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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布置在全国范围内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
书。
根据编写计划，《当代中国》丛书依内容共分为五类，人物传记是其中之一。
由于人物传记涉及方方面面，情况繁杂，且编写时间长，1991年人物传记从《当代中国》丛书中分立
出来，确定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在丛书总序中说：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
英杰辈出的时代。
正是伟大的时代造就出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历史伟人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
辉业绩，才能充分地体现着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才最深刻最生动地反映着奔腾前进的伟大时代
。
他们一生的业绩，恰恰构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旷古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缩影。
正因为这样，修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一代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其意义自是远远超越记述
个人身世的范围。
这套传记丛书，无疑应当看作是，当代中国千百万爱国志士、革命先驱的杰出代表用毕生的血和汗谱
写出的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它将是永远矗立于世世代代人民心中的革命丰碑
。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当代中国的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史
、建国史；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结束中国苦难危亡命运的革命史，披荆斩棘建设社会主义的奠基史、
创业史。
”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首批编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的开国元勋和各方面的最
杰出人士的传记。
这批传记的主人公将包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
云的传记，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人民军队中功勋卓著的元帅、参与新中国创建大业
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各方面的著名爱国人士、贡献突出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为
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等等。
毫无疑问，他们既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代表，同时也是彪炳千秋青史的历史巨人。
当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我们时代的杰出代表也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必然会具有
这样那样的弱点、短处，一生中也不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某些过失。
但是，所有这些，当如日月之蚀，堂堂正正公之于众亦无损于他们形象的光辉。
他们为中华民族创建的功业，他们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他们的鸿才睿智、嘉言懿行，无不震古铄
今，垂范后世。
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倍加珍摄的宝贵精神财富。
”    “愿人们从这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以这些历史人物的光辉业绩为典范，学习他们的
革命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    我社有幸承担了《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华
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的传记，获得很好的社会影响。
我们将继续按照丛书的编辑出版方针，把《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出版工作做好，以飨读者。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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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云逸（1892-1974），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黄花岗起义、护法战争、两次北伐、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张云逸传》由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立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组
织编写。
编写组历时七年，查阅了中共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中央组织部档案馆及有关省市档案馆的大
量资料，并深入张云逸生活和战斗、工作过的地区、单位走访，充分吸收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较为
全面、生动地再现了张云逸大将的光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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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瑞茂，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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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州南临港、澳，是中国同盟会在华南地区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广东陆军小学堂是孙中山
革命思想的传播地之一。
中国同盟会重要领导人赵声曾任该校副监督，中国同盟会重要骨干邓铿在1909年任该校学长，朱执信
、倪映典、胡毅生等中国同盟会重要成员都曾在该校任教或做过演讲。
他们给陆军小学堂吹进的反清革命之风，使张云逸等一批热血青年成为埋葬清王朝的掘墓人。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下，张云逸开始广泛阅读《革命军》、《狮子吼》、《猛回头》、《警世钟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革命书籍，以及宣传国民革命的《民报》等刊物，逐步懂得了改良主义
在中国行不通，中国要富强，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从而确立起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
    1909年10月，在邓铿等人的介绍下，张云逸和同班的几个革命青年在广东陆军小学堂秘密加入了中
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1910年，张云逸的母亲邢氏由于贫疾交加去世，终年43岁。
张云逸回家奔丧。
母亲的离去使他倍感母亲的伟大，母爱的珍贵。
他后来常常对儿子们说：“母亲是最伟大的，没有母亲的孩子是最可怜的。
你们要爱母亲，要孝敬母亲。
”母亲去世不久，饥饿和疾病又相继夺去了张云逸最小的两个弟弟的生命。
家庭的不幸，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
的信念。
    为完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目标，在发动镇南关、广州等一系列武装
起义的基础上，孙中山决定倾全党之力，集中各地同盟会精英800人作为中坚力量，以破釜沉舟的决心
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同时联络新军、防营、会党、民军响应，进而占领广州，挥师北上，会师
长江。
为此，革命党人在香港成立统筹部，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
临近毕业的张云逸参加了这次起义。
    1911年4月27日晚，第二次广州起义爆发。
黄兴亲率革命志士130余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沿途一些革命党人也主动加入起义队伍。
张云逸随起义军从小东门进攻总督署。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但他毫无惧色，猛打猛冲。
起义军击溃总督卫队，杀死管带金振邦，占领了总督署。
此时两广总督张鸣岐已经逃走，这使原定逼张鸣岐让全省清军放弃抵抗的计划不能实现。
随后起义军兵分三路，策应新军、防营、民军等起义。
张鸣岐则调大批清军前来镇压。
革命党人与清军发生激战。
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失败。
最后张云逸和几个革命党人避开清军追捕，躲入一民宅。
因为张云逸是广东人，同伴建议由他假装上街买菜，弄清突围路线。
28日早晨，当他探明路线返回原地时，同伴已被前来搜查的清军杀害。
他迅即掩身于行人中，之后脱险。
    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党人共有101人牺牲。
同盟会员潘达微通过善堂收殓了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红花岗，红花岗后改称黄花岗，史称“黄
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亦称为黄花岗起义。
多少年后，张云逸深情地回忆起黄花岗起义，感慨地对丁芒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
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    黄花岗起义后，同盟会南方支部酝酿在广州发动第二三次起义。
张云逸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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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夏天，刚从广东陆军小学堂毕业的张云逸，和十几个同盟会员一起奔赴香港，培训准备参加起
义的革命志士，教他们如何射击、投弹、刺杀及利用地形地物等基本军事常识，还担负起管理武器弹
药的_T作。
孙中山等人则在国外积极筹款，购买武器弹药。
起义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张云逸摩拳擦掌，等待着伟大时刻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革命党人迅速占领了武汉j镇，建立起湖北革命军政府，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张云逸等在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领导下，也马上行动起来，从香港开赴广州。
为攻占两广总督府，张云逸与陈策同时被任命为炸弹队队长。
这时，蜂起的民军迅速包围了广州。
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于11月9日宣布脱离清政府。
随后，胡汉民在革命党人的支持下，组织了广东军政府。
    革命军占领广州后，清军驻琼崖地区的统领刘永滇见大势已去，亦宣布琼崖独立，旋辞职，兵权移
交给兵备道范云梯。
当时琼崖驻有清军三个营。
11月中旬，赵士槐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琼崖安抚使，负责收编琼军。
下旬，赵士槐率部分民军和参加同盟会的琼籍反清志士，包括张云逸、陈策等赴海口，但范云梯拒绝
接受改编，调集守兵(防守城镇的兵)和步兵(野战用)进行武力抗拒。
张云逸等在赵士槐的指挥下强攻琼崖首府所在地道尹府(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拼死冲杀，附近民
众也击鼓助威。
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道尹府久攻不下，赵士槐接掌琼崖受阻，不得不返回广州复命。
张云逸则回文昌老家看望父亲。
之后，广东军政府派黄明堂带部队前来收编，范云梯逃走，海南岛遂为广东军政府控制。
    回到家乡的张云逸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向乡亲们讲述外面的见闻，动员男人剪
辫子，强调剪了辫子就等于革了满清的命。
他首先动员胞弟张运鉴剪辫子，然后再去做村里其他人的工作。
在他的动员下，村里的男人们后来都把辫子剪掉了。
    1913年，张云逸与文昌县头苑镇赤塘村的王碧珍结婚。
1915年，女儿张琼出生。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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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张云逸传》是中央军委批准的研究课题，从2005年开始列入军事科学院科研工作计划，由军事科学
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组成课题组具体承担编写。
为保证任务的完成，军事科学院成立了《张云逸传》编撰领导小组，由原副院长葛东升任组长，姚有
志、齐德学任副组长，王江琦、赵一平、温瑞茂任成员。
此外，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姚有志、寿晓松、赵丕和副部长齐德学、曲爱国，以及军事历史研
究所所长赵一平、杨贵华、郭志刚，对课题的研究先后给予帮助和指导。
    编写组人员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拟制写作提纲并开始撰写个人稿。
具体分工是：翟清华撰写第一至第八章；潘泽庆撰写第九至第十五章；温瑞茂撰写第十六至第二十一
章(陈传刚撰写了其中的两章初稿后参加维和工作)；徐金洲撰写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五章。
个人稿完成后，编写组进行了集体讨论和修改，之后由温瑞茂对全书进行统稿，形成征求意见稿。
在此基础上，由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曲爱国主持，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蓉、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庹平、中共中央党校李东朗、军事科学院黄迎旭和袁德金，组成评审委员会对书稿进行评
审，同时分别征求了张云逸家人张远之和张光东的意见。
根据评审和所征求的意见，编写组又对书稿进行了全面修改，全书由温瑞茂最后统稿，徐金洲负责整
理张云逸的生平大事年表和照片。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近年来有关的研究成果。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馆、广西省档案馆、广东省
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海南省张云逸纪念馆等单位为本书提供了大量资料；南京军区、济南军区、
广州军区、广西省军区、海南省军区、安徽省军区、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为搜集资料提供了无私的帮
助；张云逸原秘书李晓光、张广华提供了有关资料；张云逸在海南和广西的有关亲属也提供了资料；
张云逸的儿子张远之、张光东非常关注书稿的写作，不仅提供了大量资料，还对书稿提出了具体的修
改意见。
张远之为本书提供了全部珍贵照片。
此外，陈伙成、郭芳也帮助审看了书稿。
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资料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和错漏之处，欢迎有关当事人、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张云逸传》编写组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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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云逸，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百色起义、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历任红7军军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军区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温瑞茂主编的这本《张云逸传》以大量历史资料，较为全面、生动地再现了张云逸将军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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