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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9月25日上午，突然得到饶子健同志逝世的消息，难以名状的悲痛，顿时涌上心头。
多年并肩战斗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与子健相识于六十年前的抗日战场。
1940年春，我新四军第六支队在豫皖苏敌后发动群众，打击日伪，根据地正处于大发展时期。
由于支队的主要成分是根据地的青年群众，没有红军的部队作基础，骨干缺乏。
因此，急需大批有经验的军政领导干部。
    ⋯⋯    世纪之交，子健同志离开了我们，悲痛心情难以平静。
应王树芝同志之约，写此短文，以表达我对子健同志的深切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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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饶子健将军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和南京军区副司令，是一位经历异常丰富、在战争和和平年代均
功勋卓著的将军和革命家。
《饶子健将军》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饶子健将军的回忆录，从出生起一直到退休后，包括了参
加革命，参加红军，参加四次反&ldquo;围剿&rdquo;，参加长征，跟随西路军西征，后来在淮北的十
年不凡经历，以及解放后在上海和南京工作的经历，其间不乏困难、考验和挫折。
第二部分为饶子健将军生前战友、同事和部下对他的怀念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饶将军和他所经历的
时代。
第三部分为少量的文献资料，作为全书内容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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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饶子健（1909－2000），湖南省浏阳人。
1927年参加工农自卫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团上士、班长，红十五军排长，红五军连长、营长、团参谋
长、团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十三师师长。
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西征，1937年4月到达星星峡，任新疆
“新兵营”大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2月从新疆回到延安后，被选派到豫苏皖边区，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三团团长，第
四师十二旅代旅长，淮北军区司令员，淮北军区第二分区副司令员，江淮军区副司令员，新四军第四
师十二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副司令员，淮北挺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共地委书记，淮北
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三十四军第一副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九兵团三十军军长，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军区司令员，江
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六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是一位在战争和和平年代均功勋卓著的将军和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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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怀念饶子健同志(代序)上编  饶子健回忆录红军时期一、当红军扛枪打天下二、反“围剿”热血染征衣
三、历艰辛长征作后卫四、红五军丧师西征路五、遭惨败风雪祁连山六、到新疆绝处重逢生抗日战争
中七、离延安慷慨赴前线八、战路西浴血斗敌顽九、转敌后路东燃烽火十、抑悲愤痛悼彭师长十一、
大反攻横扫日伪军解放战争的岁月里十二、建九纵迎击蒋家军十三、拯危局再次返淮北十四、排万难
站稳立足点十五、大发展狂潮卷地来十六、克强敌万众一条心十七、率前指辗转战淮海社会主义建设
中十八、组建海军第六舰队十九、六十军军长苦练兵二十、警备司令首抓备战二十一、“文革”乱世 
忠心耿耿二十二、离休回忆缅怀先烈二十三、英名永留西征路二十四、牢记我军宗旨  继承和发扬红
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后记(一)后记(二)下编；对饶子健将军的深情缅怀一、永远的回忆 二、追寻父
亲的足迹三、与战士同呼吸共命运四、重建淮北根据地功勋卓著五、“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六、
果断勇敢，用兵如神七、非凡的胆略超人的智慧八、难忘的一次重要会议柏瑞秀九、英勇善战，料事
如神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十一、正规化训练的卓越组织者 十二、“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十三
、好军长好将军十四、为警备区部队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十五、谦虚学习  一心为人十六、处处做
模范事事带好头十七、饶司令员关心咱们连队建设十八、抓好“好八连”推进部队建设十九、仪仗队
体现了国威和军威二十、服从分配就是胜利的保证二十一、深入部队，真抓实干二十二、临危受命砥
柱中流二十三、鞠躬尽瘁为党为民二十四、不顾个人安危全为民众谋利二十五、患难见真情二十六、
“兵贵神速，救急就得快”二十七、忍辱负重，呕心沥血陈二十八、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抓生产二十九
、“国事民事大如天”三十、“一心为民”的好将军三十一、一切为了国防建设三十二、在首长身边
工作的日子里三十三、不忘艰苦卓绝的战斗友情三十四、痛悼饶子健同志三十五、永远怀念和学习饶
司令员三十六、缅怀子健附录  有关史料、书信往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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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9年9月28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三口乡小官冲。
湖南方言称“冲”为山区的小平地，小官冲就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我家里有六口人，除父母外，有兄弟四个：老大叫国淮，是我的哥哥：我是老二，原名叫国汉；老三
叫国洲，是我的大弟；老四叫国池，是我的二弟。
    我家祖祖辈辈都很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没过一天好日子，别说菜里没油、没盐，就是放在缸里的米，也只够煮几顿稀饭
吃的。
    由于苦难生活的折磨，父母都体弱多病，他俩三十岁刚出头，就得拉着我们兄弟四个熬日子。
我家没有一垅地，父亲只好给一个石灰窑挑煤，傍晚领回一天挑煤换来的两升米；母亲每天上山拾柴
，一半自己烧，一半是换米。
    由于家境贫寒，生活穷困，我们弟兄四个都没有上完一年学，为了谋生，只得给地主、富农放牛。
干一年，只能得到二三斗米。
后来，我父母除叫我年幼的二弟干零活外，就让我们年龄稍大一点的兄弟三个分别去学手艺。
到我十七岁那年，已经是学了三年的裁缝徒工。
在这三年学徒期间，我自己除了学到一点手艺外，连一文钱都没有挣到。
我哥哥国淮当兵回来后，又学做纸工，也未挣到钱。
我大弟国洲学做鞭炮，赚的钱都被师傅拿去了。
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学徒三年分文没有，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让我最难忘记的是，有一年腊月，不知妈妈从谁家借来四斗稻谷，全家高兴得不得了：这回过年可
吃一顿饱饭了。
可是，没想到姓萧的地主上门逼债。
他一眼看见桌底下有一箩稻谷，便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没有谷还债，倒有谷过年，过得怪不错么
！
”说着，他非要把这四斗稻谷扛走不可。
我那瘦骨伶仃的妈妈一头扑在稻谷上，哭着说：“你抬抬胳膊让我们过去吧，你不看在我的面上，也
得看看这些可怜的孩子⋯⋯”。
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就像一把刀在绞，恨不得上去和他拼命。
还是哥哥懂事些，赶紧扶起妈妈，一家人都伤心地哭起来。
    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家乡刮起了革命的风暴，穷苦人翻身闹革命，纷纷建立农会
。
国淮哥第二次当兵，参加了北伐军。
我参加了工会和农会的工作，当上了积极分子，并于1927年春天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
工农自卫军。
当时，当地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和要求减租减息的口号，到处
都是一派革命景象，农会成了农村的权力机构，农民成了农村真正的主人。
    反动力量惧怕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
产党员。
5月21日，在蒋介石、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成立了“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
土豪劣绅随之反攻倒算。
因21日的电报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
这一事变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开始叛变革命，并准备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的信号。
    但是，当时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仍在继续发展，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我家乡的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工农义勇军，集中训练，吃的是地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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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的粮食，穿的是强迫土豪劣绅捐钱做的新军装，大家士气高昂。
原来的工会、农会也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声讨蒋介石。
    革命的火焰越烧越旺，斗争也越来越尖锐，国民党开始实行“清乡”。
当年10月，哥哥国淮从北伐军回乡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到附近的古港镇杀害了。
第二天，父亲叫我和钟喜到古港镇去收尸。
我们在一片空旷的稻田里找到了哥哥的尸体。
一起殉难的烈士还有六人，一个个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我看到这种情景，又悲痛，又愤怒，心想：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国民党反动统治一定要推翻。
我虽然识字不多，但我懂得做人的道理，更懂得什么叫“恩情”？
什么叫“仇恨”？
哥哥被反动派杀害这一深仇大恨，就像复仇的种子，深深埋在我的心里。
    1929年4月，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时刻，上级派共产党员李替来到小官冲，和我们接上了头，领导这一
带的斗争。
一天傍晚，他把我和廖标、廖农、邱太方、吴清(女)等几个青年叫到山口塘的偏僻山沟里，向我们介
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问我们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们异口同声地答应了。
他还向我们讲了入党必须注意的事情。
一个月后的一天，在一间低暗的小茅草屋里，我们面对写有“CCP”的庄严党旗，举行了庄严的入党
宣誓。
李替告诉我们说，“CCP”是英文“中国共产党”的缩写，又将誓词一句一句地解释给我们听，问我
们能不能做到。
我们都坚定地回答：“能！
”从这以后，我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
    不久，我们村的党组织被叛徒告了密。
12月上旬，邱太方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我父亲到监狱里探望他，想凑点钱把他赎出来。
他摇了摇头说：“大伯，就死掉这片心吧，钱已经赎不出我了，赶快告诉国汉，叛徒已将他的名单递
上去了。
”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赶快通知另外几个同志，大家分头隐藏起来。
邱太方不久就被杀害了。
残酷严峻的现实，又一次告诉了我：革命就是要流血的。
    1930年6月，革命形势开始好转，红军从江西打回浏阳来了。
立三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在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命令由彭德怀总指挥、滕代
远政委率领的红三军团攻打长沙。
经红三军团指战员的英勇作战，长沙于7月27日被打下来了，可打下以后，党中央却没作任何新的部署
，致使部队茫然不知所措，结果只占领一个星期，就于8月5日撤出长沙。
这次打长沙时，我正赶上生病没能去参加。
到8月下旬，红军又要攻打长沙，我随赤卫队加入了战斗行列。
后因情况变化，红军于9月12日撤围长沙，我们赤卫队又返回了家乡。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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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是子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子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
追忆往事，子健同志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仿佛还在我们身边。
    子健同志曾在1992年撰写了回忆录《从战士到将军的征程》。
回忆录记录了子健同志在战争年代的战斗历程。
此后，子健同志又陆续撰写了一些文章，对新中国建立后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
设所做的工作，以及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为了稳定局势作出的不懈努力进行了回忆。
这些回忆文章和此前出版的《从战士到将军的征程》一书，完整地勾画了子健同志战斗的一生。
现将这些文章融合到《从战士到将军的征程》中，形成《饶子健将军》一书，奉献给读者。
    在帮助子健同志撰写、整理回忆录的过程中，我走访了子健同志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地方、部队，
采访了许多子健同志的战友、同志、部下，他们与我一起深情回忆了与子健同志一起战斗和工作的岁
月，并热情地撰写了怀念子健同志的纪念文章。
对于他们的深情厚谊，我表示衷心感谢。
    在子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把子健同志的回忆录以及战友们和同志们对他的纪念文章结集出
版，以缅怀子健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大百科研究室副主任王辅一同志为子健同志撰写回忆录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此
，我深表谢意。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对他们的辛勤工作我也深表感谢。
    王树芝    200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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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饶子健将军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和南京军区副司令，是一位经历异常丰富、在战争和和平年代均功勋
卓著的将军和革命家。
《饶子健将军》(作者《饶子健将军》编写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饶子健将军的回忆录，从出
生起一直到退休后，包括了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参加四次反“围剿”，参加长征，跟随西路军西征
，后来在淮北的十年不凡经历，以及解放后在上海和南京工作的经历，其间不乏困难、考验和挫折。
第二部分为饶子健将军生前战友、同事和部下对他的怀念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饶将军和他所经历的
时代。
第三部分为少量的文献资料，作为全书内容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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