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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欧阳青大校，奉身兵旅数十载，曾登庙堂之高，又习帷幄之机，经博览戎机，熟知军中人事。
多年间欧阳君暇时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近作《大授衔——1955共和国将帅授衔档案》，回首录吾军中首次行军衔制之盛况，又抒第一代将领
风貌豪情。
华章阅后，感慨系之，为继承前贤，启发后昆，乃不避拙陋，欣然命笔为序。
    纵览如今社会各类人等，军人为佩级别于衣饰上之特殊群体。
近代各国所行军衔，最早源于西欧冲破封建桎梏之时，衔级由战功而非门第而定，便于摆正军中关系
和实施指挥管理。
此后制度因显其优越逐步推行于世间，清末传至中国，亦有益于推近代化进程。
然民国行伍陈腐之气积重，衔级赖以特权，终不能一振军威。
一改华夏贫弱，惟赖共产党人创建新军。
    军衔本属等级制度体现，早期充满理想主义之共产党人大力倡导平等观念，曾愤然将其视为等级压
迫抨击。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便宣布废除军衔，新建红军取消“军官”称谓而代之以“指挥员同
志”。
后来苏俄建军之实践，又证明军中亦不可缺少等级区别而尽行平均主义，因之于1935年后又重设军衔
。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1927年中国工农红军诞生时亦不设军衔，强调官兵平等。
翌年军委规定服饰仿照苏俄红军，头戴八角帽和代表“五大洲”的红星，领佩象征革命红旗的红章。
官兵上下衣饰一致，曾为革命年代讲求平等之美谈，然作战及日常管理无军衔却也显现种种不便。
    抗战之初及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为求军队正规化建设，曾两度筹划授予军衔，却因环境艰苦部队
所存游击特点无法实施。
彼时现代化战争水平较低，指挥员和下级战士朝夕相处，兼之处于“小米加步枪”时代而少有兵种协
同问题，靠面孔熟悉尚可从容调度。
中国共产党军队无“牌牌”，打败等级森严之反动军队，成为人类战争史上壮举，不过这亦属特定条
件下之产物。
至解放战争后期，大兵团作战和正规化管理又证明军中应设衔级，干部待遇区别也需以此解决。
待全国解放凯歌高奏，抗美援朝战争又尽显现代化作战之复杂性，解放军建军更突出正规化、现代化
。
此刻军中更达成共识，除指挥协同需标明衔级，官兵还须按军功劳绩给予不同级别待遇，不能长期采
用平均主义，实行军衔和完善级别待遇便势在必行。
    《大授衔——1955共和国将帅授衔档案》一书着重所述，正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解放军首次实行军
衔过程。
其资料丰富，内容生动，愿了解人民解放军历史之人值得一读。
通览全篇，从中可看到一个个名将鲜活形象，亦可从其成长过程得出不少有益启示。
中华江山，千年干戈，名将无数，尤以解放军将帅英武之名盖世无双。
看欧阳君笔下，展无数骁勇竞折腰，犹如凌烟图册，录几十载功彪勋业。
南昌举义，井冈星火，长征铁流，抗日雄图，三役决胜，大陆一统。
吾党建军起自草莽，红旗漫卷农奴挥戟，千名将领来自山野，经千锤百炼终得智勇兼备。
回首1955年授衔大典，衔级多以功论，集群英荟萃，观将星闪烁，实乃军史之盛事，今人追念雄风犹
在。
    评级定衔论功，又为历来难事。
自1950年7月军委确定全军授衔，又经抗美援朝战争及全军精简整编，评衔至1955年方得完成。
是时全军将校尉多经长年征战，又出自红军各方面军、八路军及新四军各师旅、解放军各野战军之不
同“山头”，如何照顾功绩及全面平衡待遇，确使上下领导颇费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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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有主动“让衔”美谈，亦有抱怨情绪，正如毛泽东所感慨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级
时”。
此为人之常情，其实不必讳言。
公平皆为相对，胸襟难能宽广。
应赞彼时几十万军官识大体、顾大局，首次授衔进行顺利，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由此迈的一大步
。
    令后人遗憾之事，乃解放军首次授衔不过10年，极“左”思潮泛滥及乌托邦空想滋长，此制度又被
取消。
军事建设再经多年曲折，仍证明军衔制为正规化建设所必需。
1988年解放军和武警重行军衔制度，促使部队建设宏图再展。
迄至今日，完善部队军衔制和地方公务员级别制，仍为中国共产党人加强执政能力之重要领域，有效
激励军人上进，仍将有赖此途径。
    往事如梭，岁月如歌。
当年革命战争之烽火硝烟，早已刻入历史年轮，如今世界和平发展浪潮，大战息而局部战争不断。
信息化需智力角逐，高科技赖人才竞争。
今后国之兴盛安康需科技强军，衔级待遇关乎提升俊才。
吾中华天地灵秀之所钟，不独在山水而在于人，聪颖才智，环球誉盛。
今神舟上九天，核潜下五洋，显新一代英才高智军魂。
为求雄风之永驻，更留浩气于长存，再读欧阳青书中所述当年解放军授衔往事，实有温故知新，鉴昔
警今之效。
愿军民人等喜读此书，以前辈功名激励后人，辉映将星灿烂，再书来日伟业。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    公历二零一零年八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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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阳青大校，奉身兵旅数十载，曾登庙堂之高，又习帷幄之机，经博览戎机，熟知军中人事。
多年间欧阳君暇时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近作《大授衔：1955共和国将帅授衔档案》，回首录吾军中首次行军衔制之盛况，又抒第一代将领风
貌豪情。

　　《大授衔：1955共和国将帅授衔档案》一书着重所述，实叙20世纪50年代前期解放军首次实行军
衔过程。
其资料丰富，内容生动，愿了解人民解放军历史之人值得一读。
通览全篇，从中可看到一个个名将鲜活形象，亦可从其成长过程得出不少有益启示。
中华江山，千年干戈，名将无数，尤以解放军将帅英武之名盖世无双。
看欧阳君笔下，展无数骁勇竞折腰，犹如凌烟图册，录几十载功彪勋业。
南昌举义，井冈星火，长征铁流，抗日雄图，三役决胜，大陆一统。
吾党建军起自草莽，红旗漫卷农奴挥戟，千名将领来自山野，经千锤百炼终得智勇兼备。
回首1955年授衔大典，衔级多以功论，集群英荟萃，观将星闪烁，实乃军史之盛事，今人追念雄风犹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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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青，1962年4月生，安徽人。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现任中国人民角放军某副主任。
大校军衔。

　　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齐鲁雄风》、《毛泽东和他故乡的将帅》、《三野最后一战》、《百战将星
谢振华》等作品，共计38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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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上册
　01 授衔——中南海里激动人心的时刻
　　1 中南海里首次授衔和授勋，光荣与梦想实现的辉煌时刻
　　2 媒体好评如潮。
阅兵威武雄壮。
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
　02 勾勒酝酿已久的军衔梦
　　1 中国的武官阶品制与西方的军衔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最早的六等十八级军衔等级制出台
　　2 战争年代我军少数高级将领被授予国民党军衔。
我军三次酝酿实行军衔制等级制
　　3 我军正规化制度建设中的许多”第一次”相继频频亮相。
授军衔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4 军衔授予的基础，各级干部等级的评定。
全军准备实施四大制度
　　5 《军官服役条例》颁布。
军衔等级最终确定为六等十九级
　03 中国特色的军衔制横空出世
　　1 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
　　2 阵容豪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亮相于世
　　3 我军为全体官兵授贴，以表彰他们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4 首次授衔时，我军各重要军事部门将帅云集、群星璀灿
　04 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
　　1 我军正式设置大元帅军衔。
毛泽东坚辞不授最高军衔
　　2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主要创始人和缔造者
　　3 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
　　4 毛泽东用三年时间打败蒋介石。
三大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
　　5 毛泽东发出了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6 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谦辞元帅或大将军衔
　05 十大元帅统领杰出彪炳史册
　　1 辉煌的资历与战功，造就了辉煌的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
　　2 开国元帅的名字个个响亮且意义深远。
家庭出身都比较贫寒
　　3 十大元帅在党内和军内的职务高。
毛泽东对元帅的点评独到
　　4 “红军之父”朱德元帅
　　5 “红军猛狮”彭德怀元帅
　　6 “红军灵鹰”林彪元帅
　　7 “军神”刘伯承元帅
　　8 “贺胡子”贺龙元帅
　　9 “诗人”陈毅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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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政治元帅”罗荣桓元帅
　　11 “北方帅星”徐向前元帅
　　12 “儒帅”聂荣臻元帅
　　13 “叶参座”叶剑英元帅
　06 十大大将功勋卓著威名远播
　　1 十大大将的成长和进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缩影
　　2 十大大将在战争年代的任职、级别很高，战功卓著
　　3 十大大将个个威名远播。
毛泽东的赞誉幽默
　　4 最会打仗的粟裕大将
　　5 “中国的夏伯阳”徐海东大将
　　6 全政全能的黄克诚大将
　　7 “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大将
　　8 “一生坦正”的谭政大将
　　9 终身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
　　10 红7军创始人张云逸大将
　　11 执掌公安军的罗瑞卿大将
　　12 总军械部长王树声大将
　　13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
　07 陆海空三军上将叱咤风云群星璀灿
　　1 57位开国上将全是兵团司令级。
他们的权重责任更大
　　2 开国上将的政治素质很高。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3 开国上将的革命历史渊源深厚。
他们遍及全军。
如星光灿烂
　　4 三杨开泰杨得志、杨成武、杨勇三上将
　　5 资深职高萧克、张宗逊、傅钟、李达四上将
　　6 铁血刚猛许世友、王震、陈再道、贺炳炎、彭绍辉五上将
　　7 青年俊逸陈锡联、韩先楚、李天佑、刘震、韦国清、洪学智六上将
　　8 政工将领宋任穷、萧华、甘泗淇、唐亮、李志民、王平、钟期光七上将
　　9 兵团司令刘亚楼、邓华、陈士榘、叶飞、王建安、宋时轮、周士第、张爱萍八上将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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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时间：定格在公元1955年。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六个年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政通人和，百业兴盛。
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第一”已经应运而生。
第一部“国家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正式出台，中国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友好外交关系进展顺利。
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事业可谓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军队建设也是蒸蒸日上，几个标志性的“第一”频频亮相，《中国人民解放军兵
役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相继颁布，军衔制、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和勋章奖章制度
等“四大制度”相继实施。
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的军衔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
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
 金秋时节的北京，一派喜庆丰收的景象。
 9月27日。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中南海，中国人民解放军数百万官兵盼望已久的授衔授勋典礼，正式
拉开了序幕。
 14时30分，在中南海西北岸紫光阁西边的国务院礼堂首先隆重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
典礼。
紫光阁建于明代，是皇帝阅兵和选拔武状元的地方。
到了清朝，同治皇帝在紫光阁曾接见过日、俄、美、法、荷、英六国使臣并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国书，
成为清朝政府第一次正式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
’ 现在，人民军队的将领在这里接受军衔，革命的意义更显突出。
参加典礼的人们，手持国务院办公厅发的请柬；进入会场。
请柬上写着：订于1955年9月27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国务院礼堂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
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官军衔的典礼。
 典礼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
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悬挂在主席台的正面，画像的两边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李
富春、李先念，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
参加典礼的有：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办公室主任，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授衔典礼开始，军乐队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尔后，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的命
令。
接着，周恩来总理把授予10人大将军衔的命令状，依次授予一行横排在主席台前穿着“五〇式”军服
的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9位在京将官，并与他
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
徐海东因病在大连疗养，而未参加大将授衔仪式。
从时间顺序上看，粟裕成为第一个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人。
授完大将军衔，周恩来又分别把授予上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张宗逊等在京将官；把授予中将军衔的
命令状，授予徐立清等在京将官；把授予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解方等在京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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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军衔制度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历来都是军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军事上进行了许多改革，其中对欧洲和世界影响最大的三项改革之一，
就是完善了军衔制度，18世纪，俄国彼得大帝，在大规模的军事革新中，颁布了俄国第一个《官级表
》，健全了四等十九级的军衔制度；19世纪，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从欧洲移植进军衔制度，促进
了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军事力量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初，中国清朝政府吸取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
决定建立新军，改革营制，以三等九级的军衔制度取代了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武秩制度，使西欧式军
衔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安家落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20多年的浴血奋战，最终于1955年实行了军衔制度。
欧阳青同志撰写的《大授衔——1955共和国将帅授衔档案》(以下简称《大授衔》)，比较具体地阐述
和记载了我军首次建立军衔制度中开国将帅的授衔情况，以及与将帅授衔有关的珍贵资料，图文并茂
，可读性较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值得一荐。
本人读后印象较深的有两点，一是授衔本身的主要数据比较准确，二是与授衔问题有关的信息含量比
较大。
    (一)关于授衔的数据问题。
解放军首次授衔已经过去55个年头了，这中间社会上发表、出版有不少反映此次授衔情况的文章、著
述，但是由于官方始终没有公布权威的授衔统计，所以开国将帅授衔中的某些数据，在不同的作品中
存在着说法不一的现象。
最早全文刊载首批将帅名单的是《解放军生活》杂志1985年第6期，该刊以《1955年授衔的元帅和将军
》为题，刊载了10名元帅、10名大将、57名上将、176名中将、798名少将的名单。
名单中多计算了两名上将、一名中将。
之后，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军事百科通讯》增页第2期刊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名单》相继问世，在这两部权威性的书刊中，也有个别人授(
晋)衔时间记载不够准确。
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将1956年1月公布授衔命令的某中将，记载为1955年授衔；将1956
年6月、1957年3月、1957年9月公布授衔命令的三名少将，均记载为1955年授衔。
《军事百科通讯》刊载的将官名单中，将1955年9月国务院审批的798名少将名单中并不存在的四个人
，记载为1955年9月授衔；将1965年1月我军最后一名晋升的开国少将，记载为1964年4月晋升。
《大授衔》对此均没有盲目照抄，其更正后的说法与本人近年来的考证相一致，应当说是准确的，这
就是：    元帅10名，1955年9月授予；    大将10名，1955年9月授予；    上将57名，1955年9月授予55名
，1956年、1958年各授予1名；    中将177名，1955年9月授予175名，1956年、1958年各授予1名；    少
将1，360名，其中1955年9月至1964年4月，先后分十四批次(一整批、十三次零星)授予813人；1961年8
月至1965年1月，先后分六批次(二整批、四次零星)由大校晋升547人。
    开国将帅总人数为1，614名，占全军准尉以上首次授衔总数644,686人的0.25%。
授衔总人数中包括，校官3.2万余名，其中大校占4%，上校占13.62%，中校占20.89%，少校占61.49%；
尉官近50万名，其中大尉占12.9%，上尉占16.5%，中尉占22.3%，少尉占48.3%；准尉112,969名。
    此外，《大授衔——1955共和国将帅授衔档案》，对2008年1月出版的《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作
了一些扩充和订正。
如第8章中将部分、第9章少将部分的容量，均有大幅度扩充，各章节中与史料不符的内容也进行了负
责任的订正。
如1955年授衔后国庆大阅兵的第一支阅兵方队领队应是军事学院基本系代主任刘子云少将，还有副军
级少将与准军级少将的准确人数；十大将军省与十大将军县的具体人数等等，都得到了订正。
    (二)关于信息含量问题。
“1955共和国将帅授衔”，是《大授衔》这部“档案”中装着的内容。
这个句子中包括了三个含义：一是表明时间的状语一“1955"；二是表明官等的主语一“将帅”；三是
表明做什么的谓语一“授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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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书中向读者提供的信息，远远超过了这三个方面的范畴，例如：    《大授衔》以主要篇幅书
写1955年解放军实施的军衔制度的同时，还追溯到几百年前军衔制在世界上的起源，介绍了1904年开
始清朝政府移植的军衔制度；1912年初南京I临时政府制定的军衔实施方案，1912年8月开始北洋政府
实行的军衔制度；1935年国民政府改革后的军衔制度；1939年和1946年我军拟议的军衔制度，等等。
    《大授衔》还概述了将帅以外的若干授衔情况。
包括整个解放军首次军衔制度的建立及至取消的情况，各级军官包括校官、尉官、准尉以及士兵在内
的授衔情况；各类人员如地方干部、妇女干部、解放起义军官的授衔情况，等等。
    《大授衔》绝大部分的篇幅，记述的是将帅们的个人经历和业绩，这是对狭义“授衔”概念的最大
“扩展”。
作者为什么在这方面不惜笔墨大书特书呢？
我想起清王朝在引进军衔制度时，对于军衔的功能做过这样的概括：“官(注：指衔)之与职，一经而
一纬，名虽异致而殊趋，实则同条而共贯”。
清朝官员这一形象地描述告诉人们，确定军人的方位，光有职务的“纬线”还不够，还必须有军衔做
“经线”；有了这样两条“经纬线”作坐标，才能全面准确地规范和评价军人的职责和行为。
    1955年军衔的授予，是对经历了20多年战争洗礼的全军将士个人功绩的综合评价和历史性褒奖。
因此，每位将帅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战功，便成为军衔定位的重要依据。
作者之所以将“授衔”问题大幅度地向这方面延伸，我想道理就在这里。
这也是《大授衔》与其他就衔论衔著作的最大区别，两种构思各有千秋，不存在“排行榜”的问题，
读者可以按照自已的“口味”选读、收藏。
    军事科学院原军制部研究员刘岩少将    2010年6月2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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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授衔:1955共和国将帅授衔档案(套装共2册)》比较具体地阐述和记载了我军首次建立军衔制度中开
国将帅的授衔情况，以及与将帅授衔有关的珍贵资料，图文并茂，可读性较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值得一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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