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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简政”曾被疑动机不良
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

从1940年开始，在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的
严密封锁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41年进入
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
和财政问题》一文中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
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
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
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
真是大极了。”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的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人，在提案中建议实行

“精兵简政主义”。李鼎铭等人的提案出台后，引
起参议会的争论。有些参议员觉得，在抗日救国
的危急关头，我们实施精兵简政，就等于束手就
擒。许多人不能理解，个别人甚至认为李鼎铭是
党外人士，怀疑他提出精兵简政的动机不良。但
大多数议员认为该提案切中了边区的要害，以
165 票（到会议员 209 人）的绝大多数通过，并决
议“交政府速办”。

这份提案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把提
案的主要内容抄录到笔记本上，重要部分用红笔
圈起，并在一旁批注：“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
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全军57万缩至20余万
1941 年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
提出，“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

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下达后，全军
各部队迅速作出反应。在这之后，中共中央还
多次发表“精兵简政”的指示。1942 年 8 月 4 日，
毛泽东在致陈毅的电报中强调，应“下绝大决心
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电报中指出：“有一点
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
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
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
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勉强维持，
必难持久……”

1942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强
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
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重研究，实行
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
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精简。军队在抗战

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
缩小一半（由 57 万缩至 20 余万），量小而质精，
更有战斗力。

1943 年 10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将
“精兵简政”列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之一，
排在首位的“对敌斗争”之后，成为抗日根据地的
第二项大政策。

大批人员送入学校学习
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下达后，八路军

总直属队于1942年1月12日制定《精兵简政中人
员紧缩的具体办法》，要求“必须深入传达精兵简
政的意义，要经过上课讨论等方式，使每个人员均
具有正确的了解”。1942 年在八路军的三大主力
师中，贺龙的120师人数由35000人缩减至27000
人；陈光担任代师长的第 115 师及山东分局、山东
纵队司令部，仅三大机关就由 1 万人精简为 3500
人；刘邓的第129师师直、第385旅、新1旅和各军
分区，由原来 420 个单位减至 269 个单位，人员也
精简了1/3。

八路军总直属队在《精兵简政中人员紧缩的
具体办法》中，还规定了精简人员的去向：“大批人
员送入学校学习，长期培养，提高文化与科学知
识，创造八路军的知识分子。年青力壮的战士与
事务人员，充实战斗部队。部分青年投入生产事
业，学艺实习，半工半读，增加根据地的生产。不
能继续在军队工作的，本地人给予优待，遣其归
家；外地的由政府设法安置。”

通过精兵简政，陕甘宁边区出现“兵精粮足以
胜敌，政简负轻而安民”的好局面。

汉朝的“闺蜜干政”
据《羊城晚报》 这些天，韩国总统朴槿惠

“闺蜜干政”的新闻被爆出，一时间引人注目。
自古以来，外戚干政、宦官干政、后宫干政等等
层出不穷，可“闺蜜干政”这词儿还是第一次出
现，让人感到无比新鲜。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也曾有过“闺蜜干政”的情形，只不过那时候还
没人在意而已。这位干政的“闺蜜”大大有名，
就是著名才女、历史学家班昭。她不仅续写了

《汉书》，更在东汉和熹太后邓绥临朝执政的时
代深度参与政事，协助太后处理国务，成为“闺
蜜干政”的鼻祖。

班昭字惠班，出身史学世家，她的父亲班
彪、长兄班固都是著名历史学家。班昭从小生
活在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中，耳濡目染，自是有
条件博览群书，修炼得才华横溢。14 岁时，她
嫁给了同乡曹世叔，生下了一个儿子曹成和几
个女儿。后来丈夫去世，班昭没有再嫁，而是全
身心投入了帮助哥哥班固编修《汉书》的工作
中。公元 92 年，班固因为卷入政治倾轧，被牵
连入狱而死，留下尚未完成的著作；汉和帝刘肇
亲政后，深为《汉书》未完而遗憾，于是命班昭续
写完成。

在与班昭的交流中，皇帝对班昭的才华修为
十分钦佩，干脆又请班昭入宫教授自己的后妃们
读诗诵史，让宫中上下尊称她为“曹大家”。就是
在这时候，班昭与汉和帝的贵人邓绥相识，两人
一见投缘。邓绥聪慧好学，领悟力又强，让年届
中年的班昭十分喜欢，更加悉心栽培。两个人很
快成为了超越师徒关系的“忘年闺蜜”。

在班昭的言传身教下，邓绥在宫中处处隐
忍，以退为进，最后成功击败了皇后阴氏，于公元
102年成为汉和帝的新皇后。四年后，汉和帝病
逝，邓绥临朝执政。虽然女性的身份让班昭无法
走上朝廷，却始终在幕后帮助邓太后出谋划策，
协助她处理政务、治理国家。班昭熟读史书，历
代的兴衰成败、为政得失都了然于胸，有着丰富
的政治智慧。有了她的指点，年轻的邓太后如虎
添翼，初掌大权就有章有法，让大臣百姓都心悦
诚服。

对于班昭的“闺蜜干政”，史书并未遮掩，直
接记载：“及邓太后临朝，（班昭）与闻政事。以出
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班昭经常
出入宫中，成为太后高参，这是众人皆知的事
情。闺蜜如此“干政”了数年，她的贡献太大，除
了物质赏赐之外无法再酬答，邓绥只好封了班昭
的儿子曹成为侯，后来更官至齐国丞相，成为历
代少见的“拼妈族”。

有一次，邓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骘因为母亲
去世，请求辞职归乡。邓骘一直率军镇守边疆，
是国家北部的屏障。邓绥不想同意，但哥哥态度
很坚决，于是她去征求班昭的意见。班昭引经据
典之后说，大将军坚守忠孝之义，请求辞官守制，
正是功成身退啊；如果不允许的话，将来若有意
外，或者犯了什么小错，就难以保持谦逊谦让的
美名了。这是含蓄地告诉邓太后，如果邓家兄弟
不急流勇退的话，等一朝你不再掌权，任何小事
都有可能引发大祸端。邓太后非常聪明，立刻明
白了闺蜜的弦外之音，当即接受了班昭的建议。

邓绥临朝的时代，水灾旱灾频繁发生，但她
处置得宜，让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并向前发
展，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女主之一。与其他
临朝的东汉太后委托父兄管理国家不同，邓绥始
终是自己亲自掌管政权，而闺蜜班昭始终在她的
身前身后。因为邓太后业绩出众，天下敬服，所
以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虽然大家都知道班昭参
政议政，但从无一人指责弹劾“闺蜜干政”，反而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班昭安享晚年，直到七十多岁才去世。得知
她的死讯，邓太后十分悲痛，当即素服举哀，并派
专人办理班昭的后事，隆重安葬了自己的老师兼
闺蜜。不过,相比隐身在幕后的“闺蜜干政”，班
昭历史学家和才女的名声更大、更高，让人们忽
略了她的政治家身份。

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为李鼎铭）

1942年毛泽东拍板精简近半兵力

1941年底，中共采纳党外人士李鼎铭的意见，在陕甘宁边
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拉开大规模精兵简政的序幕。其中，决
定“精兵”20余万，占当时总兵力57万的一半。

▋据《党史博览》《人民政协报》

李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