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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11月，我从中央军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军委办公厅的同志提出要写我的传记。
当时，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从参加八路军那天起，直到离开工作岗位的近六十年间，自己只是尽了一名革命军人的本分、一
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什么可写的。
但他们说，按有关规定，到了我这个职务，必须写传。
本着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态度，2005年4月，传记写作组成立后，我题写了“求实、特色、质量”六个
字，悬挂于墙，权作我对写传记的要求吧！
传记写作组的同志邀我回忆，查阅资料，外出采访，辛勤耕耘，历经数载，终成其稿。
成稿后，我认真看了几遍，对一些情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对自己一生的经历概括为三句话：“苦难的
少年，坎坷的中年，幸福的晚年。
”    在国恨家仇中成长。
1928年8月1日，我出生于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当时的旧中国，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伪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风雨飘摇，老百姓原
本非常贫穷的生活更加艰难。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压迫、饥饿、乞讨、屈辱中度过的。
我痛恨地主豪强、痛恨日伪军、痛恨黑暗的旧社会。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944年秋，我怀着国恨家仇，抱着“出去找碗饭吃”的朴素想法，偷偷跑到家乡的南山参加了八路军
。
到部队后，才逐步了解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光荣传统，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
。
抗日战争中，我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
津战役、南下追歼等战役战斗上百次，浴血奋战，志歼顽敌；和平时期，参加了粤东剿匪、南澎岛之
战、东山岛战斗、援越抗美、南疆自卫反击作战等，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回想起来，自己是个幸运者。
在东北战场上，我的团政委潘德表和连队指导员陈春、副连长胡玉春先后牺牲了。
在解放鞍山的战斗中，我所在的连队基本上打光了，只剩下一个炊事班。
多少战友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永远值得
我们学习。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军人的命运总是和我们党、国家、军队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1958年，我在担任第三六八团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时，因抓军事训练受“单纯军事观点”的冲击，遭
到严厉批判。
1965年，我任“塔山英雄团”团长期间，因该团在“大比武”中夺冠，受“突出政治”的影响，我又
成为“黑典型”。
“文革”中，我在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作战科科长和副部长的位置上，经受了危局考验。
1971年，我在任“铁军师”师长时，因“九一三事件”影响，接受组织审查近三年时间，在师长岗位
上一干就是13年。
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当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遭受挫折时，
我个人也无一幸免。
但我坚信，只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真理、相信历史，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自己受的那点委屈，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及长眠于地下的先烈们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他们时时激励着我努力工作，珍惜生活，以慰藉他们的在天之灵。
正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迎来了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伟大事业的春天，也给个人成长提供了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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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军委领导岗位后，我给自己定的座右铭是：“上不愧党、下不愧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只能只争朝夕，努力工作，为人民军队的发展与强大奉献自己的一切。
    最美不过夕阳红。
退出领导岗位后，我依然关注国家大事，把“学习、健康、安度晚年”作为生活的重点。
每天练字时，我都要写“塔山精神”、“铁军雄风”、“军魂”几幅字，以表达我对老部队、老战友
的深切怀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
我把自己一天的生活编成《一日歌》：“早起晨练，吸天地之气；读书挥毫，铸高尚情操；园中散步
，赏自然美景；阅文看报，观天下大势；育果养鱼，为赏心悦目；会友待客，叙同志情谊；闲时打‘
雀’，练脑聪手敏；偶尔出行，领山川神韵；听戏看剧，承中华文明；家人共聚，享天伦之乐。
”我常说，没有过去的苦难和坎坷，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掩卷沉思，心潮激荡。
我经常说：“一个人什么时候都要铭记党的恩情、组织的培养，知恩图报，以实际行动报效党、国家
和军队。
”我经常回忆起1949年、1959年、1969年三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的激动时刻，回忆起亲耳聆听邓小平主
席的谆谆教诲，回忆起在江泽民主席直接领导下的十年军委工作，回忆起同胡锦涛主席次次相见的情
景，视为自己一辈子最幸福、最难忘的人生经历。
    在此，我永远感谢党的培养教育，永远感谢老首长、老同志的关心帮助，永远感谢广大官兵的支持
厚爱。
如果这部传记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那将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我衷心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弘扬革命优良传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为早日实现富国强军之梦，
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二○一一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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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万年传(套装上下册)》张万年，1928年8月出生于山东黄县（今龙口市）。
1944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副政治指导员、团通信股股长等职。
1950年任团作战股股长。
1956年任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
1958年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1962年起任“塔山英雄团”团长、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作战部副部长等职。
1968年参加援越抗美。
1968年起任“铁军师”师长、副军长兼师长、军长等职。
1982年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1985年起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1990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1992年10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1995年9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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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读《传》有感（代序）
第一章 苦难少年
艰难的家世
短暂的私塾
十二岁的小木匠
国恨家仇
砸烂泥菩萨
第二章 胶东抗日
参加八路军
小马枪和“三粒火”
像任常伦那样去战斗
终生难忘的一顿饭
在营部当通信员
攻打平度城
第三章 挺进东北
横渡渤海
大东沟歼顽寇
生死摩天岭
激战新开岭
向临江转移
第四章 浴血一线
我要去打仗
恶战营盘
抢攻辽阳
血洒鞍山
忆苦典型
第五章 鏖战塔山
年轻的通信股长
鏖战前夜
誓死保畅通
激战六昼夜
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第六章 解放北平
激战康庄
怀张追歼
警备北平
西苑受阅
第七章 千里南下
听朱总司令作动员
向江南进军
参加衡宝战役
赤脚进广西
第八章 驻守粤东
粤东剿匪
海防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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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澎岛之战
三进三出东山岛
喜结良缘
“你是个活地图”
任第一副团长
受“单纯军事观点”的冲击
第九章 走进南京军事学院
刻苦学文化
参加国庆十周年阅兵
系统学习钻研毛泽东军事思想
“五好学员”
第十章 “塔山英雄团”团长
塔山精神代代传
“三步走”和“夜训九字诀”
大比武中显身手
用实战要求摔打部队
受“突出政治”的冲击
牛田洋围海造田
探索带兵之道
第十一章 经受危局考验
乱局中的作战科长
制止武斗保稳定
智救孔石泉
管好自己的人
第十二章 走上援越抗美战场
特殊使命
穿越“胡志明小道”
战斗在越南南方
突破封锁线
回到祖国
第十三章 锻铸铁军
红菜盘的故事
确山“磨尖刀”和“301演习”
千里野营大拉练
以情带兵
风雨“九一三”
抓基层，打基础
首次组织检验性实兵演习
淬火铸利剑
第十四章 南疆作战
率部出征
出奇制胜
以快打慢
决断决胜
大杀回马枪
祭奠英烈
第十五章 打造战略铁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万年传（上下）>>

勇立潮头抓改革
协同训练当先锋
在军长岗位上
出席党的十二大
第十六章 鄂豫砺兵
奏响改革主旋律
单兵和分队训练改革试点
跨越黄河、长江
训练改革结硕果
建立“四个秩序”
第十七章 潮涌南国
抓住训练“中心”不动摇
训练改革重头戏
“上导下演”和“一导多演”
“彼岸击”和“半渡击”
炮兵“快反”
推广“四个知道”的带兵之道
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第十八章 挥师鲁豫
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训练改革创辉煌
“两个经常”和“双四一”
全面建设应急机动作战部队
努力实现保障有力
封锁海峡战役理论集训
第十九章 在中央军委领导岗位上
出任总参谋长
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第二十章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
坚持科学理论武装
确保“党指挥枪”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活动
坚决反对“法轮功”
第二十一章 全力推进新军事变革
参与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积极贯彻军事战略方针
掀起学习高科技知识热潮
主持制定军队“九五”计划
第二十二章 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深化军事训练改革
全军科技大练兵
加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建设
坚持人民战争思想
情系西部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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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裁军50万
成立总装备部
强化军队质量建设
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第二十四章 加速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
锻造“杀手锏”
管装就是保胜利
新装备尽快形成战斗力
第二十五章 探索新形势下治军带兵之道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倡导以情带兵
机关基层“两手抓”
狠抓“两个经常”
第二十六章 指挥反“台独”大演习
“亮剑”东海
“联合96”大演习
狠狠打击“两国论”
第二十七章 指导香港、澳门驻军
组建驻港部队
迎接香港回归
驻军澳门
第二十八章 伟大的九八抗洪斗争
挥师三江抢大险
万众一心战洪图
决战决胜挽狂澜
抗洪精神励三军
第二十九章 坚决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经商
清理整顿生产经营
“不经商”，“吃皇粮”
严防经商回潮
第三十章 深化后勤建设和改革
向科学管理要效益
建立三军联勤体制
推进后勤保障社会化
倡导搞好农副业生产
第三十一章 积极发展军事外交
拓展周边外交
出访美国
三访俄罗斯
推动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
第三十二章 迎接新挑战
应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
指导国庆50周年大阅兵
参与处理中美“撞机事件”
部署反恐维稳
第三十三章 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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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六大
上不愧党
下不愧兵
战友情深
鞠躬尽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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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2日黄昏，八路军中路纵队发起总攻。
军区10门大炮很快将300余发炮弹倾泻出去，各部随即发起凌厉的攻势，仅用10分钟时间，部队就从前
万第南侧左右两个突击点突破围寨，不到一小时便占领了部分围寨和碉堡。
之后，各部迅即分路向纵深发展，至23时，全歼前万第守敌五个营。
赵保原见大势已去，便带着自己的心腹和家眷，于当晚21时从后万第地道仓皇逃跑。
后万第和西万第守军见赵保原弃城逃命，也拼命往莱阳方向逃窜。
绝不能让敌人逃掉！
上级命令张万年所在的部队和兄弟部队一道进行截击。
初上战场的张万年毫不畏惧，积蓄已久的仇恨化作了胆气，看着甩出去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一股
豪情油然而生。
在八路军的强力截击下，赵保原部大部被歼灭，三个万第被全部解放。
为了扩大战果，扫清五龙河两岸的顽军，胶东军区主力和地方武装继续向赵保原部据守的万第附近十
多个据点进攻。
13日下午，张万年所在的北海独立团奉命和兄弟部队一道向南进至姜疃一带，以部分兵力包围莱西和
东河源、乔家泊等据点，以主力于14日下午包围了左村。
在八路军猛烈攻击下，晚23时，左村守敌除200余人从北门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
战斗中，张万年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对从留格庄向左村增援之顽军的打援战斗。
晚上，有小股敌人从他们守护的阵地附近逃跑。
张万年和战友们一起，对逃敌展开了追击，他猛打猛冲，奋勇杀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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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立项批复，我们按照中央军委办公厅领导的要求，专门成
立写作组，负责《张万年传》的撰写工作。
    传主是一位苦大仇深，信念坚定，身经百战，文韬武略，从部队基层逐步成长起来的军队高级将领
，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
他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与我们党、国家、军队的命运紧密相连，．是我党我军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必
将对激励启迪后人具有积极作用。
全面、客观、真实地再现传主的奋斗经历，并奉献给广大读者，是组织上赋予的重要任务，我们深感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为此，我们及时拟订了工作计划，进行了人员分工，确保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传主深入系统的回忆和思考，为撰写传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全面了解掌握有关情况，写作组首先列出提纲，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请传主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与思考。
之后，又多次就某些问题进行详谈。
近百次的谈话，使我们受到强烈震撼和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传主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高超卓越的指挥艺术，情理交融的带兵理念，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高尚
博大的品德胸怀，坎坷传奇的成长经历，深深教育和感染了我们。
传主每次谈话后，我们即连夜整理出来，形成厚厚的一大本“张万年回忆谈话记录”。
这些资料生动鲜明，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弥足珍贵，为我们写作传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协助，为传记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同传主交谈后，我们按照计划，广泛搜集资料。
我们先后到传主生活、学习、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和军队多家档案馆、资料室、军(师、团)史馆、报
社等单位搜寻，共查阅档案材料数万份，收集了数千万字的原始资料和几千张照片。
“白台山英雄团”、“塔山英雄团”、“铁军师”等单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解放军
档案馆、总政治部干部部、总后勤部司令部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广州军区档案馆和战士报社、济
南军区档案馆和前卫报社的同志加班加点帮我们查找资料；还有总参谋部办公厅、作战部，国防部外
事办，总政治部办公厅、解放军报社、解放军图片社，广州军区、济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中央军
委办公厅秘书局、综合调研局、军委法制局、保密局、直属工作局，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等单位给予了
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熟悉传主的老首长、老战友及老部下的深情回顾，极大丰富了传记的思想和内涵。
鲜活的资料，大多存在于传主的战友、同事的记忆中。
为了淘“宝”，我们列出名单，先后采访了北京、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广东、河南
等10多个省市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南京
军区、济南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及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
大学、中央军委办公厅等军队18个单位的有关人员400多位。
接受采访的老首长、老前辈，都进行了认真的回忆，讲到动情处，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慷慨激昂，悲喜交加，使我们一次次经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洗礼。
此情此景，犹在耳畔，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有的还写成文字材料，连同珍藏多年的资料和照片提供给我们。
这些都为传记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对接受我们采访和提供素材的首长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要感谢陶克、连俊义、王建民等同志，他们分别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文字或照片资料。
要特别感谢钟佩昭阿姨，她不辞辛苦，不怕麻烦，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翻箱倒柜，搜集照片笔记，给我
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同时还要感谢在张万年同志办公室工作过的施月仙、熊中民、蔡英挺、朱和平、于新敏等诸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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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尽心竭力提供资料，为传记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努力。
    传主“求实、特色、质量”的要求，为传记写作指明了方向。
传记写作组成立伊始，传主就提出了“求实、特色、质量”的六字要求。
应我们的请求，传主将六个字写下来悬挂于写作组办公室的墙上。
这六字要求时刻提醒我们：对所有使用的资料都要进行认真核实和反复考证，坚持忠于史实，秉笔直
书，力争准确无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紧紧围绕传主戎马一生，写出在各个历史时期是怎样
“带兵打仗”的；认真分析归纳，坚持去粗取精，删繁就简，提高质量，力争做到传记实事求是，特
色突出，简洁生动，可读性强。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进一步提升了传记质量。
传记结稿后，我们在较大范围内征求了意见。
传主两次通读全稿，对一些重要史实的表述提出了修改意见。
总参谋部作战部、军训和兵种部及国防部外事办，总后勤部司令部，总装备部司令部等单位对有关章
节提出了修改意见。
我们吸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经进一步修改后，呈报中央军委办公厅、军事科学院和全军保密委员会
审查。
根据审查意见，又进行了认真修改，进一步提高了传记质量。
在此，我们对上述单位和同志深表谢意！
    本传写作自始至终是在中央军委办公厅领导下进行的。
张万年同志办公室做了许多协调组织工作。
朱秀海同志前期做了大量采访和资料搜集工作，并写出一稿。
后由梁粱执笔撰写了上册，丁晓平执笔撰写了下册。
王宏源、金立昕、吴求、陆雷等同志参与了资料整理和打印工作。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解放军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万年传》写作组    二○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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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万年传(套装上下册)》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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