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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原中共
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7年11月9日零
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伍修权同志1908年3月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祖籍湖北大冶。
青少年时期，在陈潭秋、董必武同志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
1923年冬，经陈潭秋同志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lO月，由我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7年9月，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
1929年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
1931年5月，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他几经努力，不畏艰险，毅然回到祖国，投入艰苦的武装斗争。
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第一期连指导员、第二期政治营教导
员、第三期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州）连（城）分
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
其间，参与编写了我军早期的军事教材，编译了苏军战斗条令，参加了第三、四次反“围剿”。
在芦丰战斗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
1933年秋，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列席遵义会议。
在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后，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参与组织抢渡金沙江、吴起镇、直罗镇等战役战斗。
过草地时，提出了战胜敌人骑兵的有效战术。
在红军陕甘支队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发布全军的政治训令。
1936年4月，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东征战斗。
1937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边区政府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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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老一辈革命家伍修权的自传体回忆录，真实记录了他所参与和见证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国内国际
政治风云。
从参加红军长征到出使联合国，从“文革”被囚牛棚到亲历审判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要案，一一叙说
历史端详，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
全书配有插图照片百余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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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苦难中成长　二、走上革命道路第二章　赴苏学习和工作　一、漫长
的旅程　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三、在莫斯科步兵学校　四、在远东边疆保卫局第三章　战斗在中
央苏区　一、回国前后　二、初进苏区　三、在红军学校　四、在红军模范团和红三师　五、在汀连
军分区　六、再回红军学校　七、为李德做翻译　八、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四章　伟大的长征
　一、长征的准备　二、长征初期　三、历史性的遵义会议　四、征途漫漫第五章　为了抗战胜利　
一、从东征到陕甘宁边区政府　二、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三、在延安军委总部第六章　东北解放
前后　一、进军争夺东北　二、在军调部执行小组　三、在东北军区　四、开国和还乡第七章　外交
部八年　一、随访莫斯科　二、建国初期的中苏关系　三、联合国之行　四、开城一月　五、出使南
斯拉夫第八章　中联部八年　一、初到中联部　二、参加庐山会议　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　四
、1960年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　五、出席东欧四国党代会　六、1963年和1964年中苏两党的两次会谈　
七、出席罗共九大　八、参加四清　九、二访阿尔巴尼亚第九章　“牛棚”八年　一、风暴骤起　二
、初进“牛棚”　三、长期“监护”　四、曙光初露　五、不堪回首第十章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
集团　一、审判工作领导小组　二、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　三、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　四、预
审工作　五、特别法庭第一次正式开庭　⋯⋯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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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如他在讲授历史课时，反复地对我们说，不要仅仅从历代帝王的更迭来看待历史的演变，而要从经
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来考察历史在如何前进。
他还对我们讲解了社会发展史，从劳动怎样创造了人类本身，讲到一种新的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
要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每个要想对社会有点贡献的人
，必须了解和顺应这条社会发展规律，努力使自己站在推动社会前进的一方面，而不是站在与它相对
立的反动势力方面。
由于陈老师知识广博，口才又好，他在讲解这些重要的革命理论时，不仅善于联系实际，又不超出讲
课的范围，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渗透到他要讲的课题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间接受
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他讲的道理既新鲜又深刻，语言又很生动和浅显，对于我们这群正处于求知欲旺盛期的青年来说，无
疑是在革命知识的荒漠上，浇洒下一阵阵甘霖；在正待开发的处女地上，播下了一粒粒种子。
我由于自己所处的家庭地位和环境，正对社会上的许多不平现象感到不可理解，听了陈老师的讲课和
言谈，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开始拨开了思想上的重重迷雾。
当时的中国，各派人物竞相表演，各种主义众说纷纭，有些人不断宣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等“治国良策”，听起来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陈潭秋同志就针对这些不切实际的言论主张，结合社会上的现实情况，对我们进行耐心的解释开导。
他说那些所谓“治国良策”，都不能使我国根本改变面貌，实际上也实行不了；只有彻底改变现存的
社会制度，推翻反动统治，消除社会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才是救国富民的惟一道路
。
有一次我问他：“许多像我这样的穷孩子，都上不起学，你看该怎么办？
”他说：“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即使由于某种原因，个别人偶然上了学，整个
社会的问题仍然存在，你自己就是个例子。
要根本解决问题，只有彻底推翻旧社会，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所有的穷孩子才能都获得上学的机会
。
”20年代的武汉，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陈潭秋同志又用现实例子，启发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
思想。
他指着在武昌和汉口之间停泊着的一艘艘外国军舰，让我们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些洋船兵舰能在我国
内河长驱直入？
这些外国军舰上的大炮，日夜对着我们的国土，到底是要干什么？
作为中华民族的新一代子孙，能不能长期容忍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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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7年的11月9日，这是一个令我们刻骨铭心的日子。
我们敬爱的父亲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人院的时候还信心百倍，但就在医生和我们都以为他在好转的时候，却突然病危，遽然离我们而去
。
我们的哀伤与悲痛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他带着曾经为祖国的解放而浴血奋斗的历程、带着奉献自己一生无悔无怨的信念、带着对祖国美好未
来的祝愿走了。
从此我们再也见不到敬爱的爸爸了！
他走得那么匆匆，那么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但他以自己一生的言行告诉了我们：人应该怎样生，
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行！
在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里，我们带着深深的哀伤为父亲操办后事。
此时，父亲的音容笑貌便时时闪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深切地感到，父亲这一代人所为之奉献一切甚至生命的事业，完全是为了祖国摆脱穷困落后，为
了人民摆脱被奴役欺凌，为了多灾多难的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使中国人民能过上美好富足的生活。
他们历尽磨难，九死一生，流血牺牲，在所不辞，谱写了一曲曲历史与人生的壮歌。
他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了终生，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他。
人们始终重视他、关心他、爱戴他。
在他生前，江泽民等领导同志亲自到家探望、慰问他。
在他去世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同志第一个赶到301医院，随后总参、中央军委的领导也到
医院与父亲告别。
11月20日，组织上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
江泽民、朱镕基、尉健行、胡锦涛等中央领导都亲自出席。
他生前工作过单位的许许多多同志，包括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都来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我们看到这么多领导和同志来到八宝山，向他表示哀悼和崇敬，一方面万分感谢他们的这一番深情，
另一方面也为父亲感到欣慰。
他一生七十四年的革命历程有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父亲不只属于我们这个家庭，父亲更属于祖国，属于党，属于人民。
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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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伍修权回忆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伍修权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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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