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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叶剑英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他是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做出重大贡献，建
立丰功伟绩，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与敬重。
1897年，叶剑英生于广东省，从小品学兼优。
中学毕业后，他做过小学教员，到过南洋谋生。
为从军报国，他考入云南讲武堂，学习炮兵科。
为追求民主革命，他参加粤军，作战勇敢。
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时，他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率部接应孙中山登上“宝璧”舰，然后转登“永翔”
舰、“永丰”舰，直至脱离危险。
在讨伐陈炯明的作战中，他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
言岭关大捷，使他名声大震。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叶剑英应廖仲恺之邀，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参与了建校和教学工作。
在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和两次东征中，他先后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新编团团长
，指挥有方。
北伐战争中，他任国民革命军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支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反对蒋介石的通电，震动政界和军界。
北伐战争后期，他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继续支持革命。
在国共分裂的危急关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南昌起义，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叶剑英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赴苏联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政治理论。
回国后，他在上海参与翻译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解决了中国工农红军建设之急需
。
到中央苏区后，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后改称总参谋长）
，建立健全了参谋工作制度。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期间，他先后任瑞金卫戍司令员、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参
谋长、闽浙军区司令员、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了作战指挥。
长征途中，他先后任中革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在率领右路军前进途中，他截获张国焘企图制造分裂的密电，及时报告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工农红军避免了更大损失。
到达陕北后，他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参与了红军东征作战指挥。
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协助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
卢沟桥事变后，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开赴抗日战争前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先后奔赴南京、武汉、长沙、重庆等地，广泛联络国民党
上层人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在湖南省衡山，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战略战
术，宣传抗日持久战。
在重庆市，他出席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舌战群儒，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
派对八路军的各种污蔑。
皖南事变后，他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的真相，为挽救危局而奔走呼号。
重返延安市后，他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八路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作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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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制定了一系列参谋工作制度和措施。
面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他献策以情报战、舆论战、宣传战等手段退兵。
为了扩大敌后抗战的国际国内影响，他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委托，多次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
军观察组，详细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战绩。
作为大后方代表团团长，他出席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重庆市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并参与同国民政府进行
停止军事冲突的谈判。
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扩大了反对蒋介石
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返回延安市后，他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
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进攻陕北，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撤离延安后，他赴晋西北临县地
区，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后方机关的工作，为毛泽东等领导人转战
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提供情报和后勤保障。
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后期，他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培
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平津战役期间，他任中共北平（今北京）市委副书记、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为接管和建设新
北平做准备。
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之前，他参加国内和平谈判，为争取和平解决国共争端做最后的努力。
在人民解放军向中南进军期间，他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领导了广东、广西、海南岛的解放和建
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剑英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等职，坚
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参与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
章、一级解放勋章。
为发展中国军事科学，他建议并创办军事科学院，担任了首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在主持全军教育训练工作期间，他组织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参与领导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条令
条例，倡导了郭兴福教学法。
“文化大革命”初期和后期，他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身份，两度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同
林彪集团、江青集团干扰破坏军队建设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逝世后，他在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危难
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第三次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坚持拨乱反正，开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新局面。
他在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
的方针政策》著名谈话，提出实现祖国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主张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
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依然支持改革开放，关心祖国统一。
叶剑英党性坚强，信念坚定。
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比忠诚。
他无私无畏，有胆有识。
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
斗争。
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力挽狂澜，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毛泽东评价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周恩来赞誉他：“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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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胸怀宽广，谦逊质朴。
他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他不计浮名不畏难，能上能下，任劳任怨。
无论从正职降为副职，还是从中央转岗到地方工作，他都能正确对待，愉快地接受。
无论处在顺境，还是处在逆境，他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
无论对待领导，还是对待下级，他都能真心诚意相待，增强凝聚力。
他始终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为党为民，一身正气。
他一生勋业卓著，但从不夸耀自己，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
叶剑英好学深思，知识渊博。
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向实践学习。
他博览群书，熟谙历史。
耄耋之年，他仍坚持不断地吸取新知识，真正做到了“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他是一位受毛泽东称赞的诗人。
他的许多诗句深含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哲理，具有深刻的教育、启迪和鞭策作用。
如“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笃信力行依真理，不移不屈不苟同”；“全心全意一为
公”，“老骥仍将万里行”；“应向青年寻后继”，“长征接力有来人”等等。
叶剑英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发展繁荣。
他的一生，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密不可分。
但是，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就事论事，忽视历史背景，使他的生平思想缺少深度和高度。
本书从历史大背景出发，沿着他一生主要任职经历，突出研究重点。
通过宏观研究，深刻揭示他在关键时刻大智大勇，是浑厚中透大义，是策略中见忠诚。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争中，叶剑英领导参谋机关运筹帷幄，百战不殆。
在浮沉不定的宦海中，他蹬过无数暗礁险滩，所向披靡。
但是，研究中另一种倾向，粗枝大叶，忽视细节，使他的一些经历众说纷纭。
本书挖掘文献资料，关注历史细节，辨析不同观点，在据实考证中拨开迷雾，在旁征博引中发展深入
。
通过微观研究，客观反映他在不同岗位呕心沥血，视革命事业高于一切，平凡中见伟大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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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国民党员到中区中央副主席，从国民党军将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从梅县县长到全国人大
委员长。
从红军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解放军参谋长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两安事变谈判到国内和平谈判，
从截获张国焘，密电到粉碎“四人帮”，叶剑英传奇一生，屡建奇功。
本书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史论结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叶剑英光辉倦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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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志青陕西省南郑县人，军事学博士，陆军大校。
先后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军事科学院。
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和第二炮兵部队任职。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职研究员(教授)、研究生导师，中俄友好协会理事，中俄关系史研究
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中国军事科学基础研究。
已出版《铁血雄兵》、《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经验》、《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
系七十年》、《抢占制高点——世界部分国家新军事变革情况追踪》、《毛泽东蒋介石一生的较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合著)、《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史》(合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合著)等学术专著。
已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曾获得中国图书奖一项、解放军图书奖两项、军事科学优秀成果奖六项、解放军优秀论文奖三项。
获嘉奖十余次，立三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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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15年冬，叶剑英从东山中学回到家里，开始帮助父母料理小店铺。
虽然不上学了，可是他的学习兴趣并未减退，心中仍然充满了报效国家的理想。
于是，他一直坚持自学，经常同别人讨论学习和讨论时事。
由于叶剑英在校时学习一直很优秀，同乡人对他是很看重的。
转眼到了1916年春，新学期开始了，有人举荐他到距离雁洋堡十多公里外的横山新群小学去教书。
他自然是很高兴，工作十分努力，很得学生的尊重和同事的喜爱。
但是，当小学教员毕竟不是他的追求。
他是鲲鹏，他是鸿鹄，他有远大理想。
他想到省城或其他大城市去继续学习，获得丰富的知识，然后为国家做更多的事。
可是，家境并不好，哪有能力供他读书呢。
这时，叶剑英打听到上海地区有一所“南洋公学”，专门招收南洋华侨子弟。
他想到自己四个伯父都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怡堡，便给他们写信，希望得到资助。
可是，伯父们做生意也并不顺心，对他爱莫能助，建议他去南洋谋生。
叶剑英想，既然这样，也只好去南洋闯一闯，看有没有转机。
父母亲支持他的想法，准备托人带他去马来亚。
梅县人到海外谋生有较早的历史传统。
南宋末年，元军进占中原，人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一带，宋朝右丞相文天祥先后在江西省赣州（
今赣州市）、广东省梅州（今梅州市）征集义兵，起兵勤王。
当时，梅州等地有8000多人从军。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省海丰县北）被俘，部分义兵随抗元将领张世杰撤退至崖山（
今广东省新会市南）。
崖山兵败，宋朝亡，卓谋与十多位幸存者乘坐木筏，漂流南渡到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岛
）定居。
此后，因政治避难、战乱、兵燹而出国者越来越多。
如清朝乾隆年间，罗伯芳因参加过反清秘密组织，有叛逆嫌疑，不能在家乡立足，便邀集数人从虎门
乘船冒险出国，到婆罗洲定居。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政府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因洪秀全祖籍在梅县，不少人受到株连，不得
不远去海外避难。
另外，由于梅县多是贫瘠山区，山多田少，贫苦农民迫于生计，也纷纷出洋。
特别是自清朝康熙年间开“海禁”后，出国人数越来越多。
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梅县便有二三千人相继出洋谋生。
1916年冬，叶剑英告别父母，踏上了去南洋的旅途。
经过十多天的漂泊奔波，他终于来到了马来亚（今马来西亚）怡堡。
伯父们虽然十分高兴，但是生活十分困难，不能给他以更多的帮助。
当时的马来亚，是英国殖民主义案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很低下。
叶剑英刚一踏上这片土地，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同中国一样贫穷的国家，在这里谋生同样很艰辛。
接下来的经历，立刻就证实了他的看法。
相对于当地人，戴着“东亚病夫”帽子的华侨的地位则更为低下。
叶剑英为了找一份工作，举步维艰，遭到不少的冷落。
为了谋生，堂兄叶宜桐建议他学习英文打字。
他很快掌握这门技术，但不能被人长期录用，只能打零工，时打时停，处于半失业状态。
后来，叶宜桐求人帮忙，推荐叶剑英到一所小学当了一名汉语教员。
1917年夏，正当叶剑英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中国云南省督军（袁世凯时期称都督）唐继尧派人到南
洋宣慰华侨、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就学的消息。
叶剑英从小对军事就有兴趣，现在联想到生活无着，前途无望，心想投考军校也不失为一个最好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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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于是，他毅然去投考。
招生对文化要求并不高，叶剑英受过扎实的小学、中学教育，加上有健壮的身体，自然顺利通过考试
，最后被选拔录取。
他给父亲写信禀明自己考取云南讲武堂的经过，恳请帮助解决回国的路费。
父亲和几位伯父四处借贷，凑够路费后，他踏上了回国之路。
唐继尧（1883～1927年），字萁赓，云南省会泽县人。
1904年入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加人中国同盟会。
1909年回国，任云南省督练公所提调、讲武堂监督、新军第十九镇参谋官、第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等
职。
1911年10月底，参加云南起义，任云南省都督府军政部次长和参谋部次长，兼讲武堂总办，后又兼陆
军干部学校校长。
1912年，率滇军进攻贵州省，任贵州省都督。
1913年8月，任滇黔联军总司令，参与镇压“二次革命”。
11月，任云南省都督。
1914年，被袁世凯封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省军务。
1915年12月，与蔡锷等通电“护国讨袁”，以云南省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名义，留守云南。
1916年7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云南省督军。
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元帅，拒不就职。
1918年，排斥孙中山，改大元帅府为总裁制，名列七总裁之一。
1920年，出兵川黔，任靖国联军总司令。
1920年，川滇战争爆发，被驱逐出云南省。
1922年，任云南省省长，鼓吹“联省自治”，自称川滇黔鄂赣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
1924年，拒不接受孙中山提议推举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府副元帅职，阴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
1927年3月，被迫交出政权，改任有名无实的云南省务委员会总裁。
同年5月23日，在云南省昆明县（今昆明市）病死。
纵观一生，唐继尧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有爱国热情，但他的作为却并非是一个好同盟会会员应有的表现。
孙中山去世之前，他同袁世凯勾结、接受北洋政府的委任，但又参加了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
大革命后期，他则完全走向反面，直至抑郁而终。
云南讲武堂，全称“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云南省昆明县（今昆明市）翠湖西岸的承华圃。
1907年创办，为清末训练新军的地方学堂之一。
1909年8月，云南讲武堂重建，中国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被委任为监督兼步兵科教官。
虽然总办为胡景伊，旋又改任高尔登，但是云南讲武堂的一切皆听李根源主办，“绝不牵制”。
1910年，李根源继任云南讲武堂总办，教官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即为其中之一。
这样，革命党人事实上掌握着云南讲武堂的大权，并使它成为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培养革命军事
人才的基地。
1911年春，经李根源、罗佩金推荐，蔡锷从广西调到云南任职。
蔡锷到云南不久，被任命为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蔡锷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虽不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
中和中国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云南讲武堂的革命活动给予了很好的掩护。
1916年，蔡锷赴日本治病，云南省的军务政务以及讲武堂被唐继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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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叶剑英是继朱德、林彪之后，第三位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元帅。
他也是继朱德之后，又一位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元帅。
在十大元帅中，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时间最长。
从古至今，南征北战一将难求，治国安邦一相难得。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面对国破家亡，曾感慨道：“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叶剑英元帅文韬武略，是中国少有的“打天下安天下”的“经纶手”。
他盛德若愚，雄才经纶，大智大勇，在军内外和国内外享有盛名。
大树雄风天可柱，元帅怀抱海能容。
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
叶剑英元帅的一生，值得认真研究。
1989年7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调入军事科学院。
这里，曾经是叶剑英元帅创建并担任第一任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地方。
每天，我上下班从叶帅府前经过，心中充满自豪与敬意，产生了研究叶剑英元帅的强烈愿望。
1992年5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在广州市共同组织召开“叶剑英学术讨论会”，
着重研究探讨他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我有幸参加这次会议，是研究叶剑英元帅的开始。
初稿断断续续完成，其中部分内容曾在学术期刊发表、转载。
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七易此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十分活跃。
叶剑英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已经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的研究，需要开拓更宽广的视野，探索更科学的方法，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经过若干专家学者精心编撰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年谱》，奠定学科基础，提升了我的研究起点
。
已经出版的《叶剑英选集》、《叶剑英军事文选》、《叶剑英诗词集》，厚积文献资料，使我免去了
许多搜集资料之苦。
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著作，使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形成定论，有助于我的研究
定位。
在研究和撰写中，研究叶剑英的著名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丁家琪研究员和金立昕副研究
员提供了热情的帮助。
在评审和出版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主任黄如军研究员、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教授、办公
厅曹子洋调研员，以及解放军出版社闫永春编辑、研究生王鹏武警上尉，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中国文史出版社张蕊燕编辑，再度为拙著担当责任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值此出版付梓之际，我谨向以上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本书讹舛难免，欢迎熟悉叶剑英元帅的首长、研究叶剑英元帅的专家、关心叶剑
英元帅生平思想的读者批评指正。
刘志青二0一一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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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剑英元帅》：叶剑英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军事家。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他是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做出重大贡献，建
立丰功伟绩，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与敬重。
刘志青编写的这部《叶剑英元帅》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史论结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叶剑英光
辉伟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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