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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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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传》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批准立项，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组织编写，历时
十二载，在采访300多位同刘伯承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和知情人，查阅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知情人
，查阅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档案的基础上，以生动的文笔再现了刘伯承元帅在长期中国革命战争实践
和人民军队建设中，大智大勇、禅机妙算、运筹帷幄、足智多谋的形象。
书稿由中共中央军委委托《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主持审
定。
邓小平为本书题写书名。
　　《刘伯承传》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编写的一部元帅传记。
 　　该书56万余字，分为24章100节，选用了45幅珍贵的照片，反映刘伯承一生中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
。
书中真实准确而形象地记叙了刘伯承长达70余年的斗争生涯，以他的足迹为线索反映了中国从旧民主
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变迁和时代风云，展现了他和邓小平共同率领
的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英雄业绩；详尽而又概括地介绍了他出类拔萃的军事理论，他对毛泽东
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特别是他那极其丰富的指挥艺术、作战谋略和军事教育经
验，对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挥的重要作用；全面而又重点地讴歌了他高尚
的道德风范和优秀品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刘伯承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泥脚文人的爱子第二章　川中名将第三章　举义泸顺第四章　南昌起义的参谋长第五章　从
白区到根据地第六章　长征第七章　到敌人后方去第八章　厉马太行第九章　虎狼夹击的岁月第十章
　敌进我进第十一章　针锋相对第十二章　鏖战冀鲁豫第十三章　千里跃进大别山第十四章　战略展
开三回合第十五章　中原逐鹿第十六章　决战淮海第十七章　挥师过大江第十八章　解放大西南第十
九章　治军必先治校第二十章　向正规化、现代化进军第二十一章　尊师重道第二十二章　三更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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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
困扰着他的不仅是身体的创痛，更多的是对前途的忧虑。
刘伯承因伤离开部队后，讨贼战事由胜转败，先是重庆得而复失，随后成都也遭到敌人的重兵威胁。
这一方面是因为讨贼军在胜利面前产生骄惰心理，领导层各怀私利，只关心自身势力的扩大，不想继
续协力作战。
前敌总指挥赖心辉属四川边防军系统，不愿看到熊克武第一军势力因战胜而强大，竞在攻占重庆后按
兵不动，坐失乘胜进军的良机。
另一方面敌军重新集结力量，吴佩孚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取代袁祖铭统领所有对讨贼军作战的
军队，随即进行了连续的反攻。
消息传来，刘伯承既痛心于讨贼军的失利和四川形势的再度逆转，又不得不认真思考今后的归宿。
　　正在这时，吴玉章给他以极大的关怀。
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斗争，是四川各界很有声望的人物。
他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
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圈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
、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
较大的影响。
　　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出众学识、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十分钦佩。
对于他的军事才能，更是格外赏识。
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圈公。
　　　　杨圈公是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学日本。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活动，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斗争，并留心物色优秀人才，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
　　这两位革命者相识以后，交往十分密切。
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圈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
”这时在吴玉章、杨圈公二人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揭开了崭
新的一页。
　　杨圈公在接触中了解到刘伯承十几年来摸索革命道路始终不渝的精神和救国救民的一片赤忱，以
及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1924年1月2日，杨圈公在日记中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
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1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
兼有远大志向。
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
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
路。
”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格言，为人处事喜欢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
对于社会上的各种观点、主义，他都要一一加以认真地思索和研究，决不轻易表示赞同或反对。
但是，当他一旦认定了一个目标，他就毅然下定决心，非要走到底不可。
他从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到接受它，直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有一次，曾在将校学堂与刘伯承相知，这时已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热心劝说刘伯承加入中
国共产党。
他严肃认真地回答说：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
其中的真谛。
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见所闻已经不少了，川军那里我是决定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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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
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
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杨圈公在一旁听后，感慨不已，对刘伯承真诚、坦率的态度肃然起敬。
当天，他在日记中赞叹说：“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
出万万倍。
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
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
”　　如果说，在1923年末，刘伯承还处于观察、思索、比较、选择的阶段，甚至于还难于割舍旧的
生活；那么，到了1924年春，在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他已经自觉地、明显地开始向共产主
义接近。
　　当时，四川讨贼战争形势日趋不利，成都危在旦夕。
熊克武、但懋辛等人亲自出马，敦促刘伯承带伤上阵，以挽救战局。
赖心辉托王尔常传话，说他要请刘伯承担任师长。
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尔常，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么?岳武穆云：‘文臣不爱
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来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
身，为的是救国救民。
重现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
我冲锋陷阵十多年，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啊。
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
顺利时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势危急又想以爵禄相诱，真是有眼无珠!”　　为了摆脱说客们的纠缠，
刘伯承决定赴犍为县五通桥(今属乐山县)张仲铭的家里静养。
在这里，刘伯承一面养伤，一面继续深入地研究新的革命理论。
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
，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到了犍为。
他告诉刘伯承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形。
刘伯承听后，心情十分激动，当即表示要随吴玉章出川到外地进行考察，寻找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末，刘伯承和吴玉章等人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
在上海，他看到工人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亲自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的重大作用，从
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此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经开始，共产党人给国民党带来了新的生机，广东革命政府日益巩固，革命
局面蒸蒸日上⋯⋯这一切给刘伯承以极大的鼓舞。
　　1925年2月，刘伯承随吴玉章由上海赴北京，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赵世炎和四
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详细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
1925年5月，随吴玉章南返上海，看到了轰动全国的“五卅”运动。
当时，中共中央确定吴玉章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并去广州同国民党中央联系，准备回川后
整顿国民党组织。
6月下旬，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
离川前，杨周公曾鼓励刘伯承到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发挥军事方面的特长。
经吴玉章的引荐，刘伯承见到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这时适逢省港大罢工爆发，英、法帝国主义出动军队镇压，造成著名的“沙基惨案”。
他觉得直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更有意义，于是在7月初同吴玉章又返回四川。
半年多的考察，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使刘伯承大开眼界。
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反帝怒潮像火山一样爆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深刻
的影响，他初步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所在。
　　刘伯承以新姿态投入了四川的革命活动。
他虽然未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但坚决遵从党的指示进行工作，协助吴玉章、杨圈公等人整顿四川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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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组织，跟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同时，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关系和影响，在军队和政界的中、上层进行活动。
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1926年5月，经杨圈公和吴玉章两人的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至此，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坚贞的共
产党员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战士。
　　P02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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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刘伯承传》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编写的。
经过12年的努力，终于完稿付梓，并作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与读者见面。
小平同志对本书的编写十分关心，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从1980年3月编写组成立开始编写，到1992年修改成书，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坚持以下三
条原则：一、据实直书而不拘于定论。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以确凿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而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或
评论。
二、材料丰富而不至于芜杂。
采用真实可靠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材料，摒弃那些似是而非、查无实据或无关宏旨、可有可无的材料。
三、文字生动而不虚构、浮夸。
对传主的生平业绩，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如见其人。
当然，主观愿望是一回事，社会效果又是一回事。
良好的愿望能否变成现实，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还有待于广大读者的鉴定。
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的历史传记。
编写人员先后采访了300多位同刘伯承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同事和了解情况的人。
其中主要有刘华清、张震、杨白冰、薄一波、宋任穷、李德生、陈锡联、萧克、何长工、郭述申、李
达、李聚奎、林浩、郭林祥、尤太忠、向守志、钟汉华、曾绍山、孔石泉、孙毅、韦杰、孙继先、陈
明义、鲁加汉、肖永银、马忠全、卢仁灿、黄鹄显、徐斌洲、仲曦东、鲁瑞林、吴忠、刘昌毅、孔庆
德、陶汉章、王智涛、王义淮、刘明辉、赵遵义、党必刚、刘叔禹等。
还有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黄维、刘伯涛、文强等。
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有些人还对本书的撰写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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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批准立项，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组织编写，历时十二载，
在采访300多位同刘伯承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和知情人，查阅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档案的基础上，
以生动的文笔再现了刘伯承元帅在长期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人民军队建设中，大智大勇、神机妙算、
运筹帷幄、足智多谋的形象。
书稿由中共中央军委委托《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主持
审定。
邓小平为本书题写书名。
本书为平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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