想这个坚强支柱，一二九师精神

才真正成为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正如邓小平

同志所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

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正是有着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中国共产党人才能

够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过程中不怕困难、不怕牺

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现实条件下，虽然我们

党面临的客观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党的

性质和宗旨没有变，因此，一二九师精神仍然具有

极强的生命力。 

二、一二九师精神的本质特征 

一种事物有无生命力，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优

良的品格。一二九师精神内在的特性和品质，决定

了它是有生命力的。一二九师精神自身的特性是一

二九师精神的生命根基。 

(一)一二九师精神的生命力在于它的革命性和先

进性 

一二九师精神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艰

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抗战时期形成的一二九师精神

所指引的方向，是共产主义方向。共产主义理想是

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崇高的理想。当时，中国人民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从事的革命，属于新民主主义

性质，同时也是实际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朝着共产

主义伟大目标前进的。一二九师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人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奋斗中，在革命斗争极

端困难的环境下，形成的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灵魂的

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而正是因为有了共产主义理

想这个坚强的支柱，一二九师精神才真正成为一种

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依靠这种革命精神，中国共

产党和革命人民艰苦奋斗，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重

重困难，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夺取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二九师精神虽然形成于战争年代，是特定环

境和条件下的产物，但其内涵和追求宏旨并非根源

和决定于特定战争环境，而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

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只要党的性质、宗旨和为共产

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没有变，一二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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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就不会过时，不会失去其存在价值。在现实条

件下，虽然党面临的客观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同时也是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性质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并没有改变，坚持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

斗是党始终不渝的目标和方向。这里应当明确，实

现共产主义是一个由不同的阶段和若干代人长期奋

斗的过程。因此，如果说在一二九师精神诞生的年

代，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朝着共产主

义远大目标奋斗的第一步，那么民主革命胜利之后，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直至现在进行的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则是这场伟大实践的

继续延伸和拓展。两者在根本方向和追求宗旨上密

切相连，统一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神圣历史

使命中。在当前改革攻坚和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

的关键时期，更没有理由淡化甚至放弃不怕困难、

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精神。 

（二）一二九师精神的生命力在于其实事求是、勇

于实践的创造性 

实事求是是一二九师精神产生的思想基础。实

事求是是既强调科学性，又注重实践性。抗战时期，

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建设中得到

了集中的体现。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建设时期，邓小

平在密切配合刘伯承做好军事斗争工作外，立足根

据地现实斗争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根据地建设的

思想，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比如，

在政治建设方面，通过“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

建立起人民民主的各级政权机构；在经济建设方面，

大力发展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

在文化建设方面，实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努力满足

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等，都是根据当时

客观形势的发展制定出来的政策，无一不是实事求

是的结果。 

邓小平曾经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

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

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

为党恢复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

线，在各项工作中自觉地按客观规律办事。然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

业，比以前的革命更艰巨、更复杂。我们既没有现

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也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供选择，

只能靠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理论和实践

结合起来，进行积极慎重的实践和艰苦细致的调查

研究，按客观规律办事。唯此，我们才能在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开辟一条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实事求是的一二九师精

神，在今天仍然是胜利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是关系到党的事业

盛衰兴亡的大事。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乃是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出的科学选择。政治

上坚持党的领导，支持和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

主；经济上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导地位，坚

持共同富裕的总方向。它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悖离党

的宗旨和历史使命，没有偏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相反，它正是一二九师精神的革命性和先进

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动反映，更是一二九师精

神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 

（三）一二九师精神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民主性和群

众性 

一二九师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

神。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日起，就是为了人民的解

放事业而斗争。延安时期，党把“为人民服务”作

为其根本宗旨确定下来。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根据

党的历史的新鲜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

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这些理论观点生动地体现在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并成为解放区党政军民的自觉行动。一二九师在涉

县时期，时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作

为自己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那时，党的每项重大

决策，都坚持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内绝大多

数同志处处把人民装在心里，真心实意、坚持不懈

地为人民谋利益。旧中国政治黑暗，贿赂盛行，而

当时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和全国其他党的根据地一样

则是一片净土。他们被人民誉为“民主的政治，廉

洁的政府”。那时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重

要原因是党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得到了人民群

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爱戴。人民群众坚定地同党站

在一起，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巨大力量。“家家都有老

八路，户户都是老房东”，就是一二九师精神的民主

性和群众性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一二九师精

神具有强大持久的生命力。具有民主性和群众本色

的一二九师精神，作为联系群众、廉洁奉公的一面

旗帜，为端正党风、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是

党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的传家宝。 

因此，我们可以说，革命性、先进性、创造性、

民主性和群众性是一二九师精神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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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bert's aesthetic dilemma in Lol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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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ovel Lolita of Vladimir Nabokov, Humbert is an extreme individualist and an artist. His aesthetic 
pursuit is dramatically contradictory: on the one hand, it consoles his psychic trauma and gives him meaning of life; 
on the other hand, it plunges him into survival dilemma and leads to his self-destruction. His story proves the truth 
that anyone in the real world, if his aestheticism defies ethic morality, will end up in the pain of psychic exile 
without a sense of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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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二九师精神的时代价值 

继承和弘扬一二九师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开始后，刘邓大军在太行山区建立了华北

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期间，

对日作战数万次，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经过 8 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国人
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八路军 129 师也在
战斗中逐步发展壮大，从 1937 年 10 月挺进太行时
的 9160多人，发展到 30万正规军、40万地方武装。
解放战争初期，根据中央部署，刘邓大军千里挺进

大别山，创建新的根据地，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

心脏地区，为全国战争局势的改变起到了决定性的

战略作用。以刘伯承、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一二九

师何以能在赤岸这个普通的太行山小山村，创造出

如此的辉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

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出的一二九师精神的支

撑。在中国革命转折过程中形成的一二九师精神，

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勇于担当、

勇于胜利的进取精神，它体现着鲜明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因此，一二九师精

神的深刻内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

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撑。在当前大力弘扬一二九师精

神，将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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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time value of the 
spirit of the 129 Division 

ZHANG Jian-li, XIE Zhi-jun 

(Handan Party School, Handan 056004, China) 

Abstract:129Division spirit is produced in our party to complete the political task, overcome the tragedy of war, 
and improve the party's present needs; being revolutionary, advanced, creative, democratic and of a mass character 
is its essential character;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129 Division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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