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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在这块华夏大地上，炎黄子孙曾以“文明古国”和象征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四
大发明”自豪过，也曾以“盛唐”经济文化繁荣挺过腰杆子。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
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
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①举世闻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在他的《谁将继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一文中说：中国
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就是可悲的。
“人有知学，则有力矣”①的提出，长安太学的创建；浩若烟海的文史典籍，灿若繁星的教育家、文
学家，以及纺织、建筑、天文等，在整个欧洲尚处于中世纪黑暗时代时，中国就举起了文明火炬，走
到了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然而，史至清朝，中外文化交流开始断裂。
尤其晚清，当叶赫那拉氏炮制了“禁海令”、“迁海令”，关闭了中国大门，过着无心修明政治、玩
忽官纪国法、追求“青春长在”的时候，中国由盛转衰，终于酿成侵略者以炮舰政策敲开中国大门的
奇耻大辱。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达近百年的蹂躏，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正是强人生出疾患，成为“东亚病夫”，才给侵略者造成接踵而来、乘虚而入的契机。
为拯救中华民族，太平天国、义和团的领袖们曾揭竿而起，奋勇反抗过；孙中山以其“三民主义”进
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
然而，中国仍然四分五裂，孙中山临终时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
20世纪初，无数仁人志士，在找出路中斗争，在斗争中找出路，终于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在孙中山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随着革命的发展，毛泽东，这个象征着现代中国的名字，响彻在九州大地上，并深深地镌刻在千千万
万中国人的脑海中。
毛泽东的一生，“无论是胜利和失败、贡献和错误、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都关联着现代中国的演变与发展，关系着中国人的悲欢祸福。
作为一位历史伟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是一个多侧面、多阶段构成的复杂而系统的整体。
在这个整体里，又无不蕴涵着他和他的同事、他和他的战友们几十年的艰苦寻求、实践和斗争。
贺龙，一个由旧军人出身的国民革命军的将军，正是在这种追求和探索的实践中，与毛泽东走到一起
，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成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和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
。
贺龙对毛泽东仰慕、追随、忠诚；毛泽东对贺龙敬重、信任，不断委以重任。
这种密切关系的建立，在实践中相辅相成作用的发挥，并非某种个人感情的相同、性格的融洽，也不
是天生的、偶然的结合。
毛泽东与贺龙的密切关系，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种必然，正是他们顺应历史的发展，个人执著追求的目标与社会总发展趋势相吻合，才形成的渊源
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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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贺龙对毛泽东仰慕、追随、忠诚；毛泽东对贺龙敬重、信任，不断委以重任。
这种密切关系的建立，在实践中相辅相成作用的发挥，并非某种个人感情的相同、性格的融洽，也不
是天生的、偶然的结合。
毛泽东与贺龙的密切关系，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书以《毛泽东年谱》《贺龙年谱》为主要线索，参阅了《毛泽东生平实录》《毛泽东的早期革命
活动》《贺龙传》《怀念贺龙同志》《从两把菜刀到南昌起义》等书刊资料，介绍了毛泽东与贺龙在
革命生涯中的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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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家世不同理想一致第二章 湖南青年的表率与“两把菜刀闹革命”第三章 “还是共产党的主张
对”第四章 像毛泽东一样做个共产党人第五章 “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第六章 井冈山斗争经验带来
的活力第七章 分别与“左”倾路线进行斗争第八章 “谁要反对毛主席，他是天王老子也不行”第九
章 握手保安，相见恨晚第十章 “名改，心不变”，一切为统战第十一章 一二○师威震华北第十二章 
建设、保卫晋西北根据地第十三章 不负毛泽东厚望的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第十四章 为了毛泽东的安全
多打胜仗第十五章 前线变后方与小河村会议第十六章 新式整军强化战斗力第十七章 毛泽东进驻香山
，贺龙挺进大西南第十八章 “笔杆子要和枪杆子联合起来”第十九章 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奠基第二十
章 数任在肩，呕心为国第二十一章 “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第二十二章 林彪的恐慌第二十
三章 “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第二十四章 “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第二十五章 毛泽
东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后记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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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月初，贺龙回到澧州时，周逸群告诉他已经招收了3000名新兵。
贺龙高兴地说：“了不起的成绩。
过去军阀招兵，一靠票子，二靠绳子。
我过去招兵靠乡土情谊、善待民众。
现在工农大众起来了，我们招兵讲革命道理，一个钱不花，农民都把年轻力壮的子弟送来了。
政治工作太重要了。
”但是，在训练这些新兵前，却围绕着如何训练的争论，使新旧两派的矛盾终于公开化了。
周逸群和训练处长刘达五制定的训练计划，被陈图南否定了。
周逸群坚持要上政治课，陈图南借口即将要作战而拒绝。
关键时刻，贺龙支持了周逸群。
他说：“正是因为马上要打仗，时间不多了，就更要向士兵讲清楚为什么要打仗。
士兵觉悟了，打起仗来才会更勇敢；要是不晓得为什么打仗，本事再大又有什么用呢？
有人认为我不喜欢政治工作，错了，我贺龙光杆一条，为什么拖得这么多人来？
就是因为我讲了政治，才能唤起民众。
”他又对陈图南说：“陈参谋长，唤起民众，这是你自己对我宣传的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嘛！
”陈图南无言以对。
争论暂时解决了，但矛盾依然存在。
北伐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国共两党矛盾逐渐加深，国民党右派不断制造反共事端。
在这种情况下，贺龙的一师扩编为5个旅15个团，拥有2万余人，并且在宜昌战役中取得了毙敌团长3人
、毙敌团以下官兵4000余人、俘敌数千、缴枪3700余支的辉煌胜利。
宜昌战役后，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下令将贺龙所部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委任贺龙为师长，并脱离第九军
指挥，转为任鄂西警备。
对贺龙这样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左派武装进驻鄂西，右翼势力是很难容忍的。
敌视贺龙最甚的湘军头目何键，不断唆使部下向贺龙所部挑衅，还勾结地主、商人到武汉诬告贺龙。
国民党右派企图借机解散贺龙的部队。
1927年1月，由广州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派中央委员吴玉章率代表团去宜昌处理此事。
吴玉章到宜昌后，亲眼目睹了装备精良的何键第一师和兵员众多的王天培所部，已呈剑拔弩张之势。
他当场申斥了何键，然后把贺龙的部队调到武汉去拱卫革命中心，以避免贺部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
吃掉。
在武汉，贺龙的政治态度更加鲜明，他与周逸群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部队中的许多工作，照样按照中共的建议去办，从而使独立第十五师成为中国共产党倚重的武装力量
。
但在2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在对北伐军进行整编时，却把独立第十五师原有5个旅15个团，缩编为5个
团、3个直属营，人数由2万多减为1．1万人。
编余的军官除少数降职使用外，大部分官兵被资遣还乡。
在北伐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把战功卓著的部队裁减逾半，贺龙心里是有数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左右两派斗争的发展，已直接波及到他和他率领的部队。
这时，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对立。
一天，他对他的秘书长李仲公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湘西有条龙你知道吗？
你把他拉过来，我给他一个军长、一个江西省主席⋯⋯”3月22日，正是贺龙的第31个生日。
他在家中与家眷、亲友欢聚时，周逸群告诉他：“明天你会碰上一位客人，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
公，他带了好多钱来。
”贺龙问：“他来搞什么鬼名堂？
”周逸群说：“像是专门来运动军队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与贺龙>>

”贺龙听了，胸有成竹地说：“那你就莫操心了。
那些说客，我见得多了，有的是办法。
”3月14日，李仲公来武汉拜访贺龙，在贺龙的秘书长严仁珊家以打牌谈心的方式对贺龙说：“蒋总司
令对将军你钦慕已久。
只要你肯过来，你的师，可以扩编为军，江西省主席也由你出任⋯⋯”贺龙一口一口地吸烟，等李讲
完了，才从嘴里拔出烟斗，冷冷地问了一声：“你知道j我在想什么？
”李仲公感到一股肃杀之气，不安地摇摇头。
贺龙气愤地接着说：“我在想，是该把你就地正法？
还是送交总指挥部？
”李仲公大惊失色：“云卿，且不论我此番前来讲得是否有道理，自古道，两军相交，不杀来使。
”贺龙说：“好，我不杀你。
”他大吼一声：“来人啊！
把他给我押到总指挥部去，交国民政府发落这名说客！
”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唐生智。
李仲公押来后，经邓演达作保，唐生智将他放了。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为落实政策要给一些民主人士安排适当的工作，这个当年未被贺龙杀掉
的李仲公也来找周恩来，以熟悉贵州情况为由，赖着让周恩来安排他当贵州省主席。
周恩来深知其人，就把贺龙找来。
李仲公一见贺龙，吓得魂不附体，赶紧走了。
后来，国务院参事室将李仲公聘为参事。
谁料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竟然伪造了一份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提供给林彪、江青
一伙，作为贺龙一大“罪状”①。
当时，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贺龙，认为按照他的想法，贺龙由师长升任为军长、省长，会乖乖地到南
京去。
他认为贺龙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这个。
可是，他没想到，贺龙对此已经“见得多了”，早已把个人置之度外。
这时，贺龙想起了贺英大姐说的话：“你跟那些国民党大官搞在一起靠不住，得提防着点。
”第一次收买失败之后，那个一贯自信的蒋介石并不服输，还要错误地走下去。
他又第二次派代表朱绍良来拉拢贺龙，并且答应，除了上次的条件外，武汉卫戍司令也可以让贺龙兼
任，在上海、南京各为贺龙准备一栋小楼，“只要他过来，我立刻给他300万大洋。
他不是缺武器吗？
汉阳兵工厂也交给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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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毛泽东、贺龙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所敬重的伟大人物，他们的丰功伟业是人们所熟知的。
而毛泽东与贺龙的关系，虽然有些散在的记述和概括，但并不系统。
本书基于这种情况，通过广泛地参阅各种文献、资料，力图将毛泽东与贺龙之间的关系，较为详尽、
完整、纪实性地展示给广大读者，让人们较全面地了解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与贺龙在革命生涯
中的情感世界。
本书以《毛泽东年谱》《贺龙年谱》为主要线索，参阅了《毛泽东生平实录》《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
动》《贺龙传》《怀念贺龙同志》《从两把菜刀到南昌起义》等书刊资料。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出版社的领导和专家们的
关怀、指导和帮助。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拙笔难书，深恐未能表现出毛泽东与贺龙的伟大光辉形象。
因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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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贺龙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所敬重的伟大人物，他们的丰功伟业是人们所熟知的。
《毛泽东与贺龙》作者通过广泛地参阅各种文献、资料，力图将毛泽东与贺龙之间的关系，较为详尽
、完整、纪实性地展示给广大读者，让人们较全面地了解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与贺龙在革命生
涯中的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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