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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云同志在东北的经历，是他伟大、光辉一生的一个片段。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
人之一，他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建
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的思想系统完整，深刻丰富，是党的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实践，
形成了科学的工作指导方法；特别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军事斗争等方面
的科学建树以及崇高的伟人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
    作为一名曾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的老兵，我对东北解放战争有着特殊的感情；对描写东北解放战争
的作品，感到格外亲切。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曾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
在当时东北大变革、大动荡的复杂环境中，陈云同志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承“唯实论”，开
创性地工作。
他较早向中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意见，对中央调整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解放东北乃至解
放全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广为世人所熟知。
这一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唯实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有创新意识，要创造性地工作。
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充分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认识世界，解决不
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我们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要牢记一个不变，这就是我们党的宗旨不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大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同心同德，奋发进
取，学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为这部书的出版祝贺！
    谨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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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云在东北》主要内容包括：喊魂、无我禅师、老山炮、土匪头子金国清、马宾和他的民兵、
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沉稳的马宾、惊弓之鸟和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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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藕堂，1940年11月出生，辽宁大连人，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大
连话剧院专业编辑。

　　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陈云在临江》，长篇传记文学《不死的关向应》、《走出大山密林
的女人》、《蒋经国的赣南恋》，长篇小说《大刀恨》等一百余万字。
电视连续剧《周恩来在大连》、《陈云在临江》、《星光》等（均由央视黄金时段播出）。
分别获“全国电视剧奖”、“飞天奖”、“金鹰奖”、“金星奖”、“长白山文艺奖”等奖项。

　　话剧作品主要有：《赶马河》、《饿龙哨》、《椰林江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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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请进，请进。
他们又躲进暗影里。
 冻梨一高跳进院子里就喊，我娘呢！
你们把我娘怎么啦？
 这时正房的门开了，走出一个五短身材的男人，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说，你娘完好无损，在炕上坐着呐
。
 冻梨又问，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说，大冷的天，有话进来说嘛。
 冻梨抬头望着握着他手的陈云，陈云就领着冻梨走进屋里。
冻梨一进屋就喊着娘，就冲进娘的房里。
只一眨眼工夫，他又冲回来，坐到陈云的身边，陈云目光是那样安定，慈祥地望着他。
这使冻梨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的感受，就像在他心里点燃了一把火，永不熄灭的火。
 你真的是一位皮货商人？
那个说话略带沙哑，目光游移不定，眼皮又飞快眨动的人，轻轻地问。
 这时坐在那人对面的陈云，在神定气闲地望了对方一眼后点点头，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当然有事。
那人觉得对方有些蔑视他，悻悻地说，我找你，当然有事。
说着，他解开身边的一个包袱，取出一张皮子，扔到炕上说，听说元宝屯来了一位皮货商，我就是来
请你，给我看看这张皮子。
请问你贵姓？
 敝人姓廖，请问你贵姓？
 我姓金。
那人的目光依然游移不定。
说话的口气、神态也不固定，时而谦恭，时而卑琐，又傲慢和惊恐。
 油灯下，说姓廖的陈云，一再用手用眼看那张皮子，只短短的几分钟，就拍案喊好。
这是上等好货！
上等好货！
上等好货！
 姓金的那人眼里，散发出来的全是惊讶的神色。
旋尔，他又收敛目光，用怀疑的口气问，何以见得？
你不是蒙我吧？
 陈云说，江湖人以诚为本，我说话是有根据的。
你看这皮子毛色光亮、圆润，本身就是上等水獭，只有吉林的海龙出产，为历代清室贡品。
你再看，这猎人的枪法，枪砂是左眼射进，右眼射出，水獭被射杀，而皮毛毫毛无损，这可真是神射
。
这样的皮货，绝对是贡品。
 姓金的那人，双眼惊得如猫眼般圆，旋尔又收敛目光，望着地下说，先生过奖，山野之人哪来贡品。
说完，又从包袱里拿出一张皮子，双手递给陈云，请先生看这张皮子怎么样？
 陈云双手接过皮子，在灯下扫了一眼，用手一摸就说，这张皮子一钱不值。
 为啥？
 陈云还没说话，从屋外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跺脚声，冻梨立马站起来，用身子护住陈云，双眼紧盯房
门，一双眼瞪得也如猫眼般滚圆。
 从门缝里传来一个人的哀怜声，当家的，外边天太冷，冻死人了！
 屋里这位被称为当家人的男人，脸上像冻僵了一样，毫无表情，陈云却有了回应。
是啊，冬月天的夜里，是会冻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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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让他们进屋里来避避风寒？
 廖先生！
几乎是同时，冻梨和他娘，还有这位男人，都惊诧地望着陈云，冻梨他娘还加了一句，廖先生他们不
是好人！
那个男人嗖地站起，一脸凶相地冲冻梨娘喊，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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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重大的历史贡献，与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功绩，是各有千秋，相辅相
成的。
    但是，由于陈云生前不准别人宣传自己，自己更不包装自己，加上真理又有一定的时间性。
所以，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功绩，虽然非常大，但鲜为人知，没有留下相应的史料，这是我应邀
写这部书的最大困难。
    因此，我在重点阅读、研究已经公开发表的陈云史料的同时，我还把很多精力，用在有关陈云口述
史料的挖掘上。
挖掘这种口述史料很难，因为当年的亲历者，多已作古。
我只能从他们的后人，及其亲友的依稀的记忆中，探寻有关陈云的蛛丝马迹，再加以考证和研究。
    这种口述史料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口述史料，比较真实地保存了当年那段历史的诸多信息。
    但是，这种口述史料，可遇而不可求。
因为诸多的原因，这些口述史料不能在公开场合传承，有的就变成了一个个永远再也打不开的黑匣子
，成为永远的遗憾。
但历史绝对不是永远不可破译的黑匣子。
    比如，我在与一位某省副省长交谈时，无意中他说出了一个让我兴奋不已的信息。
他说，他与某省的原省委书记比较熟悉，特别是这位省委书记退下来后，他们来往更多。
他说这位省委书记，原是高岗的重要部下，知道高岗很多的事情。
但因诸多的原因，他曾发誓不对外人讲，那位副省长曾劝说他，应该把这些珍贵的史料留下来，但是
这位省委书记没有动心，他理解这位省委书记的苦衷。
虽然如此，他们在多次的交谈中，还是在无意中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也是非常敏感的历史细节。
如一九四五年四平保卫战失利后，林彪在大撤退中，也曾决定从哈尔滨、齐齐哈尔撤离，并且已经得
到东北局、中央的批准。
为什么林彪没有从这两个城市撤出？
连撤出的准备工作都没有做？
据高岗说，这是陈云作了林彪的工作。
为什么这样大的事件，在公开的史料上没有记载？
原因很简单。
陈云不说，他又不准别人说。
后来，高岗又较早的成为负面人物，他的话便不可信，也不敢信。
再后来，林彪成为副统率，这件事更不能提。
从此，这件事就化为乌有。
当然，口述史料也不能一听就信。
我对这个口述史料，也是作了许多的考证后，才认可的。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高岗和张闻天从沈阳到哈尔滨“找陈云"，就足以证明高岗对陈云的敬佩与信赖
。
后来，他们又在北满分局工作一年多，配合默契，同舟共济，在剿匪、土改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
再后来，他们在东北局工作时，依然配合默契，坦诚相交。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陈云给高岗的一些信中看出，他们是无话不谈的。
从这一点，高岗说陈云曾做过林彪的工作，不从哈尔滨、齐齐哈尔撤离，是可信的。
    现在我们再从已经公开的史料来分析林彪决定，并报请东北局、中央，从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
并得到批准，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的事。
在林彪接管东北党政军大权时，也是六月间的事。
一九四六年七月，林彪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制定出“七七决议”，林彪都没有提及到从哈尔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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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哈尔撤退的事。
这就证明林彪关于从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的决定，已经改变。
    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林彪的决定？
有史学家说，这是因为蒋介石下达了第二次停战令，给了林彪时间。
    但别忘了，蒋介石下达的第二次停战令，停战只有十五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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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云在东北(长篇纪实文学)》主要讲述的是：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重大的历史贡献，与林彪在东
北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功绩，是各有千秋，相辅相成的。
但是，由于陈云生前不准别人宣传自己，自己更不包装自己，加上真理又有一定的时间性。
所以，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功绩，虽然非常大，但鲜为人知，没有留下相应的史料，这是我应邀
写这部书的最大困难。
因此，在重点阅读、研究已经公开发表的陈云史料的同时，我还把很多精力，用在有关陈云口述史料
的挖掘上。
挖掘这种口述史料很难，因为当年的亲历者，多已作古。
我只能从他们的后人，及其亲友的依稀的记忆中，探寻有关陈云的蛛丝马迹，再加以考证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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