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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期光》

内容概要

钟 期 光
(1909-1991)
钟期光，曾用名钟昱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
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
钟期光，1909年1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东乡一个佃农家庭。 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后又考进平江县
天岳书院，读完了高小和初中。1926年夏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
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队伍之一-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一大队。 该队前往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
收起义后，钟期光被派回平江发展游击武装和开展地方工作，任中共平江县区委书记、 游击队党代表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曾参与组织领导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1928年夏，钟期光护送滕代远进平江县城与彭德怀共举起义大计。 红五军撤离后，留在平江坚持武装
斗争。1929 年任江西铜鼓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和县苏维埃代理主席。1930年7月，调任红五军秘书
长，参与组织红五军攻打长沙的战斗。后历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文委主任，湘鄂赣省委秘书长， 湘鄂
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武装斗争， 1935年5月
红军独立团扩编为红十六师后，任师政治部主任。后任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参
加了湘鄂赣边区极其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湘鄂赣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 钟期光任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4月，
陈毅组建由粟裕任司令员的抗日先遣支队后，钟期光任支队政治部主任，与粟裕率部挺进江南敌后发
动群众进行抗战。 在率部开辟新区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使
先遣支队圆满地完成了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的任务， 为新四军主力迅速在江南扎根起了开路先锋的作
用。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11 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
主任。1940年7月任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1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5年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参与创建了苏南、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参加开辟了苏浙皖边新
区。
在主持政治工作期间，钟期光工作作风扎实，以实干家著称， 一贯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把
政治工作当作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并将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抗日战争的新任务、新环境巧妙结
合， 从而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做出了新的建树。 他在不断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出《对改进
目前连队政治工作意见》、《在整训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问题》、 《改造思想和改进我们
的工作》、《本师的五年》、 《论部队中政治工作建设》和《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等论文
，进一步丰富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宝库。
三
解放战争初期，钟期光任新四军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战略任务转变过
程中，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我军必胜， 蒋军必败"的政治思想教育深入人心。全国内战爆发前
夕， 向华中野战军部队发出《开始打》的战时政治工作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深入动员。战争爆发后，
在具体负责组织协同战斗，开展对敌政治攻势，训练俘虏， 协同后勤补给和联络民工支前等工作中成
绩突出，对"七战七捷"和月半歼国民党军5万余人的苏中战役，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期间，钟期光注意在政治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智慧， 及时总结并推广了部队开展"
功劳运动"的新经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杀敌热情， 使整个野战军的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
之后， 这一经验还被普遍推广到全军各部队，并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1947年1月，新四军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后，钟期光任华东野战军政
治部副主任。参与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西南战役、济南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前线部队政治工
作领导。
济南战役前夕，钟期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为野战军起草了《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提出
了"随俘、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 这一文件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并将其略作改动后转发全军。济
南战役期间， 率巡视团驻宋时轮兵团，组织各纵队之间的协同。济南战役后期， 领导了对起义的国
民党吴文化部的整编训练与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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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期间， 在前线指挥部负责主持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动员、俘虏的训练与调配、开展对敌政治攻
势等工作， 为夺取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显著成绩。
1949年2月全军实行统一番号后，钟期光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前线部队渡江作
战的政治工作。 对渡江战役和华东全境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解放后，钟期光协助陈毅参与上海市军管会政工部的领导， 具体落实中共中央的城市政策与城市
纪律，为肃清散兵游勇及流氓阿飞，维护城市革命秩序，保卫党政机关及公共场所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
四
1949年10月，钟期光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副政治委员。1951年1月军事学院成立后，任政治部主任、副
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对学院初建时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政治、文化教育等工作付出了极大
努力， 为我军第一所综合性军事学府的建成和完善，为培养军队干部，加速我军现代化、 正规化建
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12月，钟期光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1961 年又兼任战史研究部部长，对科研工作提出"研究
机构系统化、研究干部专业化、 研究工作经常化"的具体要求。在他的参与和努力下，全院的组织机
构和编制体制渐趋完善， 科研工作蓬勃开展， 人民解放军当时迫切需要的第一代各级各类战斗条令
与共同条例先后定稿出版，各个时期的战史编写完成近百本，科研专著译著硕果累累。
1963年9月，钟期光负责党委日常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兼管战史部工作后，对当时的"左"倾思潮特别
是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作法， 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并且力排众议，观点鲜明，提倡从立场观
点和方法上学习毛泽东思想， 学习与个人创造相结合的主张；针对林彪一伙混淆政治和军事关系的谬
论， 提出要"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 在战史研究
中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和求实态度。 曾不赞成抛开其他元帅单独编辑林彪文选。
"文化大革命"中， 钟期光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强加上"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统帅"、"反
对突出政治"等罪名，受到长期批斗、 监禁和摧残，直到1973年才被解除隔离审查，1978年才获平反。
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钟期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
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钟期光1991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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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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