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左权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左权传>>

13位ISBN编号：9787010119496

10位ISBN编号：701011949X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左权传>>

前言

左权同志，抗日战争中在太行山牺牲。
晋东南军民，把辽县改名为左权县来纪念他。
他只有37岁，但他的功绩，他的品质，令人敬仰。
他的死，重于泰山，所以人民隆重地纪念他。
    我与左权同志，共同工作4年之久。
当时，我们都在八路军总部。
    左权同志给我的印象，首先他是一个好党员，他深通军事，而且懂得政治工作；他懂得党的各项政
策，同时也关心国际形势；他不仅把实际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也是一个高明的军事理论家。
在战争的环境中写了不少军事论文。
他精力旺盛，每天工作到深夜，一有情况，他总是第一个起来负责处理。
他生活朴素，对人谦虚。
他是朱德、彭德怀同志的称心的助手，同时也能独立指挥作战。
由于他的建议，为了教育干部，提倡学习，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共同出版了《前线》月刊。
“百团大战”之后，我由党中央调回延安，才与他分别。
    左权同志这样好的党员和将才，却在1932年就被王明集团所诬陷。
他是在英勇牺牲之后，才在全党的面前，证明他是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
王明的诬陷至此不攻自破。
从1932年到1942年，10年之久，我们的左权同志是背着奸人的诬陷和“不得重用”的包袱为革命奋斗
的。
他甚至把这个冤屈，藏在心里，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告诉。
    乘这个机会，我要把左权同志的冤屈，把王明集团对他的诬陷，从头说一说。
    王明集团对左权同志的诬陷，是王明报告米夫，说左权是“江浙同乡会”，是“托派嫌疑”。
左权同志是湖南人，怎么变成江浙人了呢？
在孙冶方同志生前，我问过孙同志，才知道王明的诬陷是何等卑鄙。
孙冶方同志说，1928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由学生提升为教员，得到的收入比学生多一些。
有些同学要他拿出钱来请客，吃一顿中国饭。
孙冶方同志同意了，就在宿舍里，约了十几、二十几个同学，买了东西，各显手艺，一面吃一面说话
。
窗外有人经过，听见了，传到王明那里，王明就去报告米夫，说发现了“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
”。
    这件事报告到苏联共产党中央，也报告到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
向忠发召集学生开会，斥责所谓“江浙同乡会”，“搞地方主义”。
    苏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各自组成调查组。
苏共调查组以老党员寇尔山诺娃为首，中共调查组以瞿秋白为首。
两个调查组调查的结果都认为并无“江浙同乡会”。
    王明、米夫不甘心失败，他们就继续到处散布诬陷之词，他们竟能做到使苏共中央一度开除寇尔山
诺娃的党籍（不久又恢复了党籍）。
    在中国，王明集团于1931年1月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就把他们在苏联所造的种种诬陷，搬到中国
来了。
现在所知，1938年，即遵义会议后4年，王明还对彭德怀同志说：“左权是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八
路军副参谋长？
”    左权同志英勇牺牲已经44年了，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何云、王东明等同志，这些同志的英名都使
我悲伤也觉得自豪，因为我同他们一起战斗过4年之久，我是他们之中的幸存者。
    左权同志和太行烈士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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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祭左权同志(代前言)序为我中华悼名将第一章  在“山国”里  从墓碑上寻找先祖  一支古老的歌  娘是崽
的教科书第二章  学与时进  讨米狮子  “学与时进”  日本，最坏的帝国主义  “渌水波流君子泽”第三
章  跃马谈兵  “朽得帽子没有边”  黄埔——党军养成所  锐气初试  “教导第一团万岁”第四章  留学
莫斯科  走进红光里去  旁流杂出的水闸  莫须有的“卫士”  在“伏龙芝”第五章  奔赴闽西  中国——
一个好进不好出的国家  进入闽西之前  智而能愚  勇而能怯第六章  宁都兵暴  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 
兵“匪”汇流  整编第七章  一鼓下漳州  战于江西之境内，不如战于江西之境外  谋定而后战  “磨刀”
第八章  “留党察看”  重复谎言可以伪造历史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第九章  有难思良将  
有难思良将  组建侦察科第十章  冲破封锁线  冲破三道封锁线  走得赢就是胜利  突破最后一道封锁线第
十一章  佯动  摆摆“龙门阵”  “红军瓦瓦苦!”  棋高一着，出敌意外第十二章  北进!北进!  英雄行险道
 “打狗要靠墙，‘墙’在哪里?”  多一只铃铛多一声响第十三章  夜袭山城堡  转战陇东高原  攻心为上
 夜战第十四章  到敌人后方去  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  猛虎归山  统率一个士兵的将军第十五章  “游
”住了就狠狠地“击”  “游”出了敌人的弱点  先把敌人“游”住  “游”住了就狠狠地“击”  “游
”出太行山第十六章  反顽  不能让东京的阴谋得逞  斥顽  叫他们“顽而不固”第十七章  “朱彭左”  
在战场上  在球场上  在餐桌上  在人生的道路上第十八章  百团大战运筹帷幄  “纸上谈兵”  华北的夜
是属于八路军的  知而后才能行  改变“军事学习落后于政治学习”的倾向第十九章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
担  “同人又同命，同伞又同柄”  不只为了减少吃饭穿衣人员  “水多了，鱼也活跃了”第二十章  黄
崖洞保卫战  以守为攻  以静制动  以变应变第二十一章  创造战斗力是一门艺术  关心人，是创造战斗力
的途径之  一切为了提高和创造战斗力  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第二十二章  太行浩气传千古
 “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  “冲出山口就是胜利”  举国同仇挽太行附录  左权年表(1905—1942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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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0年5月，左权、刘伯承、刘云、陈启科、屈武、黄第洪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奉命启程回国。
    回国有三条可供选择的途径：最安全的是取道欧洲，渡过苏伊士运河，经新加坡至香港，抵达上海
；第二条路由海参崴乘船直达上海，这条路最危险，因为从苏联出境，坐的是苏联船，投奔的是国民
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这无异于自投罗网；第三条路是从东北某地偷越中苏边境，
潜入东北境内，再问道去上海。
第一条路虽则安全，但费时费钱。
左权、刘伯承等六人反复商议越境之计，决定偷越边境。
    出发前，大家都改了装。
左权考虑到东北多白俄侨民，便化装成一个俄文教员，头戴鸭舌帽，身穿蓝呢子大衣，鼻梁上架着一
副镀金圆框眼镜，随身携带着一批俄文书籍和一口表明身份的精致的俄国皮箱。
大家一起从莫斯科乘坐火车至乌苏里斯克下车，分作两路渡过绥芬河入境。
分离时，六个人商定了联络时间、地点、暗号，统一了万一被捕时的口供。
    左权与刘伯承、刘云一路同行。
他们顺利地偷越了“严密防堵”的中苏边境，乘上了由绥芬河西去的列车。
在哈尔滨停留六天之后，再转乘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去大连。
一路上，左权发现各处车站游动着日本的护路警察，一些穿着便衣的日本暗探无耻而又害羞，把头、
身子紧紧地藏在衣服和帽子里，只露出两只像狼一样凶狠的眼睛。
一次，刘伯承被一个日本暗探盯上了，他唯恐连累左权，故意视左权如路人，不与交谈。
左权为了刘伯承的安全，在险偏能镇静，他不离刘伯承的左右，并趁机暗示警号，将这条跟踪的“大
和狼”甩掉了。
    几年的军校生活，使左权养成了用军事观点看待和分析社会生活的习惯。
他感到，东北已是异族入主的形势。
在满洲指挥部那些日本将军的眼里，所谓“满蒙”已是他们的战略要地。
左权知道，日本的武士们也可能像以往的征服者一样，用东洋刀为日本的犁取得土地，为各种株式会
社的机器取得原料，为大和民族取得繁荣。
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他们已经尝试过了，证明这支后起的帝国军队为侵略而能征惯战。
左权痛心，一个腐败的政府，常常是繁殖民族灾难的温床。
日俄战争使东北黎民百姓数以万计地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辽河里翻涌着中国人的
血浪，可是到头来日本在关东和南满铁路沿线却攫取了大量地域，取得了商租土地权、居住权、营业
权、合办事业权⋯⋯左权从哈尔滨木屋建筑的风格可以看得出来，从前这里一大半是俄国化生活，现
在，日本的商店、饭馆、商品陈列所、妓院、报馆、杂志社，以及日本浪人开的大烟馆、吗啡馆，取
代了“俄罗斯毛子”。
日本的棉纱、棉制品、机器、工具、鸦片、金丹、海洛因⋯⋯在这里倾销。
100年前，东北不过是一片寂寞的原野。
今天，这片面积达日本本土面积好几倍的土地，对日本人有着多么大的诱惑力！
日本的对外投资，70％集中在东北，南满铁路像根吸血管一样，为正在大闹经济危机的滨口雄幸的民
政党内阁，以及分布在一道：三府、七十二县的大小财阀们输入新的血液。
透过繁华壮丽的气象，左权看到了一个披着资本主义新装、手里挥舞着东洋刀的“大和魂”在东北游
荡，刺刀和殖民地的特异经济，已经拂去了覆盖在东北的一层古老生活的尘埃。
    从童年时代起，左权就受到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五九国耻”、抵制日货⋯⋯眼下的东北
，是一个活的大课堂。
在奉天街头，到处响彻着提倡国货的声浪，一些爱国的店铺里展销着老火车头牌牙粉、惠临火柴、吴
春如墨汁、五味素、土纱、土布⋯⋯这使左权回想起在姚家坝、板杉铺、青安铺那些家乡的小镇上，
曾贴着自己写得歪歪扭扭的“常怀国耻，莫用日货”的白话报。
闭锁的小镇，就凭着孩子们稚嫩的爱国之声，东洋绸、洋官纱、洋伞、洋油、洋钉、洋火等一切应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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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货，就被禁绝。
想不到15年之后，这一幕又在奉天重演。
看得出来，日本人大体上已在执行“田中奏折”中拟订的计划，经营东北的价值在于将来。
他们不但独霸了市场和资源，还切断了苏联与中国、朝鲜的联系，向北虎视苏俄，向南鹰瞵中原。
对于日本武夫们来说，现在就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不仅是一种实际的需要，而且也是一种逻辑的要求，
因为他们已经占据了征服者的“发祥地”。
    较高的知识素质，使左权具有历史学家善于剖析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才能，并惯于对现
实进行严肃的周密的军事思考。
他认为，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是与它历史上每次对外征战所获得的结果几乎一样：俄国作为一个军
事封建帝国，不乏像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库图佐夫这类杰出的军事家，俄国的传统军事思想也是强
调进攻的，但它的胜利每次都在本土的防御战中取得。
这是因为它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山河阻隔。
敌人愈深人俄国腹地，人民抗御外侮的斗争愈高涨。
莫斯科不止一次被人侵者占领，但都没有成为媾和的条件，反而为人侵者创造了覆灭的条件。
17世纪初波兰1。
2万军队在俄国的覆灭，18世纪初瑞典3万军队在俄国的覆灭，19世纪初法国几十万军队在俄国的覆灭
，都证明了经济落后的俄国是善于在防御中战胜入侵者的国家。
1918年8月，日本以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者的狂妄，向海参崴和西伯利亚出兵，总兵力达7。
3万人，并很快地控制了滨海州、阿穆尔州、外贝加尔州，占领了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所有城镇和
军事要塞。
但是，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日军遗尸3500具，耗资9亿日元，撤换过三个军司令官，调换了两个师，
最后不得不滚出西伯利亚。
味古训、鉴今势。
左权认为，中国虽则积弱百年，目下又被各列强瓜剖豆分，但是，中华民族久远以来的经验将使日本
人明白：中国将像苏俄一样，是一个好进不好出的国家！
P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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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79年4月，应人民出版社的约请，编写《左权同志生平事迹》一文。
1982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批准人民出版社关于出版《左权传》一书的报告。
接受任务以来，我们矢志不移地争取以最好的工作效果和成绩来昭慰左权将军的在天之灵。
数年来，行程5万余里，足迹遍及湖南、广东、江西、福建、湖北、四川、广西、陕西、山西、河南
、河北等省区，听取许多健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军内老首长、党史和军史工作者的指教，搜集整理
、采访史料16卷，计1200余万字。
然后写出了32万余字的《左权传》初稿。
1984年10月，我们将打印的征求意见稿呈送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办公室、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
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广州军区政治部、湖南省军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湘潭
军分区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同志，左权同志的生前好友、亲属和军史研究人员共20余人审核，吸收了许
多宝贵意见。
经差不多3年的反复核实、修改而最后定稿。
    我们为了将左权同志伟大的一生的优秀事迹发掘出来，克服经费短缺、时间不足的困难，以先辈为
楷模，克勤克俭，节衣缩食，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工余时间，持续地研究、核查、补充、修改。
为了《左权传》一书的质量，我们断续地花了8年时光。
    《左权传》告成之日，我们衷心感谢中共醴陵市委市政府、中共左权县委县政府、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山西省委党史征集办公室、江西省委档案馆、福建省文史馆、四川省博物馆、广州文物管
理处、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湖南水口山矿务局、湖南省图书馆、湖南湘潭市图书馆、湖南醴陵
文史馆、湖南广播电影电视厅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从思想水平来说，我们撰著《左权传》困难确实很多。
这一工作得到了聂荣臻、陆定一、王任重、傅钟、何长工、宋时轮、唐天际、刘忠、欧阳毅、王政柱
、夏纳、苏进、欧致富、王猛、史进前、杨世明、刘少卿、萧锋、盛治华、苏文钦、屈武、孙冶方、
师哲、刘白羽、浦安修、唐万成、袁血卒、李贞、郭树保、原洪海、周均伦、丁家荣、杨月强、刘家
荣、刘志兰、左太北、徐米士、李敦武、尚荣生、郑学秋、范正基、蒋瑞伍、张凤朝、左江、高玉林
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忱帮助，在此深表谢忱。
    1990年5月，《左权传》第1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深受读者喜爱
。
转眼，20余年过去了，在左权同志牺牲70周年之际，我们对《左权传》修订再版，这是对左权同志的
一份特殊的祭奠。
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再版。
由于撰著者水平有限，书稿难免有错误、缺点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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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左权同志，抗日战争中在太行山牺牲。
晋东南军民，把辽县改名为左权县来纪念他。
他只有37岁，但他的功绩，他的品质，令人敬仰。
他的死，重于泰山，所以人民隆重地纪念他。
    《左权传》真实地记述了我党我军著名的军事家、革命家左权同志英勇光辉的一生。
并真实地再现了左权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高风亮节的革命品质和高超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
本书由王孝柏、刘元生著。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左权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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