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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个人的历史回忆录。
 我的青年时期，中国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年代。
新与旧，革命 与反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激烈搏斗着。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 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实
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引导我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戎马大半生，幸 存至今。
我的经历是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的奋斗历史， 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程是光辉的，也是艰难曲折的。
创业维艰 。
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崭新事业。
中国革命的每一步胜利， 都付出了极为宝贵的代价。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 的创造者。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亿万革命群众，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的 结果，是党和人民的杰出领袖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领导 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结果。
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利益 的真正代表者，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引导群众摧毁旧世界，
建设新世界 。
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我坚信，我们的党和人民，必将一如 既往，披荆斩棘，阔步前进，
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鉴往而知今。
人民群众不仅在创造着历史，同时也在认识着历史。
只 有正确地认识过去，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
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历历在 目。
谨将我的经历和见闻，汇录成集，呈献史林，以告慰先烈。
语不求深 ，但事必纪实。
其间上下数十年，纵横数万里，涉及诸多人物、事件，疏 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
尚希读者正之。
 书成仓促，聊记数语，作为序言。
 徐向前 一九八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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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徐向前回忆录。
　　我的青年时期，中国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年代。
新与旧，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激烈搏斗着。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实
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引导我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戎马大半生，幸存至今。
我的经历是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的奋斗历史，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程是光辉的，也是艰难曲折的。
创业维艰。
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崭新事业。
中国革命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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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向前（1901-1990） 原名徐象谦，字子敬。
山西五台永安村人。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曾在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参谋团副。
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
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1931年起历任红四军参谋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
会副主席。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
1939年起历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
参与指挥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7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
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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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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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六章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下）第七章 西行转战三千里第八章 创建川陕革命
根据地第九章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第十章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第十一章 冲破“川陕会剿”
第十二章 长征路上（上）第十三章 长征路上（下）第十四章 血战河西走廊第十五章 奔赴抗日前线第
十六章 冀南平原造“人山”第十七章 齐鲁烽烟第十八章 在延安的岁月第十九章 初到解放战争前线第
二十章 晋中决战第二十一章 解放太原第二十二章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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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童年和家庭 一九0一年十一月八日（农历辛丑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山西省五 台县永安村
。
 五台县位于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个山区小县。
交通、经 济相当落后，但也有比较富庶的地区。
过去我们那里流传有“县不如镇， 镇不如村”的说法。
镇，指东冶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不少，比 五台县城要富裕些；村，说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
边村，同我村仅一河之隔 。
阎锡山老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那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
 永安村在五台县西南，滹沱河的北岸。
滹沱河在我们那里回环转弯， 流经太行山南端进入河北省。
永安村是个偏僻山村，但借滹沱河河水之利 ，农业收成一般是有保证的。
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过储备 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城”之称。
 在永安村，徐姓是个大姓，约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三以上。
 听长辈们说，我家祖上是三兄弟，从洪洞县迁居，落脚五台山下。
一 代传一代，不知过了多少辈，才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土地与家产，成为富庶 之门。
徐氏家族里，有个叫徐松龛（继畲）的，清朝什么年代中翰林、人官 门，做过广西巡抚，广东按察史
，兼署闽浙总督。
著有《瀛寰志略》一书 。
 永安村的徐姓，属第三分支之后，到我这一辈是第十九世孙。
 我家原先是一个大户，到我祖父时，家业衰败了。
祖父名徐鹤林。
据 说，他雄心勃勃，从务农转为经商，企望借此带来转机，重振家业，光宗 耀祖。
但事与愿违，结果不仅没有赢利，反而赔了本，从此一蹶不振。
 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
因无劳动力，土地与人 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
没有富余，也不欠人家的 。
 父亲徐懋淮，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
爷爷去世时，父亲年仅十三 岁，奶奶把他送到外祖母家读书，快二十岁的时候中了秀才。
由于家境越 来越艰难，他就没有再考举人，放弃了仕途，靠教书养家糊口。
他教书多 是到“口外”去，大概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和凉城一带地方吧。
因 为在本村或附近教书，薪水太低，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困难。
 “口外”教书，一年薪水是一个元宝，合五十两白银。
路途遥远，交 通不便，父亲一年难得回一两次家。
有一年他年关回家，半路上被土匪劫 了，闹个两手空空，命也差点搭上。
家里等他回来安排年事，结果白盼一 场。
 村里人说我父亲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
他来家也闲不着。
 村里有个大小事，像打架斗殴、家庭纠纷、分门立户、典地立契等，往往 找他调解或作中保，他也
乐意办这些事。
 由于我父亲常年教书在外，家里生活的实际组织者是母亲。
母名赵金 銮，没读过书，是个农村家庭妇女。
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在料 理家务，抚养我们兄弟姐妹上。
她节俭勤劳，温柔善良，自己省吃俭用， 但常常帮贫助老。
她的性格和品德，对我们兄弟姐妹颇有影响。
 母亲也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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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大佛山之一的五台山下，佛 家弟子众多。
我们家顶楼上一个角落里，供着一尊木雕菩萨和一尊石刻观 音，据说是从五台山“请”来的。
母亲信仰佛教很虔诚，鱼、肉、蛋、葱 、蒜、韭菜，都不入口，叫做“吃清口斋”；每天夜半人静时
闭目打坐， 从不间断。
在她的影响下，我的两个姐姐也信佛。
父亲、哥哥、妹妹和我 ，都不信那一套。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就参加劳动。
大姐先月，二姐春月，没读过 书，是母亲的好帮手。
哥哥徐受谦，因为是长子，很受器重，读书也比较 多，但在家里同样得干活。
他后来在阎锡山部队当了名军需官，全国解放 后在太原文史馆工作，一九七五年去世。
妹妹占月，长大后，姐姐哥哥们 都出去了，一些家务活多靠她来干。
她在太原女子师范毕业后教过书。
、 抗日战争时跑到延安，取名徐达，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
 我从七八岁开始，便帮助父母做些家务劳动。
拾粪拣柴，是我经常做 的。
也采树叶，挖野菜，我吃过好多种野菜，养成了吃野菜的习惯。
 母亲干活一向仔细、认真，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
做什么活，都要 规定数额。
拿拾粪来说，每天早饭前必须拾一箩头回来，否则不准吃饭。
 北方农村积肥主要在冬季。
寒冬腊月的五更时分是“鬼龇牙”的时辰，冷 得透骨彻心。
我在外边拾粪，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 就不敢早回家。
等回到家里时，母亲见冻成那个样子，很心疼，又给脱鞋 ，又给暖手。
但她从来不说降低定额的话。
 在旧中国农村，吃穿用主要靠自家生产。
一个家庭可以说就是一个小 社会。
家家户户，年年岁岁，都要想方设法种地、织布，编制各种盛器、 家具。
我也学会了编篮子、笊篱等一些常用的家什。
听妹妹说，我离家八 九年后，家里还用着我编的篮子。
母亲想念我，有时看到那篮子就流泪。
 正当我度过我的童年的时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正处在社会大 变动的前夜。
清朝政府昏庸腐败，危机四伏。
山西地瘠民穷，加上连年干 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慈禧太后逃离北京，移宫西安路过山西时，又大
肆搜刮，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社会极度黑暗，民不聊生，一场推翻满清 帝制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了。
我那时还 不懂得这些，但从人们的议论和神情中感到，恐慌，忧伤，不满，渴望改 变现实的黑暗状
况，成了生活的主调。
只听老人们说：“世道要变了!”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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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徐向前回忆录。
我的青年时期，中国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年代。
新与旧，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激烈搏斗着。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实
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引导我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戎马大半生，幸存至今。
我的经历是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的奋斗历史，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程是光辉的，也是艰难曲折的。
创业维艰。
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崭新事业。
中国革命的每一步胜利，都付出了极为宝贵的代价。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亿万革命群众，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的结果，是党和人民的杰出领袖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结果。
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引导群众摧毁旧世界，
建设新世界。
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我坚信，我们的党和人民，必将一如既往，披荆斩棘，阔步前进，
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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