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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10月14日是刘英大姐一百周年诞辰。
《刘英自述》在这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对刘英大姐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张闻天同志是我的老师，刘英同志是我的师娘。
他俩是在我们党内受到大家尊敬的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
　　张闻天同志犯过大错误，也做过大贡献。
在遵义会议上，他从教条宗派中分离出来，转过来拥护毛主席的路线、政策。
大家推选他当了党中央总书记。
从此，他同毛主席配合合作，领导长征取得了胜利，实现了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促使国共第二次合
作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我们的党和军队也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张闻天同志一生坎坷，长时间处在逆境之中。
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刘英大姐和张闻天同志相亲相爱，感情始终不变，令人非常钦佩。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刘英和张闻天结婚。
这个时候的张闻天是我们党的总书记。
按时下一些人的说法，是共产党里面最大的官了。
我听说，毛主席常常在大家面前开刘英的玩笑，说这是我们的娘娘啊！
在这种情况下，刘英大姐没有得意洋洋，照样上她的班，做她承担的一份工作。
与人相处还是那么平易近人。
　　党的七大以后，张闻天同志继续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可是实际分工，只负责一个政治材料室。
这是中央各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位，只有四五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刘英大姐并不因为张闻天负的责任很小，管的人很少，而感觉到自己脸面无光。
她与人接触、交谈，依然落落大方。
记得那时他们住在枣园，在窑洞前种了两小畦草莓，空闲下来，两人还下下围棋。
可说是安之若素，怡然自得。
　　丈夫做大官的时候，不得意忘形；官做小的时候，也不失意丧形。
能做到这样，确实很难得。
这点，给党内同志们的印象很好。
大家感觉到刘英是个很了不起的大姐。
　　“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张闻天同志赴东北。
他是东北局委员和合江省委书记。
领导剿匪，发动群众，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稳健。
当时东北和全国许多地方都犯了“左”的错误。
所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在东北是搞“扫堂子”，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
只有张闻天领导的合江省，顶住了“扫堂子”风，没有侵犯中农，也没有侵犯工商业。
农村也没有宣传和实行“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
合江省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东北以至全国非常突出。
这个时候刘英大姐同张闻天一起做工作，一起到农民中间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一起在农村参加群
众斗争，一起进行各项政策的调整。
工作很有成效，生活非常充实。
回顾在东北这一段，刘英大姐说是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
　　后来，张闻天到东北局当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
刘英大姐是哈尔滨市委的组织部长。
她确实是做到了公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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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个人不占一点公家的便宜，就是在工作上，也不利用夫妻关系图一点方便。
没有因为一个是东北局的组织部长，一个是哈尔滨市委的组织部长，而违反党内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纪
律。
有些事情走不通了，没有说我这个市委组织部长，可以找我的丈夫，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帮忙解决。
没有那种事情，从来不搞那一套。
　　在这一段，还应该提到的是，陈云、张闻天他们初到东北，就客观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
东北的情况，提出了东北工作的正确方针，得到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赞同。
后来，因为贯彻了这个正确的方针，使得整个东北能够在全国首先解放。
在这方面，张闻天确实是立了大功的。
刘英大姐参与了东北工作方针问题的争论，深知事情的经过，可是她并没有夫贵妻荣那一类想法。
丈夫立了那么大的功，我就应该分享果实。
她没有那种想法，也没有那种做法。
　　上世纪50年代初，张闻天同志接替王稼祥同志当驻苏大使。
1954年回国后当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进行大国外交，从事国际活动。
在有些人看来，真是风光一时啊。
在这个时期，刘英大姐先后担任参赞、使馆特委书记和外交部部长助理，协助张闻天工作，各方面关
系处理得非常好，该刘英出场时就有刘英，不该出场时就没有刘英，非常得体。
　　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同志受到打击，一下跌落到最大的逆境之中。
不是一般的受批评、受压制，是因为意见正确而受批评、受压制；而且不只是受批评、受压制，是罢
了官，撤了职。
这是多么大的冤枉！
这时张闻天什么工作都没有了，只能到经济研究所当一个挂名的“特约研究员”。
刘英大姐也受到牵连，离开外交部，在近代史研究所挂个名领工资。
在这种情况下，刘英大姐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垂头丧气，照样到近代史研究所上班，仍然同张闻天相
亲相爱，支持张闻天迅速进入经济科学研究的领域。
　　1962年春夏之交，刘英大姐陪张闻天同志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三省一市进行社会调查，前
后有两个多月。
调查后张闻天同志向中央写了很有创见的发展集市贸易的意见书。
这同刘英大姐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
 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在“文革”中间，张闻天和刘英被流放到广东肇庆。
那时的处境非常孤独，实际上同外界隔离了。
朋友不能见，亲戚也不能见。
连自己的名字“张闻天”三个字都不能用。
派到身边的警卫，名义上是保护，实际上是监视。
只有他们夫妇俩，朝夕相处，互相安慰。
在这样的困境中，买菜、烧饭、洗衣服等家务事，都由刘英大姐来做，让张闻天仍然能够专心致志地
看书学习，研究学问，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刘英大姐真是忠实的伴侣。
她不仅同张闻天交谈和讨论问题，在张闻天同志写文章的时候，她还在外面“放哨”，让他安心秘密
写作，不让监视的人发现。
这时，张闻天的视力校正后才达到零点二，但仍夜以继日，毫不懈怠，写下许多文章，达到了他一辈
子政治上、理论上的最高水平。
如果没有刘英大姐的扶持、照料，张闻天进行科学探索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高水平的理论著作也难
以产生。
　　1975年，在毛主席、周总理支持下，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
张闻天得到毛主席批准移居江苏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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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环境、待遇都有改善。
可是，张闻天同志年纪大了，身体差了。
他虽然还坚持做调查研究，但他的病接连发作，使他的研究工作难以继续。
他自知不久于人世，把刘英叫到床前，对刘英说，我们两人还有三四万元钱积蓄，死后全部交给党。
刘英大姐说好。
可是张闻天还要刘英写下来，签上两个人的名字。
刘英大姐强忍着眼泪说，你还信不过我吗！
她不是不愿意签字，是舍不得张闻天离开人世，不忍心张闻天感觉到就要离开人世。
后来，她还是遂了张闻天的心愿，写了字据，两人都签了名。
什么叫无私奉献？
什么叫把一切献给党？
刘英大姐和张闻天同志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张闻天同志去世以后，作为张闻天的妻子和战友，最使我们感佩的是，刘英大姐把张闻天同志晚
年在流放生活中写成的文稿，收藏整理，带到北京，找到了他最信任的战友王震同志，把这些著作交
给王震同志，说出版张闻天的遗著是她唯一的愿望。
　　在1985年8月30日张闻天八十五岁诞辰的时候，经中央批准，《张闻天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时，刘英大姐应约口述，经整理发表了《身处逆境的岁月》一文，记述从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受
打击，到“文化大革命”遭迫害，直到1976年7月1日含冤去世，十七年间，她同张闻天相濡以沫、自
强不息的生活经历；记述张闻天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竭忠尽智撰写理论文章，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
义道路的历程。
　　此后，为了给撰写《张闻天传》提供史料，刘英大姐同传记作者详谈了她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
件。
在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整理发表了《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把她参加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历和见闻，特别是遵义会议前后的变化，毛主席军事领导确立
的过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对张国焘的争取和斗争等情况，如实地记录
了下来。
在建党七十周年的时候，又整理发表了《在大变动的年代里》，记叙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
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近两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
着重讲述张闻天同毛泽东配合合作，领导党和红军从濒于被消灭的困境中走出来，经过瓦窑堡会议、
东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发展壮大，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由于刘英大姐长期在党中央领导层工作，她的记忆力又特别强，她的回忆和讲述，为党和红军的历史
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领导同志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体现性格特征的生动细节，也是不可多得的珍闻。
刘英大姐的回忆文章，经《人民日报》、《瞭望》周刊发表，在年轻人和老同志中都引起了热烈的反
响。
认为这样的文章对青少年有益，对干部、党员有启发，也可以供党史研究参考。
在一些同志的鼓动和一些单位的邀约下，刘英大姐把她在长征前的生活道路和革命经历，把她同张闻
天结合后命运与共的历程，作了比较完整的讲述，经记录整理，成为现在出版的这样一部比较连贯的
自述。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刘英大姐不平凡的经历和高尚的品格。
   刘英大姐九十二岁那年，回顾人生道路，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我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
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艰难曲折而宽阔光明。
我领受过老校长徐特立的教诲，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闻天、弼时、稼祥、陈云、李维汉等同志的指
点、帮助，受到为革命而献身的先烈王一飞、郭亮、林蔚、夏明翰、周以栗、陈潭秋等的鼓舞。
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确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献出了自己的心，尽了自己的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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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有些许贡献，那也完全是在大时代的影响下，接受了党的教育、经过了实践锻炼的结果。
”　　刘英大姐确实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杰出女性。
她为革命出生入死，历经磨难，但百折不挠，依然英勇奋斗。
在张闻天同志接连遭受打击，含冤受屈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贞和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无怨无悔，理解并支持张闻天同志继续进行理论创造。
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
在刘英大姐身上，确实集中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坚强党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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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英自述》是张闻天夫人刘英“口述历史”的精选本，分“自述”、“附编”两部分。
“自述”讲述了她1979年以前的坎坷经历；“附编”汇集了她对于几位老革命家、老战友以及中共七
大的回忆。
全书真实地再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深刻地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
小平、张闻天、陈云、胡耀邦、杨尚昆、胡乔木、王震、李立三、潘汉年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性格特征，生动地展现出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坚强党性。
《刘英自述》语言生动，内容权威，融思想性、史料性于一体，堪称“口述历史”之精品，对于了解
和研究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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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英，女，1905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原名郑杰，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的夫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少共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组
织部部长。
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曾任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队秘书长。
1935年后，曾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中共合江省委
、辽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部党组成员。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张闻天的牵连，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职务。
“文化大革命”中，和张闻天同遭迫害，被“监护”和流放达十年之久，但她始终没有动摇对党和共
产主义的信念。
1978年后，先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央纪委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四、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特邀代表。
1991年离休。
2002年8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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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真正改变这种局面，是在遵义会议以后。
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否定了“大搬家”，改变了领导，整个队伍实行大整编。
领导这次整编的是陈云同志。
我参加了具体的工作。
陈云同志气魄大，组织能力强，细致而又果断，长征途中好多次渡河都是他在渡口指挥。
 这次整编把“红章”纵队的编制撤掉了。
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一些重家伙有的埋起来，有的干脆扔了。
凡是能战斗的人，都调到前方去。
迫击炮、炮弹、枪械分给各战斗部队。
余下的人成立一个队，主要管资财、供给和档案，有一批挑子和驮子，带着文件档案和金银财宝，由
杨立三当队长，毛泽民当副队长，我当指导员。
经过这次大整编，队伍精干，行动灵活，再不像先前那样拖泥带水了。
 过了不久，我被调到地方工作部。
当时地方工作部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男同志有贾拓夫、吴亮平、潘汉年、
谢唯俊、王观澜等，女同志有蔡畅大姐、阿金（金维映）。
部长是罗迈。
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拥护红军。
还有一项做得较多的工作是安置伤病员，伤得比较厉害，没有办法跟着走的，就同老乡商量，给一笔
钱，留下来，住到老乡家里养伤。
后来，地方工作部的任务又加了一项，叫做“撒种子”，就是在打土豪、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发现积
极分子，秘密发展他们人党，让他们在本地开展工作。
 在地方工作部时，印象最深的事是在扎西听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传达会议是在2月10日开的，刚过了旧历年。
会场临时搭了个木板台子，连标语之类的布置都没有。
参加会议的营以上干部随便坐在长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听传达。
 闻天告诉大家，上月攻克遵义以后在那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反对敌人五次“围剿”及西
征作了总结。
他说，我们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我们在军事领导、作战指挥方面犯
了错误，敌人采用的是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我们应该用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
势兵力打敌人的弱处，在运动战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个击破敌人，这样来粉碎“围剿”。
用华夫（李德）的“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作战，使我们不能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在苏区边界上到处造堡垒，以堡垒对堡垒，跟敌人拼消耗、拼子弹、拼人力，结果使中央苏区不能粉
碎“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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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10月14日是奶奶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
奶奶曾以坚定的意志、敏捷的思维和健康的身体使所有见过她的人都觉得惊讶和敬佩。
我们毫不怀疑她会成为一个世纪老人。
然而，天不遂人愿，2002年8月26日，97岁的奶奶走完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在北京医院安然去世。
    奶奶从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党走过了77年，她把自己一生与党紧密联系在一起，品尝了革命
胜利、建立新中国和改革开放的喜悦，也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红军长征的艰辛、庐山会议、“
文化大革命”的苦难。
在奶奶弥留之际，江泽民总书记来到病床边，看着奶奶连声赞叹：党性坚强!党性坚强!    奶奶晚年的一
项重要工作就是回忆党的历史。
由于她独特的身份和惊人的记忆力，被称为党史的“活辞典”。
她希望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后人，同时为党史研究提供参考。
《刘英自述》就是她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和革命经历的详细的回忆。
为确保回忆的真实性，她对每一个篇章都仔细斟酌和修改，不少重大事件都让整理的同志核查了档案
。
    我两岁半来到奶奶身边，伴随奶奶的革命经历成长，我对奶奶的崇敬和爱也与日俱增。
我曾经问过奶奶，是什么使你在经历了那样多的苦难之后健康地活到了九十几岁高龄?奶奶说是信念!
细细解读奶奶非凡的一生，我想，在信念之外，还有坚强、豁达和仁爱。
愿广大读者通过《刘英自述》了解奶奶，了解老一辈对党的无限忠贞，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不懈追
求和无私奉献。
    九十岁高龄的邓力群爷爷为本书作序，萧扬、朱佳木、程中原、夏杏珍等同志整理了奶奶的自述，
人民出版社李春林同志以及奶奶的秘书肖宏同志为整理、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使得本书能
够在纪念奶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对此我表示衷心地感谢。
    张东燕    200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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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张闻天（常对刘英讲的一段话）　　　　您同闻天同志一起渡过那段艰辛的日子，支持他孜
孜不倦地从事理论探索并且设法将他的论著保存下来，留给后人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您的出色的工作，坚强的党性和坚毅的品格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宋平（摘自1 995年给刘英的一封信）　　　　由于刘英大姐长期在党中央领导层工作，她的
记忆力又特别强，她的回忆和讲述，为党和红军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领导同志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体现性格特征的生动细节，也是不可多得的珍闻。
　　——邓力群（摘自本书序言）　　　　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确实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和幸福献出了自己的心，尽了自己的力。
如果洗我有些许贡献，那也完全是在大时代的影响下，接受了党的教育、经过了实践锻炼的结果。
　　——刘英（九十二岁时人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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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英自述:张闻天夫人口述历史》语言生动，内容权威，融思想性、史料性于一体，堪称“口述历史
”之精品，对于了解和研究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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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张闻天（常对刘英讲的一段话） 您同闻天同志一起渡过那段艰辛的日子，支持他孜孜不倦地从事理
论探索并且设法将他的论著保存下来，留给后人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您的出色的工作，坚强的党性和坚毅的品格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宋平（摘自1995年给刘英的一封信） 由于刘英大姐长期在党中央领导层工作，她的记忆力又特别强
，她的回忆和讲述，为党和红军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领导同志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体现性格特征的生动细节，也是不可多得的珍闻。
 --邓力群（摘自本书序言） 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确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献出
了自己的心。
尽了自已的力。
如果说我有些许贡献，那也完全是在大时代的影响下，接受了党的教育、经过了实践锻炼的结果。
 --刘英（九十二岁时人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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