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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自传性的书，主要是写1925年到1995年这七十年中，我在党的领导下所经历的斗争实践，由
此抚今追昔，对其间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和历史经验所引起的思索。
故定名为《七年奋斗与思考》。
    本卷《战争岁月》，是写作者从1925年入党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经历。
其中记述了这个农家子弟，如何在这种社会思潮的激烈斗争中，选择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如保在学
生、工人、农民运动中经受磨炼；如何在十年内战的白区工作中，经历艰难曲折的斗争和几次被捕入
狱，如何在抗日的新形势下，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如何在中国的两种
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在晋冀鲁豫战略区和华北局的工作岗位上，在实现推翻蒋家王朝、迎接新
中国的诞生而努力奋斗，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代伟人和众多的开国无勋，留给我
们的宝贵功业和精神财富，应该世代相传，发扬光大，以激励全国人民继续奋发图强，把我们的祖国
建设得繁荣昌盛，永远以自己独有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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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 我的家庭  二 童年轶事  三 到省会太原读书第二章 在大革命期间  一 投身学生运
动，参加中国共产党  二 国师成了太原一个重要革命阵地  三 四一二政变以后第三章 白区工作的艰辛
与曲折  一 开始做党的地下工作  二 在天津宪兵司令部里  三 唐山兵变流产  四 津门被捕和入狱  五 奉命
组织平汉线北段兵变  六 参加反对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斗争  七 平定兵变前夕的太原之行  八 在北平
再次被捕第四章 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斗争  一 建立党支部，制定狱中斗争的总方针  二 全体政治犯
的两次统一行动  三 决不“反省”  四 狱中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五 争取看守班长和管理员  六 “审查
”与反“审查”  七 反虐待与绝食斗争  八 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  九 宪兵三团特务混入景德
镇，死神与我们擦肩而过  十 在日寇进逼关头，由党营救出狱  十一 对十年百区工作的几点看法第五章
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一、站稳脚跟，改组牺盟会，开展群众性的抗日
救亡运动  　（一）应阎锡山之邀回山西  　（二）“约法三章”  　（三）接办、改组山西牺牲救国同
盟会  　（四）村政协助员与国民兵军教导团  　（五）军政训练与民训干部团  　⋯⋯第六章 从敌后
抗日根据到延安第七章 在晋冀鲁豫边区第八章 主持华北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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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我生于1908年2月6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正月初五）同年11月，光绪
帝（清德宗载湉）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
三年后亦即1911年，武昌革命成功，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帝制。
但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绵延不绝。
另一方面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一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度过的。
　　一、我的家庭　　1943年11月初，我去了延安。
这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到中央。
翌日毛泽东同志约我谈话，我同他也是第一次见面。
谈话开头，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山西省定襄县。
他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她的弟弟叫薄昭。
汉文帝曾被立为代王，建都在你们山西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薄注）。
”听了这席话，引起了我研究薄姓来历的兴趣。
但因为忙，一直未能如愿。
直到半个世纪后，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又想起了这件事。
经有关专家介绍，翻了翻《元和姓纂》之类的书，才了解到薄姓原来是殷商的一支，周武王灭纣后，
徙之于亳（今安徽毫县），以地名为氏。
毫薄音同，后来就写作薄。
《吕氏春秋》提到过一个卫人薄疑，大概是最早见于典籍的薄姓人了。
汉高祖有薄姬，文帝即位后尊为太后。
她的弟弟薄昭曾任车骑将军，封轵侯，后来因为杀了文帝派来的使者，被迫自杀了。
我小时侯听老人们说，薄家的一个祖先在福建省当过巡抚或知府一类的官，芳兰镇薄家的宗祠里供有
他的织锦绣像，薄家子弟娶亲时，都要从宗祠里把他的绣像请出来烧香叩拜。
解放后，有一次我到福建考察，曾粗略地翻了翻《福建通志》。
那时毛主席有个指示，到外地考察、调查工作的同志，都要砉一看当地的地方志，以便了解那里的历
史沿革、风土人情。
我在翻阅《福建通志》的时候，想起了家乡老人的这番话，顺便找了一下，却没有找到姓薄的。
　　我家祖祖辈辈务农。
原籍芳兰镇。
芳兰是个大镇，刘、薄两家是大姓。
镇上共有2000多户人家，人多地少，谋生不易。
到我高祖父时，立足不住了，于1827年（道光七年）举家迁到了离芳兰镇十五里的张家庄。
　　张家庄是个小山村，地多人少，高祖父买了十多亩坡地，后来我曾祖父弟兄二人，就在这里定居
下来了。
我祖父母死后，由伯父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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