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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瑞龙同志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历了建立工农武装、万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红四方
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苏皖军政委员会书记、淮北行政公署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民运部
部长、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纪念刘瑞龙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特出版《刘瑞龙文集》。

《刘瑞龙文集》共五卷：前三卷分别包括四个历史时期的文章。
第一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二卷：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卷：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
后两卷分别为回忆录和诗词。
本书为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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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庭和学校生活　　1910年10月3日（清宣统二年农历庚戌九月初一），我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陆
洪闸镇。
乳名雷惠，学名刘瑞龙。
以后在工作中曾经用过的名字有：刘献之、李也萍、石钧、李二、张云生、王大舜、李占魁、张元屏
。
　　我的祖父刘安盛是农民，兼开豆腐店。
有田五十亩，自耕，农忙的时候雇些短工。
我的父亲刘鹤祥，号恩溥，在同辈中排行第三，开“陆陈行”（收贩粮食和土纱布），二十多亩耕地
出租，有房十余间，雇一个织布工，织些土布出卖。
父亲先后娶过三个妻子，首妻王氏，无子早逝。
继娶崔氏，生二子，大哥应龙，二哥锦龙。
崔氏死后，续娶李遂安（淑垣），33岁生我。
我出生才70多天，父亲去世，终年48岁。
从此家庭经济情况逐渐败落。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备受欺凌，几次想出家当尼姑。
　　1917年我7岁，入本镇陆洪闸小学。
大哥大嫂只供给我衣食和学费，母亲纺纱、糊纸锭、代人刺绣，挣些钱供我零用。
母亲是本县西亭一位老儒生的女儿，粗识文字，对我的学业管教甚严，每晚挑灯纺纱，昕我复习功课
，苦心教育我勤奋读书，她的全部希望是教育我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她常常坚毅、乐观地说：“城河
里的砖头，总有翻身的时候。
”母亲的盼望，给我印象很深。
　　1921年我l l岁，转入南通城北高等小学读书。
在南通东门龙王桥南街表兄葛松亭家寄宿，放学以后替表兄家做些杂活。
表兄葛松亭毕业于南京陆军小学，参加过辛亥武昌起义，失意回家，在《通海新报》当经理。
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求学，不仅文化知识较前有了长进，也开了眼界。
l924年我l4岁，考入通州师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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