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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军七十五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其中包括朱德卷《
红军之父》、彭德怀卷《雄关漫道》、刘伯承卷《新孙吴》、贺龙卷《洪湖曲》、陈毅卷《旌旗十万
》、罗荣桓卷《庄严典型》、徐向前卷《高山魂》、聂荣臻卷《大漠长空》、叶剑英卷《每临大事》
。
九卷书以文学传记的形式，选取元帅人生经历的不同侧面和重要阶段，从探索元帅心灵和情感的轨迹
入手，艺术地再现了元帅的独特形象，重新抒写了我军的光辉史册。
丛书熟练运用了叙述语言、描述语言以及人物的生活化语言，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本书为其中的陈毅卷。
      本书以文学传记的形式，选取了陈毅元帅人生经历的不同侧面和重要阶段，从探索他心灵和情感的
轨迹入手，艺术地再现了陈毅元帅的独特形象，重新抒写了我军的光辉史册。
本书熟练运用了叙述语言、描述语言以及人物的生活化语言，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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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鲁迅先生把3月18日这一天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他连续发表6篇杂文，无情地声讨和抨击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痛心疾首地指出：“我向来是不惮以
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
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
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陈毅是1923年10月
离开老家四川来到北京的。
留学法国被迫归国后，一度在重庆《新蜀报》文艺副刊任主笔，因写声讨军阀政治的文章惹怒了四川
军阀杨森，被“礼送出川”。
设于香山碧云寺的北京中法大学负有接收被迫归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义务，而陈毅却被婉拒。
经过他一再同校长李石曾说理，又得到先期进校的被迫归国同学的声援，终于被接受入学。
入学的第二个月，即1923年11月，经中法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和中共北方区委考察
批准，他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久担任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
从这时起，李大钊的名字便在他的生活中频频出现，对这位学者、教授和党的领导者人品道德、学识
文章的了解逐渐增多。
　　1925年初秋，他调到北京城内翠花胡同8号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和中共北京地委任职以后，
更直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工作。
通过直接间接的接触，特别是近一年来追随其左右，他对李大钊的思想和为人有了全面的了解，由衷
地视其为知己和诤友。
所以，对于李大钊的召见，他每次都打心眼里感到喜悦和激动。
　　东交民巷，陈毅多次去过。
他所要去的俄国兵营，其实是有其名无其实，并没有一兵一卒，很可能这里某个时候曾是俄国的兵营
，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
这里是北京外国使馆区的一部分，许多外国驻华使领馆与它相邻。
这个区域的治安和巡逻警戒，平日由使馆巡捕房全权负责，未经公使团和使馆巡捕房允许，连段祺瑞
执政府的军警也不得擅自进入。
或许，这也是李大钊和一些受通缉的国民党左派选择这里作为临时藏身地的原因。
　　即将走近那幢尖屋顶的欧式建筑时，黑暗中传来熟悉的招呼声。
陈毅很快看清了，那是李大钊的长公子16岁的李葆华在迎候他。
早在北京地委党校他们就相识了，完全用不着寒暄和客套。
陈毅跟在李葆华的后面来到李大钊的下榻处。
　　陈毅看见配戴角质眼镜的李大钊，仍旧穿着那身棉布夹袍。
像平日约见一样，陈毅汇报完工作以后，照例等着聆听李大钊的指示。
然而这天的情形使他大感意外。
李大钊并没有立即作指示，而是提出了一个他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李大钊沉静地说：“你该离开北京了!”　　“为什么?环境险恶吗?”陈毅的眼神里流露出吃惊，意识
到情况非同一般。
　　“环境险恶是一个原因。
你已很引人注意了，要保存革命力量。
可是更重要的，是要响应北伐，要掌握武装!”　　陈毅领悟了，情不自禁地点了两下头。
很久以来，他就有这方面的隐约感受。
军阀混战，老百姓任人欺负；军警逞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被推上囚车；卫队开枪，青年学生被活活
枪杀⋯⋯所有这一切不都是由于老百姓手无寸铁吗?为了不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欺凌，应该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革命者也必须拿起枪来，掌握武装。
　　李大钊对陈毅的态度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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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最近四川军阀杨森派人来北京接洽，要求我们派人去帮助他们工作。
这为开展川军工作提供了机会，组织上决定派你去。
你有什么意见?”　　多少年来陈毅对文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梦想有一天进入神圣的文学殿堂，成为
一名文学博士。
如今即将从事的工作完全是两码事，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没有意见，完全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不管有多大困难，决心尽最大努力去掌握武装，响应北伐!”　　说来也巧，四川军阀杨森派往北京的
联络代表不是别人，正是陈毅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并和陈毅一道被法国当局武装押送回国的喻正衡
。
他俩作为四川留法学生代表，曾向当时的川军第2军军长杨森、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刘湘等办过
交涉，争取他们向处于困境中的留学生伸出援手。
杨森看中了他俩的才干，婉言劝他们留下，并愿以高薪聘为秘书，结果陈毅不干，喻正衡留下了。
　　这次他俩一同坐车从北京南下，无意间在汉口江汉关码头买船票时碰见杜钢百。
　　陈毅是在北京从事学生运动时认识杜钢百的，两人之间还曾发生一些误会。
杜钢百，四川广安人，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高才生。
在北京女师大掀起反对封建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两人多次打过交道。
杜钢百是学古典文学的，写得一手好文章，女师大的学生们向教育部递呈文、发宣言时，便常指名要
他代笔，而且指定用文言文。
陈毅不但鼓励他当好女同学的笔杆子，还多次给他修改文章，送《向导》、《政治生活》等刊物给他
看，介绍他读李大钊的《唯物史观》。
　　一个严寒的冬夜，陈毅冒雪来到清华园，敲开杜钢百的房门，只见满屋都是古籍，桌上几本古书
间摊开一篇诗稿。
他移近灯前细读起来，随后打趣说：　　“不错，敢骂帝国主义，敢骂军阀政府专断昏庸!你真是十足
的读书不忘救国啊!”　　“乱诌的，请别见笑!”　　陈毅并没发现杜钢百的冷淡，一边摆弄手中一
本发黄的线装书，一边兴高采烈地说：“你成天就钻在这些圣贤书里?你难道就相信钻研钻研诗云子日
，写几句诗，发发牢骚，就能把帝国主义赶跑了，就能把军阀打倒了?!老朋友，还是出去见见世面，
参加参加群众活动吧!”　　杜钢百却冷冰冰地说：“我只参加共产党的活动!”　　陈毅瞪大了吃惊
的眼睛，不明究竟。
　　杜钢百又冷漠地补了一句：“我只参加共产党的理论探讨和共产党倡议、组织的活动，国民党的
活动我不屑于参加!”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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