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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震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早在1980年，叶剑英就曾让人转告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
王胡子是我党我军的有功之臣。
要找几个人，把他的一生写出来，以教育、激励后人。
” 本书是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一册，全书以大量的珍贵史料及照片，记述了我国著名的军事家
，王震上将的戎马一生，详细地记述了他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战功卓著的将军的过程，全书真实
感人，向读者展示了一代名将的光辉一生。
     本书为王震的传记，全书分为两部分。
上卷包括第一至十六章，按时间是1908—1955年。
其时王震47岁。
这一卷记述了自他出生后包括他在我军中工作的全部战斗经历，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
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立下的不朽功勋。
下卷包括第十七至二十七章以及生平大事年表，按时间是1956—1993年，记述他自1956年从部队转任
国家农垦部部长开拓我国农垦事业，以及其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共和国副主席等
重要职务期间，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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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放牛娃到师政委第一节　童年时光公元1908年4月11日（清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一日），湖
南省浏阳县北盛仓乡马跪桥村的佃农王富成的长房儿媳董其谱，生下一个男孩。
祖母高婆婆取“盘古开天”、“开门见喜”中“开”的寓意，为其起乳名“开伢子”。
王富成喜得长孙，虽然不可能像富贵人家那样隆重庆贺一番，但是佃户家添丁，毕竟是一种兴旺的象
征，因此，全家人都十分高兴。
这个刚刚呱呱坠地的婴儿，就是日后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为新中国的诞生、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
磨灭贡献的王震。
王震的出生地马跪桥，西距省城长沙一百多里，东南距浏阳县城五十多里，北靠捞刀河，与南面的浏
阳河遥相呼应；层峦叠嶂的大围山就像一道绿色屏障屹立在东方。
小而言之，马跪桥北面几里路是北盛镇和捞刀河渡口；西南约二里是团山，山上有个赵公庙，是为纪
念赵子龙而建，北盛镇的洋学堂光裕小学就设在庙中；南面二里余是狮形山，上面有供奉天符大帝的
大菩萨庙，一个乡下私塾教师就在庙中开课。
童年的王震就生活在这些青山绿水之间，这方山水以其独特的灵性滋润过王震的思想、感情与性格。
王震的祖上原住乌龙乡押口村，由于水灾，祖父王富成20岁那年带着全家老小逃荒到北盛仓乡马跪桥
村，成为租种团防局土地的佃户。
“王富成”是王震祖父的大名，但却很少有人这样叫他，而小名“济运”，却是人们称呼他一辈子的
名字。
上了年纪之后，济运老汉就被乡亲们尊称为“运佬子”。
运佬子一家三代起早贪黑在租来的80亩稻田上辛勤劳作。
遇上好年景，缴清田租，全家人还可以勉强糊口；但遇水旱天灾，则缴不起租子，更无剩米下锅，只
有以野菜充饥了。
因为家里穷，养不起骡马等大牲口，家中只有一头小水牛犊。
这头小水牛犊成了全家人的宝贝。
运佬子正直、勤劳，性格倔强。
他把摆脱贫困的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也要送长孙去上学。
祖母高婆婆聪慧豁达，特别钟爱长孙，总是悄悄地在王震的饭碗里米饭下面放一个熟鸡蛋。
王震最初用过的学名“王余开”，凝聚着祖母对长孙早成大器的期盼。
后来，王震又为自己起了个“王正林”的名字；1929年改名“王震”，并沿用终身。
王震的父亲叫王贵财，敦厚老实，躬身力田。
后来，受儿子的影响，先是参加农会，1930年10月又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中的一名炊事员，转战到
江西万载，1934年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母亲董其谱，俊秀的脸颊上镶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宽厚的嘴唇。
王震长相酷似其母。
母亲过人的胆识和慈善温和的性格，赋予王震一生宽以待人的品德。
王震的外祖父叫董香桃，家住马跪桥村东头。
外祖父疼爱王震，王震也特别喜欢外祖父。
后来，王震曾回忆说，在他的一生中，外祖父对他的影响最大。
年轻的时候，外祖父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军，习过武，读过私塾，知道不少古今故事。
所以，他常常给童年的王震讲故事，像金田起义，像绿林好汉，像近代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
等。
这样，在王震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就埋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嫉恶如仇、惩恶扬善”的种子。
不仅如此，王震的性格也很像外公，连家里人都说王震三分是王家的人、七分是董家的人。
可以说，外祖父对王震思想、感情及性格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1914年，6岁的王震在全村人惊奇和羡慕的目光下，由爷爷领着到邻村新江铺读私塾了。
私塾的老师姓周，当地人叫他“犁耙先生”，意思是这位周先生学识肤浅，只能教授《百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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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这些简单的基础知识。
不仅如此，周先生还有点嫌贫爱富。
来私塾的二十多个孩子多是富家子弟。
除学费外，富户还常常给周先生一点小礼，而王震家十个铜板的学费还是东拼西凑，哪里有钱送小礼
？
这就难免受到老师的冷眼和体罚。
更有甚者，班里的周次生和周护生兄弟俩是土豪恶霸周露吾的儿子，他们倚仗权势，欺侮穷人，对王
震动辄拳打脚踢。
王震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
有一次，王震又被周家二位少爷痛打了一顿，父亲要去找周家说理，祖父和外祖父却坚决不同意，因
为他们深知周家有钱有权有势，一个穷佃户怎能斗得过呢？
后来，因为身体不好，王震从私塾辍学回家待了一年。
这期间，王震在家放牧家里仅有的那头牛，同时，跟姑父赵明上习武，学习大正拳。
姑父是拳师世家，家住离马跪桥五里远的梁陂岭，其父赵义山是大正拳武师，扶危济弱，侠肝义胆，
在当地颇有声望，人称“义气赵”。
王震跟他学习武功，也深受他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品格的影响。
8岁那年，王震到北盛光裕（亦称团山殿）小学读书。
北盛小学是模仿西式学校建起的洋学堂，学校设在马跪桥村南二里路远的团山赵公庙里。
在这里，给王震影响最大的是李紫轩老师。
李老师是浏阳洞阳乡横山村人，40岁上下年纪，中等身材，时常穿着一身褪了颜色的蓝布长衫，一顶
礼帽平常很少戴，只是逢年过节访亲会友时才戴一戴，但是，每年迎接新生，李老师总是戴上那顶礼
帽，以表示他心中的无比欢欣。
因为李老师个子不高，又有点瘦弱，加上他的斯斯文文，所以人们私下里都叫他“斯文小媳妇”。
别看李老师平时斯文，一旦站上讲台，却与平常判若两人，严肃得不怒而威。
这也许与李老师瘦小的身材所显现出的老成和精干有关。
李老师主要教授“国文”（后称“国语”）和“修身”（即“道德修养”）课。
王震的作文不好，李老师曾在他的一篇作文后批语：“句不成句，章不成章，字又糊涂，戒之戒之。
”但让王震大受其益的是李老师讲的“修身”课。
李老师常常让学生背诵的名句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这些修身准则对王震的人格精神影响很大。
王震一生刚直不阿、坚韧勇毅，与幼年所受的影响有关。
最感动王震的还是李紫轩老师讲浏阳人谭嗣同的故事。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自幼发奋苦读，成年后游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一心要拯救多灾多难的中
国出水火。
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结果失败。
对谭嗣同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品格，李紫轩老师无比崇尚。
在课堂上，他总是侃侃而谈。
讲到慷慨激昂时，李老师往往不能自已，或是引吭高歌，或是热泪盈眶。
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童年时的王震，使他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王震后来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曾这样写道：“幼年反抗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李紫轩先生。
他和外公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
而另一个启蒙老师，那就是贫困。
”（李紫轩的儿子李信，自幼参加革命，后加入红军。
抗战时曾任第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北盛光裕小学，王震收获很大。
但好景不长，他与恶霸周露吾儿子间发生的冲突很快又给他带来新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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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一次放学的路上，一个叫根伢子的学生被周家少爷周次生强迫当驴骑，王震见状，义愤填膺，
冲上去把周家少爷拉下来，这就引发了两人的较量。
这次周家少爷可不是王震的对手，结果大败而归。
因为这次冲突，周家强迫王家赔偿一百块大洋。
王家拿不起，最后不得不把那头小牛赔给周家。
小牛是全家人的帮手，没有了它，几十亩地只有靠全家人的双手和双肩去耕种收获了。
在全家人看来，小牛比一百块钱重要得多，甚至比家里人还重要得多！
难怪小牛被牵走后，父亲王贵财非常痛心地对王震说：“开伢子啊，你要是能给咱家换一头牛多好啊
！
”周家夺走了王家的牛，并未就此罢休，进而勒令校长开除王震。
虽然李紫轩全力保护，但终于没能成功。
1918年冬，王震不得不退学了。
这一年他才10岁。
后来，王震又进了一次私塾。
私塾的先生是位村究，主要讲授《论语》、《孟子》、《左传》、《诗经》以及《唐诗三百首》等。
由于老先生是个半瓶醋，而且常常耽于算命，装神弄鬼，所以，王震这段时间，收获不大。
12岁那年，王震结束了学校的读书生活，回家从事田间劳作。
13岁时，王家因妯娌不和分家，王震家里分了140块钱的债。
为还这笔钱，王震被送去学石匠。
但因为那石匠师傅是一个贪婪、凶狠、冷酷的家伙，王震不仅干活没有分文报酬，而且一天三顿吃的
都是野菜汤，还常常挨打受骂。
一气之下，王震就跑回来不干了。
1921年底，大财主周露吾向大正拳武术队下战书，要比武。
在这之前，周家已经从江西请来一位武术老师，专门教授周家少爷武功。
实际上，这次周家的意思是要让王震吃点苦头。
经过拼搏，大正拳胜利了。
然而，周家依仗大儿子周首生是乡长，下令解散大正拳武术队，否则就以扰乱秩序、图谋反叛论罪。
无奈，“义气赵”只好携家带口闯荡江湖去了。
此时的王震，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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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王震同志编写的传记，历时七个寒暑，终于可以付印了。
这是编写组共同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生前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王震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早在1980年，叶剑英就曾让人转告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
王胡子是我党我军的有功之臣。
要找几个人，把他的一生写出来，以教育、激励后人。
”叶剑英还几次当面对王震说：“这主要不是写你个人，是写中国革命的历史。
”邓力群和很多人都曾给王震做过说服工作，王震总说：“不要写我。
”直到1994年春，王震逝世一年以后，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成立《王震传》编写组，
方才开始王震传记的编写工作。
1994年6月，《王震传》编写组成立后，即在组长邓力群同志领导下，由各执笔者按照统一规划分头写
出初稿，经主撰穆欣同志对全书文稿进行统改修定，最后由邓力群审核。
本书的编写，自始至终在邓力群指导下进行。
各章的执笔人如下：第一章，第三至十五章　穆欣、白钢第二章　穆欣、白钢、李慎明第十六章　陈
远谋第十七、二十章　胡中第十八、二十一章　丁明第十九章　郑加真第二十二章　李慎明、穆欣、
丁明第二十三章　李慎明第二十四章　陈德仲、冯虞章第二十五至第二十七章  李慎明生平大事年表  
于伟国、丁明除上述各位外，参加编写组工作并作出贡献的，还有蒋振云、唐玉、李松晨、宋绍明、
安静、杨芊、王题、房艺杰、齐长伐、贺茂之、王红云等。
他们积极收集资料，有的还草拟了某些章节的试写稿。
这本传记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由于人手较少，资料不全，写作难度甚大，进度比较缓慢，原定于1996年写出全部初稿、1998年4月王
震诞辰90周年出版全书的计划未能实现。
因考虑到记述传主后半生经历的若干章节短时难以完稿，1998年底决定分作上、下两卷出版，先
于1999年8月出版上卷。
上卷包括第一至十六章，按时间是1908—1955年。
其时王震47岁。
这一卷记述了自他出生后包括他在我军中工作的全部战斗经历，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
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立下的不朽功勋。
下卷包括第十七至二十七章以及生平大事年表，按时间是1956—1993年，记述他自1956年从部队转任
国家农垦部部长开拓我国农垦事业，以及其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共和国副主席等
重要职务期间，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们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档案馆等处查阅档案；先后邀请熟悉王震革
命经历的同志到编写组讲谈王震的事迹，并曾访问一些与王震直接接触过的同志。
在编写中曾经参考、引用王玉胡撰写的文学传记《烽火劲旅》和安静、周非合写的文学传记《红旗漫
卷西风》原稿。
同时，还参考了已出版的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回忆录（主要
参考书目另列附后）。
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过许多同志和王老亲属的支持和关怀。
曾经长期在王震部队工作的徐国贤、杨秀山将军以及军事科学院的陈志中、原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
中共中央党校的戈果等同志都对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有的同志还对有些文稿作了多次认真的修改。
王季青同志和王兵、王军、王之及王京川都在收集资料方面给予许多帮助，非常关心传记的撰写和出
版。
王季青对编写组的工作经常关注、鼓励，曾经仔细看过一些重点章节的书稿并提出宝贵意见。
王之看了全部书稿并大力帮助解决出版工作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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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所对编写组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对于所有关怀、帮助本书编写与出版的朋友和同志，谨致谢忱。
我们在编写工作过程中力求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比较翔实的信史。
但由于王震同志的阅历异常丰富，而编写时间又显得短促，因此，如有参考未备，描述不当之处，敬
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编写组 200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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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震传》是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一册，全书以大量的珍贵史料及照片，记述了我国著名的军
事家，王震上将的戎马一生，详细地记述了他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战功卓著的将军的过程，全书
真实感人，向读者展示了一代名将的光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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