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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部七大代表忆七大的回忆录就要出版了。
组织编写这部书，是七大召开50周年的时候。
50年前参加七大的代表，这时尚存的，已经不多了。
为这部书撰写了回忆或接受了访谈的，有100位。
其中几位在这几年中又凋谢了。
抢救出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从发掘和保存史料上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它总结了建党以来、六大以来、抗战以来党的历史，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
思想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开启了党和人民未来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八大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深化和加强对这样一次重要会议的研究，对于了解历史很有价值，对于启迪现在也不无价值吧。
七大上的三大报告（毛、刘、朱），当时都已发表，若干重要发言（周、任），也已在他们的选集中
发表。
特别是七大50周年时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公布了过去未曾发表过的一批在七大
和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口头报告、总结的讲话，为研究七大提供了极重要的文献材料，引起了广泛的注
意和兴趣。
听说，中央有关单位还准备合作编辑七大历史文献集，提供更为详尽的档案材料。
党史研究者们都在盼望着。
这里提出一点希望，就是在这个文献集中，最好能同时收录《论联合政府》的两个版本，一个是当时
（七大时）公开发表的版本，一个是建国以后（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经过稍许删改的
版本。
两个版本都是正式的、重要的版本，从研究历史来说，不可以偏废。
因为前者反映七大时历史的准确面貌，后者反映修订《毛泽东选集》时的思考。
在何时，在何种背景下，基于何种考虑，作了何种修改，这本身已经成为历史，已经是历史研究的课
题。
前不久，报刊上宣传某地“发现”了《论联合政府》的一个未曾见过的珍贵版本，其中有些今天看来
很有启发的话（例如，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
是我们所欢迎的，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等等），是现行版本中没有的。
这其实就是当时公开发表、直到《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前广泛发行的版本。
在今天的历史文献集中收录这个（和这类）版本，研究者就不至于把它当作“珍本”来“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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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它总结了建党以来、六大以来、抗战以来党的历史，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
思想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开启了党和人民未来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八大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深化和加强对这样一次重要会议的研究，对于了解历史很有价值，对于启迪现在也不无价值吧。
　　七大上的三大报告（毛、刘、朱），当时都已发表，若干重要发言（周、任），也已在他们的选
集中发表。
特别是七大50周年时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公布了过去未曾发表过的一批在七大
和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口头报告、总结的讲话，为研究七大提供了极重要的文献材料，引起了广泛的注
意和兴趣。
听说，中央有关单位还准备合作编辑七大历史文献集，提供更为详尽的档案材料。
党史研究者们都在盼望着。
这里提出一点希望，就是在这个文献集中，最好能同时收录《论联合政府》的两个版本，一个是当时
（七大时）公开发表的版本，一个是建国以后（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经过稍许删改的
版本。
两个版本都是正式的、重要的版本，从研究历史来说，不可以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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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七大代表忆七大（上）》目录序一 龚育之序二 李忠杰中直、军直代表团赵毅敏 七大的往事永远在
我心中朱宝庭 回忆我第一次参加劳动节吴烈 警卫七大王林 我参加七大前后的一段经历黄火青 往事历
历忆七大李延禄 回忆国际主义战士伊田助男胡嘉宾 通往延安的历程戴镜元 一本珍贵难忘的纪念册刘
寅 忆红军无线电通信初创时期的片断刘英 七大何以推迟多年才召开师哲 共产国际派我参加七大胡乔
木 我所知道的党的七大陕甘宁边区代表团马文瑞 七大——划时代的盛会段德彰 七大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黄罗斌 当选七大代表王世泰 关于七大前后的一些经历白治民 皓首丹心忆盛会白栋材 我当七大计票
员叶季壮 战斗在革命的洪流中白炳炘(马义) 我对七大的回忆王俊 一切为了党的事业⋯⋯晋绥代表团晋
察冀代表团晋冀鲁豫代表团《七大代表忆七大（下）》目录晋冀鲁豫代表团(续)宋一平 关于抗战时期
的回忆马吉林 为当七大代表而自豪任志远 参加革命和出席七大高扬文 难忘的七大王锐 永远珍藏在我
心中的七大王毅之 在延安出席七大马佩勋 七大前后的片断日记桂绍彬 在七大召开的日子里徐深吉 在
党的指引下前进陈化争 参加七大前后的革命历程牟海波 七大与我的人生之路杨青 终生难忘的七大鲁
大东 回忆七大前后刘志坚 七大与全国解放的胜利甘思和 无怨无悔的革命经历朱德兴 终生难忘的五年
余成斌 七大与我——我是如何走出人生漩涡的曹海波 整风为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准备崔田民 回
忆赴延安参加七大前后杨泽江 永远牢记党的七大杨泽江 毛主席为晁哲甫平反杨得志 新的征程刘德海 
从红军战士到七大代表陆定一 七大前后康克清 党校生活和出席七大⋯⋯山东代表团华中代表团大后
方代表团未出席七大会议的七届中委成员旁听七大人员后记一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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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日本投降时，延安军民的情绪十分高涨。
我们住在党校山上的窑洞里，一听说日本人投降了，没有别的东西，就把铺上的稻草帘子点上火，当
做火炬举着满山跑，真痛快，真高兴啊！
一会儿，延安城开会游行了，大家敲锣打鼓去庆祝，那时人们的情绪真高。
当时大家都报名去东北，我也报了名。
但薄一波同志说，太岳区来的干部本来不多，还是回太岳区吧。
我离开延安是1945年的8月28日，正好是毛主席到重庆谈判那一天。
我早晨走，还没有走到蟠龙，飞机就起飞了。
那时候知道毛主席要去重庆。
离开延安时，我们的思想状况可谓是信心十足，劲头十足，一心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解
放全国人民；但也准备会遇到困难。
毛主席给我们讲到，要准备天灾人祸，赤地千里，解放区可能要丢几个，部队可能要缩小，党员可能
怎么样，但最后还是要胜利。
所以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达胜利誓不罢休。
我们对克服困难已有思想准备，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我在延安前后一年多时间，经过七大开会前的党史学习，路线学习，通过出席党的七大，我的思想状
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经过党史和路线学习，对党的历史有了较全面的理解，在思想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
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同时，对抗战胜利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心里有了底。
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是不是和苏联的一样，是集体农庄，电灯电话，喝牛奶、吃面包那个样子？
学习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我弄明白了，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
，但可以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前途。
还有一个资本主义问题。
毛主席在七大上多次讲要发展资本主义。
这也是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生活有利的。
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发展它。
其次，是群众观念增强了，特别是对农民的认识提高了。
1942年刘少奇路过太岳区就讲：根据地的建设，第一是武装，夺取政权；第二是发动群众，在群众运
动的基础上建立政权，组织生产。
发动群众树立群众观点，要克服外来英雄为群众谋福利的恩赐观点，树立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
观点，不然就会出现白天分粮食，晚上偷偷送回去的情况。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我对发动群众的认识更清楚了，对农民的认识更全面了，这对后来进一步发动群
众减租减息，启发群众的自觉，让农民懂得自己来解放自己，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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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凝聚着众多同志，特别是五十多年前出席过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00位老同志的心血。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一九四五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
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
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
结。
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搜集整理有关七大的历史资料，特别是七
大代表的亲身经历，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党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很有帮助的。
经过我们多方努力，终于联系到尚在世的当年出席七大的代表116名，约占原代表总数755名的15．3％
。
这些代表，在北京的约有90多名，其余20多名分布在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广东、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地。
这些七大代表，大多数曾担任党政军各部门的高级领导职务，其中有将军24人。
征集七大代表回忆资料这项工作从1998年5月启动。
同年7月7日，我们根据部分老同志的建议，召开了一次出席七大老同志座谈会，42位在京的七大代表
出席。
这些老同志，有的在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的搀扶下，有的坐着轮椅，赶来与当年的老战友聚会，畅谈
七大。
会后，七大代表回忆资料征集工作全面展开。
与会的老同志认为，搜集整理七大代表回忆资料，深入研究七大历史，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当年参加七大尚健在的老同志中，90岁以上的有23人，年龄最大的已经99岁，最小的也已经77岁，大
多身体有病。
而且，许多老同志为革命出生入死，把个人融入到党的事业中，从未写过个人传记。
因此，这是一项带有资料抢救性质的工作，时间急迫，必须抓紧进行。
对这项工作，老同志们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非常认真地查找资料，努力搜寻留在脑海深处的历史印象，力图准确地
再现历史的真实。
他们提供的许多材料和情况鲜为人知，十分珍贵。
有的同志是亲自动手，不让旁人代劳，一字一句写下那段永世难忘的历史。
有的同志用以往的回忆录或材料做基础，重新补充、加工、修改，使内容更加全面、生动、具体。
有的老同志提供了七大前后的日记，弥足珍贵，极有价值。
有的老同志热情地接受采访，尽量提供资料，供有关同志整理成文。
有的老同志甚至是鼻里插着氧气管，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坚持接受采访的，其情其景不能不令人动情。
有的同志不顾九十多岁的高龄，反复地推敲、润色自己的回忆资料，数易其稿。
有的同志还把自己的初稿寄给当年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征求意见。
有的看了录音整理稿后写出了详细的书面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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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七大代表忆七大(上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七大代表忆七大（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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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