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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因为他政治生涯中著名的“三落三起”，西方媒体称他为“打不倒的小个子”。
患难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能显示一个人的大智大勇。
本书告诉你的，不仅仅是邓小平如何“三落三起”，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为什么他能够”三落三起
”。
　　邓小平说：“我一生问心无愧！
”；他还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他还说过：“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副统帅’”⋯⋯许多不
为人知的事情，在这里有了答案。
本书作者大量地采访了当事人，使本书拥有了无比的生动性、鲜活性和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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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晓光　　赵晓光，法学教授，双学士。
1957年生，男，汉族，黑龙江密山人，中共党员。
1982年毕业于辽宁锦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系，获法
学学士学位。
曾任渤海大学政法学院院长、锦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锦州市社会科学成果评委会评委；曾当选为
共青团全国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获得过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4年调入
淮海工学院法学院工作，现兼任连云港市法学会常务理事、连云港市经济法学会会长。
　　赵晓光教授主要从事民商法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先后主讲过民法总论、债法学、合同法、担保
法、公司法、证券法等多门课程，民法学为淮海工学院校级精品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是民商法中的法律责任，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证券犯罪论》、《两性关系
中的法律问题》两部专著，主审专著一部，副主编教材一部，参编教材二部。
其科研成果获省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一项，省法学会科研成果一等奖一项，市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一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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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一生问心无愧，让历史去评价吧　我一生问心无愧，让历史去评价吧　我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
作，而且都是杂工　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　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　我在
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我二十五岁领
导了广西百色起义　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　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　我只
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　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我这一生
，这一个时候最紧张　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　淮海战役成立
了总前委，我当书记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　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　我想再强调一
下，军队非讲纪律不可我是“三落三起”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从1956年起我就当
总书记，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　人家说我是毛派。
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　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　我们不行，你们上去？
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　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副统帅”
　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　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我出来工作可
以有两种态度　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　这个决议，我看
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我和伯承长期
共事，相知甚深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　
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　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
错　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
人们都是看到的，有个客观评价　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我对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班子很信任，他们方向、路子正确，工作得很好，我非常放心　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
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从此以后，我们大家就是亲戚了　好不容易下去一趟(游泳)，我才不
呢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

章节摘录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
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
，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两次谈话　　粉碎“四人帮
”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
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　　一
盏多么明亮的生命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然而，邓小平！
这个不朽的名字，在中华大地，在五洲四海到处传颂。
这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中华民族崭新历史的伟人，这位以自己的深情热爱着自己祖国和人民的东方老
人，走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段征程。
　　他的身躯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骨灰也撒入大海，但是，他的光辉业绩、伟大思想、高尚品格永
远留在亿万人民心中！
　　这位老人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
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
”“老党员”、“老公民”，多么普通而又富有深刻内涵的称呼啊！
　　“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
。
”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情是很平静的。
他已经80岁了，而1922年时，他才18岁。
当时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此为起点，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
命家的道路。
　　“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
⋯⋯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
”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情相当愉快，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
长江到进军西南；由左右江畔到太行山上，由大别山麓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他和他的战友们南征北战
，出生入死，终于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站立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巍然屹立的中国
人民的雄姿。
　　“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这10年。
”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绪是很复杂的。
工作繁忙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革命者还能不做事?芽”只是在1956年到1966年
他出任总书记期间，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在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
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另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截然分开，许多
时候都是相互浸透和交织，有时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
错误趋向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是无疑的。
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最大痛苦莫过于眼看着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害、破坏而又无能为
力。
同时，邓小平本人一生中的“三落三起”就有“二落二起”发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而决定自
己“起落”的力量大都是来自毛泽东。
以往正是毛泽东对自己格外信任，着力举荐，自己也对毛泽东特别敬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1977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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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里非常坦然。
在第三次“起”之前，他曾这样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
。
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芽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复出了！
而这一次的复出比较前两次更为辉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创
了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新局面。
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在他这次复出直至走完人生里程的近20年中，邓小平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起，做出了关系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
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作为当代的政治家，如果能做出两大贡献中的一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邓小平则做了两个，做得那
样完全，那样卓有成效。
并把这两个贡献中的内在联系衔接得那样密切。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谈论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时，曾三次讲“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
，1980年8月，邓小平这样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你对自己怎么评价”的问题：“我
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
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他坦诚地告诉对方：“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
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　　邓小平一生中很少向别人谈论自己的功绩，也不喜欢别人为他树碑立传。
1926年他在莫斯科写了自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写所谓的检查材料，也仅仅是如实地介绍历史情
况，他几乎没有写过回忆文章，即便是在退休后和很多老同志“随便聊聊天”，也是回顾第二野战军
的历史，认为这些“值得回忆啊！
”而很少讲到自己。
这一点，在他同意大利记者前后8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也被对方敏锐地感受到了。
女记者问他在回答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贡献的老革命家时“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他说：“我算不了
什么。
”邓小平说过：他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传记。
70多年的革命生涯，几十年波澜壮阔的人生，有时被他短短的几句话就轻松地一掠而过。
23岁时当中央秘书长：“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25岁时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
：“开始干军事这一行”；参加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跟着走”；抗日战争独自在太行山
主持战略区工作时：也是“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　　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
今天我们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
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我算不了什么！
”“让历史去评价吧！
”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
队的前景。
”　　邓小平讲这段话时，心情很不平静，是啊，为革命孜孜不倦奋斗了60余年，现在休息了，这该
是人生中一个多大转折啊！
他说，退休就要真正地退休。
他的家人也衷心地希望他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度过一个幸福的安详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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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都希望他健康长寿。
邓小平表示：“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从而开始为中共十四大作了
充分的理论准备。
1993年，他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这位“老党员”、“老公民”用自己晚年的心血和精力，继续奋斗着。
　　“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
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　　1989年9月，他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
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退下来，足以使他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放心。
　　邓小平多次称赞江泽民同志，对有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示“很放心，也很高兴”。
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艰难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沉
着应付，艰辛开拓，表现了很高的领导水平和很强的把握全局的能力。
　　“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　　邓小平讲这段话时，心中充满着无限深情和热切希望。
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邓小平早年曾去过5次。
　　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袖们，一直为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不懈地努力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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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邓小平说：“我一生问心无愧！
”；他还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他还说过：“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副统帅’”⋯⋯许多不
为人知的事情，在这里有了答案。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作者大量地采访了当事人，使《邓小平的三落三起》拥有了无比的生动性、鲜
活性和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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