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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查阅核实了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保存的有关罗荣桓元帅的数千份档案资料，而且对罗荣桓生
前战友三百余人进行了数百次采访，同时查阅了大量报刊图书，力求以严谨的文笔再现罗荣桓坚持原
则、实事求是、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
书稿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审阅，《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总政宣传
部编研室）指导，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审定。
邓小平为本书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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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他召集学生说：“到阜平来的是一一五师政治部，他们没有兵，在阜平待不长。
你们要抗日，到王快投奔朱怀冰去！
”省委立即到罗荣桓处开会研究对策。
罗荣桓建议召开群众大会，并请张“出席指导”。
在这个会上，用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杨成武支队收复察南、骑兵支队在倒马关击退
日寇等胜利消息不指名地驳斥张的无耻谰言。
坐在主席台上的张仲孚被驳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这一行动又成为一次有力的动员。
城区的义勇军很快由一个班发展成一个连。
10月12日，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侵占了石家庄，张仲孚慌了手脚，忙着收拾东西，准备跟朱怀冰一道逃
跑。
张仲孚兼任县保安队的队长，手下有不少人和枪，还有一两万元公款。
王平听到张准备逃跑的消息，急忙到罗荣桓那里去请示。
罗荣桓说：“这个人留在阜平，成抗战之事不足，败抗战之事有余。
要是他单枪匹马地跑了，也就算了，钱可以不要，但是人和枪不能叫他带走！
”保安队队副比较进步，罗荣桓派人找他谈话，向他说明共产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政策，请他自己
抉择。
他立即表示坚决留下，并保证保安队一人一枪都不会跟张仲孚走。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张仲孚果然偷偷地跑了。
但保安队大部分人留了下来。
罗荣桓知道后，笑着对王平说：“跑了就跑了吧，死狗总是扶不上墙头的。
没有县长我们派一个，管保比他干得强。
我看，就由你当县长好了！
”第二天，罗荣桓派政治部的七八个干部和一个班的战士，把王平送进县衙门，当上了阜平县长兼保
安队长。
10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师骑兵营发动突然袭击，解放阜平东南的曲阳县城。
曲阳县城靠近平汉铁路，敌人在这里囤积的大量军用饼干、罐头，全部为八路军所缴获。
曲阳解放后，罗荣桓派师政治部统战部长潘振武率领宣传队，开进曲阳，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并委
任潘为曲阳县县长。
阜平和曲阳的抗日民主政府是八路军最早建立的一批抗日民主政权。
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不久，八路军能否不通过国民党政府直接委任县长，建立民主政权，在一
些党员思想上还是未解决的问题。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敢于放手建立民主政权，这除了因为他有红军时期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
外，主要是对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政策有深刻的理解。
骑兵营继解放曲阳之后，又收复唐县，并一度打进平汉路上的定县城。
他们在战斗间隙以班排为单位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
到10月下旬，以阜平为中心，周围各县的义勇军已发展到4000多人。
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
林彪率第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留下独立团、骑兵营和两个连，共约2000人，由聂荣臻领导，
在晋察冀三省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
机关“分家”的工作由罗荣桓负责。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对他（罗荣桓）说，你来分好，你公平。
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由你决定。
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
罗荣桓同志对我非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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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人，留下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得力。
”晋察冀军区11月8日正式成立后，罗荣桓结束了在阜平的工作，率领第一一五师政治部，溯滹沱河西
去，到达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可是罗荣桓无暇前往游览。
他一到五台山就忙于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大兵员。
他听说东冶镇附近有个煤矿，立即派了一批干部去，一面帮助工人挖煤，一面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并
且吸收了一批工人参军。
东冶镇西南面的河边村是阎锡山的老家。
那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占地几十亩的高墙大院，在当地是很有名气的。
同河边村隔一条滹沱河的建安村，是徐向前的老家。
他的亲属住在一幢破旧的小院里，生活非常困难。
徐向前路过这里时，回家看过一次，掏尽身上的积蓄，只留下十块钱。
罗荣桓到五台以后，特地叫宣传部的于事朱明带上30块钱，去看望徐向前的亲属。
罗荣桓率政治部从东冶镇继续西行，拟从忻县过同蒲路，未成，又折返到河北省平山县洪子店①。
在洪子店，他会见了刚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负责人周建屏、刘道生和北方局代表栗再温等。
一天，罗荣桓他们正说话间，脚蹬草鞋、身背斗笠，穿着红军制服的平山特委书记李德仲走进屋来。
栗再温给李和罗荣桓双方作了介绍。
一直做地下工作、大学生出身的李德仲握着久仰其名的罗荣桓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为了消除李德仲的紧张情绪，罗荣桓上下打量着他，问道：“长征时，你是哪一个方面军的？
”李愣住了，而在座的其他人都大笑起来。
罗荣桓很诧异，忙问：“你们笑什么？
”栗再温解释道：“他不是红军。
”罗荣桓又打量打量李德仲，说：“你们看他这身穿戴不是红军是什么？
”大家又笑起来，李德仲红着脸解释道：“我的警卫员是红军。
斗笠和草鞋都是他给我编的。
这身军装也是警卫员的，我只不过是借了穿穿。
”在哄堂大笑之中，栗再温忍不住开玩笑说道：“他呀，是假洋鬼子。
”罗荣桓也不禁笑了起来。
为了不使李过分难堪，他也风趣地说：“对不起，是我没有搞好调查研究，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
。
”第二天，栗再温和李德仲向罗荣桓汇报了平山地下党的历史，然后请他作指示。
罗荣桓在扼要谈了当前形势后，讲了军队问题，说：“⋯⋯打仗要靠兵。
我们的队伍总共改编了三个师，数量不多。
但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我们到敌后去，队伍会逐渐扩大的。
”他停顿了一下，用饱含深情的目光把栗、李等人一一扫过，又用商量的口气说：“我们一一五师人
也不多，特别是缺乏知识分子。
你们这里地下党的基础很好，文化素质也比较高，能不能帮助我们增加一些知识分子？
”栗、李问道：“需要多少？
”罗荣桓笑眯眯地回答：“百十来个吧，当然，多多益善。
”当时，地方工作尚处在开辟时期，要动员这么多有文化的人参军，并非易事。
但是，栗再温、李德仲仍然表示，对抗日主力军的要求，一定尽力满足。
半个月后，他们就输送了130多名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到一一五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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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关怀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罗荣桓传》现已完稿，并作为《当代中
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出版。
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撰写本书依据的主要是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所保存的有关罗荣桓同志的数千份档案资料。
军事博物馆亦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图片资料。
同时，《罗荣桓传》编写组还对罗荣桓同志生前战友聂荣臻、粟裕、黄克诚、谭政、宋任穷、何长工
、杨勇、萧华、江华、张爱萍、许世友、冯文彬、童小鹏、王建安、陈士榘等三百余人进行了数百次
采访，查阅了大量报刊图书，力求尽可能广泛地搜集资料，认真进行分析鉴别和取舍。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全书由刘汉指导写作并多次审阅修改书稿。
首先，由黄瑶、李维民、潘天嘉、白刃、杨国庆、李志经分工写出第一稿。
黄瑶写青少年和红军时期，李维民写抗日战争前期（1937年7月至1942年），潘天嘉写抗日战争后期
（1943年至1945年9月），杨国庆和白刃写解放战争时期，黄瑶、李志经和杨国庆写新中国成立以后部
分。
这四部分共有近80万字。
然后由黄瑶写成第二稿，并根据新掌握的材料和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多次修改和增删。
在修改过程中，梁必业、陈沂、刘居英、华楠、李伟、辛国治、薛真、尹健、李圭、高七、江靖飞、
宋群、牛荫西、李翔、陈文渊等同志和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审阅了书稿，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总政宣传部编研室）对写作进行了指导，并多次主
持召开书稿讨论会。
为本书出版做了很多工作的还有陈去疾、孙剑云、毕秀芝、邹世勇、赵文翰、王洪、赵守忠、刘群法
、王宏伟、黄敏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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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是一项反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发展、繁荣
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光辉业绩的宏伟工程。
它的主人公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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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等老
一辈革命家的传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卓著的元帅、将领，
参与新中国创建大业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个方面的著名爱国人士，贡献突出的著名科学家、文学
家、艺术家、劳动模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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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传记的意义远远超越记述个人生平的范围，它们是新中国开国史、建国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奠基史、创业史的浓缩，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倍加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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