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周素园事迹谈对长征精神的再感悟
李 静

（毕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毕节 551700）

收稿日期：2013-07-10
作者简介：李 静（1983—）女，贵州威宁人，毕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1936年2月，红二 、六军团长征到了黔西北重镇毕节，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
随红军长征到了延安，之后，周素园一直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做贡献。通过对周素园长征事迹
的再回顾，以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不畏艰难,不怕困苦,不惜流血牺牲的长征精神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新时期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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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使得红军保留了革命的种子，也正是因为红军长征，才有了后来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胜利。长征不仅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而且铸就了无与伦比的长征精神。长

征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穿着长衫，却熟读马列著作；他不是共产党员，却是红军队伍的一员；他已

经快到花甲之年，却与红军指战员一起, 历经千辛万苦,走完了史无前例的长征路，他就是长征中的秀

才老兵周素园。

1936年2月，红二 、六军团长征到了黔西北重镇毕节，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随红军

长征到了延安，在抗日战争中，周素园受任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凭借其在国民党政界、军界的威望，多次

斡旋于两党之间，为八路军募得大量的药品、钱物等急需物资，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

周素园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又当选为副省长。周素园一生追求进步

和革命思想，从改良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发展成为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他虽然没

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是一个正式的红军，是中国共产党亲密而可敬的朋友和同志。

一、周素园的长征过程

1936年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长征到毕节，首先成立毕节革命委员会。虽然国民党

的专员莫雄临走时劝周素园也避一避，但周素园凭着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研究了解，凭着自己救国救民

的赤子之心和刚直不阿的一身正气，更怀着想要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渴望留了下来。在对红军的逐渐

了解中、在与红军首长的多次交谈中，周素园了解了党和红军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的感召下，他毅然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并立即全身心投入工作，从思想

上、组织上对抗日救国军进行充实整训，还积极参与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周素园原本在贵州、在毕

节的影响就非常大，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的消息一传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很短

的时间内，贵州抗日救国军的规模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面对蒋介石在黔西北的重兵“围剿”，红二、六

军团被迫离开黔西北，继续战略转移。[1]已57岁的周素园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毅然跟随红军继续长征，

并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向地方军阀晓以民族大义，缓解冲突并宣传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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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渡过金沙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历经千难万险，周素园跟随红军爬雪山、过

草地，行程近万里，最后到达陕北。

二、周素园的长征精神

1.为了理想信念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到底的精神

理想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奋斗的目标，信念是人们对理想所持的坚定不移的态度，以及为理想

而奋斗的热情、意志和决心。在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没有能够阻挡红军胜利实现战略转移的信心和决

心，同样没有能够阻挡许多爱国人士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2]当红军长征来到毕节时，周素园已经

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十余年，在这期间他逐渐开始信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道理，他的思想也由此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此时的周素园已经明白旧军阀早已靠不住，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靠不住，他在关注着一

股力量，就是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和二、六军团的接触中深深

为他们介绍的救国救民和抗日主张所感动，1936年3月初，红军撤离毕节继续北上抗日时，周素园不顾

年迈多病要求随军行动，组织上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他坚持说:“我今年快 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

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随后，一个穿着长衫的特殊人物便

出现在红二、六军团的队伍中，这便是周素园。[3]由于他年纪大，过去也没有徒步行军的锻炼，在征途中

屡屡生病，两腿有时流着脓水，但周素园和其他红军一样有着坚定的信念——“长征是为解放全国人

民、为绝大多数群众谋利益的战略行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这坚定的信念使周素园克服

困难完成长征，这坚定的信念同样成为红军在艰险的逆境中愈挫愈勇的强大精神支柱，成为红军战胜

一切困难和敌人的力量源泉。

2.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遵义会议成功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长征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把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把我党我军从危亡边缘挽救出来，保存了革命力

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挫折走向胜利。[4]红军到达比节后，周素园并未轻信道听途说，凭着自己对

马列主义的研究了解，凭着自己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和刚直不阿的一身正气，周素园留了下来，他实在

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张和政策，看看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在和红

军首长的多次交谈中，周素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的感召下，他毅然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并立即全身心投入工作，从思想上、

组织上对抗日救国军进行充实整训，还积极参与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5]正是周素园实事求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才让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深入了解红二六军团，了解共产党，从而坚定了他的

信仰，从此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3.顾全大局、紧密团结、联系群众的集体主义精神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长征中，在同强大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殊死搏斗的同时，红军

还特别重视军民团结，所到之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严守群众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

护和支持。红二六军团进入毕节后，周素园作为“打土豪”的对象被关押起来，但在抄家的时候，却意外

地发现他家里的书架上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群众都说周素园是好人，不欺压

平民百姓。知道这些情况后，红二六军团的领导找周素园谈话，了解到了周素园支持革命，追求进步，

多年前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在统一战线精神的指导下，安排周素园担任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由于周素园在毕节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很大，扩红任务完成得

很顺利，部队军需也得到了很大的补充。[6]就是这顾全大局、紧密团结、联系群众的长征精神让进步人

士周素园能成为长征队伍的一份子，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

三、周素园长征精神的当代意义

1.树立远大理想，建设美丽中国

当今，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在这样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我们固然有着许多有利条

件和因素，但也有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要利用好当前较好的国际、国内环境，一心一意谋发展，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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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停顿，与世界强国的差距必然越来越远。国强才能民富，我们的人生幸福与追求与国家的强盛是

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要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因此，我们必须

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不断克服困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2.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历史已经表明，我们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什么时候尊重了客观规律，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就能

客观地认识形势，就能准确分析形势，就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

而奋进的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长征精神更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由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因而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的出现，各种政

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伴随而来，如就业问题、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对这些问题如果

不及时采取有效的解决方法，就势必会对社会造成不安定的影响。解决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维护安

定团结，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了解群众疾苦，关心群众困难；不唯书，

不唯上，只唯实，敢于说真话，办实事，采取正确的措施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

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使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增强他们对党和政府的理解和信

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3.使团结协作的精神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相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金钱在社会地位中的提高，唯利是图惟

利是图、金钱至上等错误思想在社会生活中蔓延，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封建迷信活动也有

抬头的趋势。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移风易俗，兴利除弊，大力弘扬团结互助的道德

风尚，营造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要在群众中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倡尊重人、

理解人、关心人、多为社会尽义务，多为困难人群提供帮助的社会风尚，形成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道德文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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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Su-yuan’s Story-based on a Sense of Long March Spirit
LI Jing

(School of Marxism of Bijie University, Bijie, Guizhou551700, China)
Abstract: In February, 1936, the second and the sixth Red Army marched to Bijie which was very impor⁃

tant in the northwest of Guizhou Province. Zhou Suyuan became the commander of Guizhou Anti Japanese Na⁃
tional Salvation Army and later he went to Yan’an with the Red Army. Reviewing on Zhou Suyuan long story,
to make us more profound feeling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con⁃
struction of well-off society in the new perio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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