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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应牛书申将军之女小梅同志的恳请，我很高兴、很乐意为本书作序。
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书申同志比我年长13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较早参加西北革命的老前辈之一。
他1913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黄陵县(原中部县)隆坊镇官庄村一个中农家庭。
在中部高小上学期间，他多次组织同学闹学潮，宣传爱国抗日，反对国民党当局，被中部县长以“越
权干政”的罪名关押了一个月零5天，并给予“夺去公权”处罚。
1934年5月初，他决然放弃隆坊小学教师一职，偷奔陕甘边苏区南区革委会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秘书、科长、中宜游击队指导员、中宜独立营政委和中宜□洛四县游击队指挥部政委
、中宜军分区政委。
1935年12月，调入红一方面军，先后任政治部动员科科员、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参加了东征和西征。
1936年6月，调陕甘宁省红二团任政委。
1937年10月，调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七团任政治处主任，后调庆环军分区保安大队任政委。
1939年7月，调关中军分区保安司令部任政治部主任，后历任关中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警备
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驻守陕甘宁边区南大门8年之久。
1948年1月，调黄龙军分区任司令员兼警四旅政委，协助西北野战军参与了宜川战役、黄龙山麓战役、
澄邰战役、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
1949年5月，调陕北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前后，任西北军区独二师政委，改造整训原国民党第二十二军起义部队，并担任了伊克昭
盟、榆林地区剿匪联防指挥部总指挥，开展榆林、三边、伊盟及宁夏毗邻地区的剿匪工作；1950年3月
，调任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后历任陕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
1963年7月，从部队调到二机部工作，任二机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
1966年后历任二机部副部长、部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部党委副书记兼基建工程兵二机部指挥部政委
、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牛书申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带领所在部队浴血奋战，荣获二级八一奖章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37年5月出席陕甘宁苏区党代会，1939年出席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次党代会。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二大代表。
在陕西十分受人敬重。
    我与书申同志接触不多。
因为我一直在地方工作，而他的绝大部分生涯是在军队系统工作。
我最初知道书申同志是在我三边专署工作期间，那时他曾率军来三边分区多次剿匪。
我最初认识书申同志已经是20世纪50年代我调到西安工作的事了，1955年从《陕西日报》中得知，书
申同志是陕西省军区授予少将军衔仅有的两位同志之一；1956年9月中共陕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我有幸与同时出席会议的书申同志认识了。
1984年我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时，书申同志已经从二机部领导岗位退下来了，他以全国政协委员
的身份随团来陕西视察，我们又见了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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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父亲牛书申》主要内容包括：走进故土、儿时的父亲是一个关心天下大事的人、高小求学
时的父亲是一个热血青年、投奔红军开始了戎马生涯、领导中宜游击队、在中宜独立营和中宜鄜洛游
击队指挥部、迎来中央红军、调入红一方面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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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走进故土
二、儿时的父亲是一个关心天下大事的人
三、高小求学时的父亲是一个热血青年
四、投奔红军开始了戎马生涯
五、领导中宜游击队
六、在中宜独立营和中宜鄜洛游击队指挥部
七、迎来中央红军
八、调入红一方面军
九、在陕甘宁省红二团艰苦斗争
十、从警备第七团到庆环军分区保安大队
十一、调入关中军分区
十二、马栏时期的关中部队
十三、解放战争初期参加保卫关中分区的战斗
十四、在黄龙军分区
十五、我是战争年代的幸运儿
十六、在陕北军区
十七、在陕西军区
十八、在陕西省军区
十九、我第一批进入八一子弟小学
二十、授衔、授勋前后
二十一、大跃进年代
二十二、父母教导我如何做人
二十三、父亲调往北京
二十四、第一件事是摸清情况
二十五、虚心学习应对一切
二十六、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二十七、淡定自若面对内耗漩涡
二十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二十九、在逆境中
三十、赴二机部三线指挥部
三十一、应对困难
三十二、特殊时期的领导班子
三十三、接受新任务
三十四、发生在孩子们身边的几件事
三十五、拳拳之心
三十六、革命者的本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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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经过艰辛的努力，到1935年2月，父亲与孙振海精诚团结领导的这支队伍已经迅速
发展到100多人，编成了两个中队。
父亲他们下决心严格强调了队伍的成分，队员们基本上都是自愿参军的贫苦农民，靠招兵买马进来的
土匪几乎没有了。
父亲他们还从严训练新来的游击队员，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工作：一是让大家明白，我们是为了穷人能
过上好日子打仗；二是教育队员，凡所到之处都应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
支队在每个中队设立了两个宣传员，宣传员的一个任务是每到一地刷写标语；另一个任务是利用各种
机会召开群众会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讲解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时事，激发
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还是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张秀山风尘仆仆地来到小石崖，视查了中
宜游击第一支队。
一贯严厉的张书记检查完工作后，对中宜游击第一支队的迅速发展很满意。
在高窑子召集南区区委、革命委员会开会时，张秀山简明扼要地传达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
安定县周家硷召开的联席会议精神。
具有历史意义的周家硷联席会议决定：统一陕甘边、陕北两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成立中国共产党
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张秀山还传达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发布的《动员令》，并与张邦英等领导决定，积极在
周边的洛川县、鄜县扩大红色武装，组建鄜西游击支队、鄜甘游击支队、洛川游击支队、建庄游击支
队。
中宜地区的游击队也要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宜游击第一支队指导员牛书申改任第一支队
政委，由中宜保卫队队长贾生意任第一支队队长；新成立中宜游击第三支队，调孙振海出任第三支队
队长，另任命雷占英为中宜游击第二支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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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2008年开始撰写这本书，到正式出版历经四年多时光。
回望这些年来自己采访过的人、走过的革命旧址、参考的回忆录、查阅和整理的庞杂的历史档案，以
及最终获得批准出版这本书的过程，总让我心怀忐忑的诚敬和感恩之情，，督促我一定要补上这本书
正文中写不到的一些人和事。
    这本书最初是从收集父亲在核工业部工作的点滴事情开始的。
一个原因是我对这段历史的背景比较熟悉，其中也有我与父亲经历的一些事情。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北京还有许多熟悉父亲、和父亲一起经历过那段不平凡岁月的战友、同事和秘书，
他们不仅鼓励我去写，而且自己认真地回顾、整理了许多跟随父亲鲜为人知的往事，提供给我，铺垫
了那段被封存保密的人生经历。
我受到极大的鼓舞，感受到许多和父亲一样的工农干部和军队干部都是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义无反
顾地同科技人员一起艰苦奋斗，在国防建设尖端战线上有所作为。
让我更多地体会到伟大工程下凝聚着数不清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辛勤血汗和智慧。
紧接着，我在安徽省工作时曾共事的原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长徐则浩听到消息主动帮助我，找到了《赖
传珠日记》并复印了有关我父亲的大事记寄给我。
有了这一段历史的资料，我增强了信心，决定沿着父亲生前留下一万多字回忆录提供的线索回陕西寻
根究底。
    当我第一次踏入故乡黄陵县时，我没有想到，由于《黄陵文典》丛书人物卷中已经介绍了我的父亲
，在黄陵县文典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勇同志的热忱接待下，我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县委、
县政府帮助我与周边各县联系，刘勇陪同我前往各处收集资料。
此后，刘勇同志调任黄陵县文联主席，县政府又提供经费，明确批准刘勇组织人力，沿着我父亲革命
的历程开展了广泛深入的采集原始资料工作。
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跨越了两区(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忠市)三省(山
西省临汾市，甘肃省庆阳县、正宁县、宁县，以及陕西省内的许多县)共计40多个县市的党史办和陕西
省军史办，还到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档案馆、兰州军区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收集到大
量的陕甘边、陕北革命史档案文集和名人回忆录，大海捞针似的点点滴滴汇集了父亲革命历史的翔实
资料。
于是，父亲的一生渐渐地清晰起来。
我在整理这些文稿的过程中，不仅深入了解到父亲是怎么成长起来的，而且清楚地看到陕甘边、陕北
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贡献，看到了陕甘边、陕北红军史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看
到了陕甘边、陕北老区人民对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做出的重要贡献。
这些都进一步帮助我理清了父亲的成长史，也使我在深深感受到革命老区人情、乡情的温馨中去熟悉
西北革命战争的大背景。
    然而，要把《我的父亲牛书申》这本书真正写成值得人们一看的书稿，仅靠几十万字的历史资料，
对我这个学习理工科的人来说，还是难以做到的。
庆幸的是，我得到陕西省赵正永省长的热忱支持，他嘱托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辛拴民及其几位处
长抓紧时间，从宏观历史的角度上把关审稿，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并同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完成出
版事宜，支持我聘请了军委总参谋部的王晓建同志帮助修改文稿，润色文字。
所以，最终出版的由我署名的《我的父亲牛书申》这本书实际上凝聚着诸多组织、诸多同志的心血。
    当这本书撰写完之后，我又得到陕西省委原书记白纪年叔叔热情为书作序，真是荣幸之至。
    这一切都是我在完成书稿过程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特地写入后记以表达我心中难以忘怀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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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父亲牛书申》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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