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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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传》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批准立项，成立了学者、专家及彭德怀身边的工
作人员组成的编写组，历时十余年，遍访了彭总生前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和知情人，汇集了浩繁的文
献、档案、回忆录和访问录等资料，本着“取材务求其实，着笔力求其直”的精神，撰写出彭总“临
阵对敌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
华”。
书稿经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审定。
邓小平为本书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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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彭德怀就任一团团长后，打算在团内办一个学兵连，培养骨干，推动全团士兵委员会的工作。
周磐听说一团要办学兵连，也想办一随营学校。
彭德怀利用周磐想以此培植和扩大势力的野心，积极支持他办随营学校。
彭德怀建议校长由周磐自兼，另设一名副校长。
周磐提出要找一个有经验、有学识、有朝气的人充任，可又想不出合适人选。
彭德怀便向他推荐一年前去黄埔军校高级班深造的黄公略。
周磐很满意，叫彭德怀写信给黄公略，要他毕业后回师部。
    彭德怀和李灿、李力、张荣生商量，一营如何为随营学校选送有活动能力和政治上可靠的人去学习
，以便去做二、三营和二、三团学员的工作；又研究在士兵委员会章程前面加上一条总则：拥护三民
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奉行三大政策，为救国救民的宗旨。
把章程中的打倒军阀，改为打倒新军阀，士兵委员会改为学员自治会等，由彭德怀送给周磐，作为代
拟的随营学校章程。
周磐欣然接受。
一营士兵委员会章程的基本内容因而在师里取得合法地位。
    师随营学校正在筹办中。
一天，黄公略西装革履来到团部，和彭德怀、李灿、张荣生等久别重逢，非常高兴。
谈到办随营学校时，彭德怀讲了随校的宗旨、章程，黄公略突然发问：“新军阀是指谁呢?”彭德怀回
答：“是指蒋介石。
”黄公略怒气冲冲地说：“校长(蒋介石)绝不是新军阀。
”大家倏然失色：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他，这还了得!彭德怀正和黄公略争论中，张荣生拿了一条毛巾从
后面往黄公略嘴上一捂，颈项上一系，说：“你穿着这样好的西装、皮鞋，你就是被蒋介石收买的走
狗。
你当学生哪来的这么多钱?”黄公略脸色发白，手指着皮鞋后跟。
邓萍发觉了，说：“慢一点儿，放松一些，横直跑不了。
”张荣生把手松开，黄公略连忙说：“我有介绍信，是共产党。
”抬起脚来，指着：“在皮鞋底内。
”张荣生用刺刀撬开鞋底，果然有写得很小的墨笔字字条，上面涂着一层薄蜡，防水浸湿。
在煤油灯下，看出是介绍信。
彭德怀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时大家猛吃一惊，继而笑作一团。
彭德怀抱怨似地说：“公略呀!你这是干什么?开这样大的玩笑。
”黄公略说：“你现在当了团长，谁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他指着周围的人说：“你们这些人
好野蛮呀!我的西服是老彭寄来的路费缝的，并不是蒋介石给的，穿得好些，路上方便，没人怀疑是共
产党。
”张荣生笑着说：“如是反革命，就绑起来扔到洞庭湖里喂鱼去!”    彭德怀与黄公略彻夜畅谈。
黄公略告诉彭德怀，他带来了两个同志，一名黄纯一，湖北黄岗人；一名贺国中，湖南湘乡人。
纯一很有学问。
彭德怀即向周磐推荐，以便帮助黄公略开展随营学校的工作。
彭德怀曾回忆见到两个新战友的印象是：“黄像一个文雅书生，贺是一个豪放的白胖青年。
”这个回忆成为黄纯一、贺国中两人在历史上留下的仅有写象。
    黄公略是彭德怀在湘军中结识最早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天又不约而同在革命低潮中参加了党。
两人夜则同室而眠，日则找机会去洞庭湖堤上散步，讨论时局，互抒己见。
黄公略参加了去年12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暴动。
暴动失败后，转经上海、汉口等地回湘。
他将一路所见，细细说给彭德怀，并赠诗抒怀：“广暴失败旗帜在，树立红军苏维埃。
旅沪、武、岳语弃市，乌云蔽日只暂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彭德怀传>>

欣谈时局喜春风，柳絮飞舞庆重逢。
锦绣洞庭八百里，四江精粹在湖滨。
”他对一团革命力量的聚集充满希望。
彭德怀在答诗中，对毛泽东在井冈山举起武装斗争旗帜心向往之：“‘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
有武装。
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
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
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
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
”    周磐由长沙赶回南县，主持随营学校开学典礼。
他在会上的讲话，按照彭德怀起草的随校宗旨章程，强调打倒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特别
强调打倒新军阀；又宣布黄公略为校长，贺国中为教育长，黄纯一为大队长。
这些，使彭德怀、黄公略等出乎意料的满意。
随营学校开学后，一团党员开会时，大家谈到了周磐的表现，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因找不到什
么原因，对周磐取观察态度。
    根据随营学校的有利形势，大家估计，在随营学校每期毕业时，能够吸收三分之一的学员为秘密士
兵会会员，当年做到二、三团每连平均有一个会员，明年按情况再发展一些，做到每团有一两个进步
连为核心，全师以一团为核心，在情况有利时，就可争取全师起义。
    在特委张匡的主持下，一团成立了共产党的委员会，由彭德怀、黄公略、邓萍、张荣生、李灿5人为
委员，彭德怀为书记。
随营学校成立分支部，黄公略为书记，受一团党委领导。
一团的6名党员成立支部，邓萍为书记。
    一团党委的建立，在独立五师形成了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这时，独立五师欠饷又逾5个月，为提高士兵觉悟，彭德怀决心发动闹饷。
    自一营士兵委员会宣布取消后，经过一段工作，在一营和一团直属队、机枪连、特务连都成立了秘
密士兵会。
闹饷由团党委领导，秘密士兵会串联发动，很快把二、三团和随营学校带动起来。
周磐惊慌无计，采纳彭德怀的建议，将独五师掌握的渔税、盐税和百货厘金支票作抵，以防兵变为由
，向南、华、安3县商会强借10万元，闹饷取得胜利。
这次闹饷检验了一团共产党的组织和秘密士兵会在一团的动员力。
    6月中旬，独立第五师奉命开赴平江县接替阎仲儒旅的“防务”。
平江县是著名共产党人毛泽东去年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地方。
鲁涤平签发这项命令，只是想到独五师比阎旅力量强胜，能够有效地剿灭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
却不曾料到，独五师的主力——一团的团长彭德怀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彭德怀和他最初的救贫会会友用热诚和勇气，长期不懈地把一支封建愚昧的军阀队伍，逐步革新为
一支具有团结力的革命后备军。
不惧权势，却尊重、爱护士兵的彭团长，受到全团的爱戴。
从崇拜易参政到孙中山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乌石峰下那颗不屈的种子即将破土而出；湘阴道上山洞中
的点点细水不停地滴在坚石上，定要将石滴穿。
彭德怀痛恨社会的黑暗和军阀的腐败，期待着打破旧世界的牢笼，但根据特委的指示，他还要争取掌
握全师，等待时机的成熟。
他满怀信心，把自己当团长的薪饷也尽量存蓄起来，准备暴动之用。
他的乌石老家，除大弟彭金华来要去40HD余元还清祖母、父亲的丧葬债务，和将彭家围子的破茅屋
改为9间瓦房(即现存的彭家围子故居)，他没有置其他私产。
    在一团开赴平江之前，彭德怀让妻子刘坤模暂回乌石老家。
从彭家的老人去世后，她通常是在彭德怀驻防时来和他相聚，在部队开拔前回家。
这次一团调防，对他们夫妻来说，只是寻常的短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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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料到，不久以后在紧急形势下提前举行的暴动，使他们之间音讯断绝。
    湘军独立五师一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前身。
当人们看到红五军(及其后的红三军团)在创建后，即以惊人的气势迅速成长为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
红四军亲密配合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之一时，很少注意到起义前这支湘军队伍从内部革新、改造的历史
。
而这一段历史，实实在在是与其后红五军和红三军团那些辉煌的历史紧密相连的。
救贫会的会员和秘密士兵会会员，大部分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牺牲，幸存者中除彭德怀外，还有4名
——李聚奎、李寿轩、田长江、姚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1928年，已届而立之年的彭德怀，经历了漫长的军旅生涯，从二等兵到班长、代排长、排长、代连
长、连长、代营长、营长、代团长、团长，走过了旧军队里的每一级阶梯。
他跨越的每一级，都成为他军事才能积累和焕发的一步。
他对士兵思想感情的亲切了解，对行伍生活的深刻体验，对火线实战的丰富阅历，对统军治军之道的
独特体会，不仅铸成了平江暴动的胜利，且深深地影响着他以后数十年的革命军事生涯。
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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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全面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76年生命历程的《彭德怀传》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彭德怀元帅，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彭总。
他的一生，从旧社会最底层一个赤贫的农家之子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杰出领导人；从一位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的头子”，直
至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囚徒；从蒙冤受屈、含恨以终到终于恢复名誉，受到举国上下的同情与追念
，他的76个春秋是如此波澜壮阔、风雷激荡，又如此曲折坎坷。
他的生命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民族从上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的苦难、追求与奋斗，反映出
中国现代史上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民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辉煌胜利，也揭示了革命进程中曾经发生的错误
和应当吸取的教训。
    基于这一历史情况，要写出一部彭德怀的信史，需要直面一段给人们留下痛苦回忆的历史；需要突
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也需要传写者不断摆脱自己思想上的束缚。
因而，《彭德怀传》从写作到和读者见面，也是不无曲折的。
    1978年12月，在彭总被迫害致死4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恢复了名誉。
继而，在几位老革命家的倡议下，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帮助下，成立起一个彭德怀大事记编写组
，准备以两三年的时间收集史料，编写出一部彭德怀大事记，把长期被歪曲、被颠倒的彭总的历史再
颠倒过来。
但很快，编写组就发现自己把事情估量得简单了。
从1959年7月至1978年12月近20年间，彭总的手稿、笔记，大量地被销毁，关于彭总的公开的、内部的
文字资料，则充斥着对他的“错误”和“罪行”的“清算”。
面对连篇累牍、触目惊心、大量散布的“批彭”材料，编写组深感所负之重。
于是改变计划，从编纂《彭德怀年谱》入手，首先弄清彭总一生革命活动的轨迹；然后对1959年以后
加在彭总头上的一连串罪名逐一考证，弄清真相，分辨是非，对有的重大问题写出专论。
1983年《彭德怀年谱》的初稿编成后，编写组受领了《当代中国》丛书《彭德怀传》的撰写任务。
1984年，编写组先撰写出《彭德怀传略》作为《彭德怀传》的总纲，1985年开始写作《彭德怀传》。
此后，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工作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由于上述特殊的历史情况，编写组对《彭德怀传》的取材务求其实，着笔力求其直。
所用史料依据中央和地方所藏的原始文献、各历史阶段出版的报纸书刊和与历史文献相印证的对有关
人士的访问录和回忆录。
编写组曾经沿着彭总生活和战斗的足迹踏访了湖南、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
山西9省的旧战场和革命根据地的数十个城镇村庄；访问了彭总生前的百余名战友。
从他们对彭总的深情回忆中，我们体会到人们心中的彭总形象不仅未因20年蒙尘而污损，反而“吹尽
狂沙始到金”，变得更加光辉。
编写组所到之处，总是得到热忱的帮助和鼓励。
在此，我们要感谢当日所到的武汉、昆明、兰州、成都、南京军区和各省军区、军分区，是他们给我
们提供了采访的指导和方便条件。
我们要感谢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和我们所去各省、市、地、县的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文化
馆，是他们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许多珍藏的甚至是孤本的资料，使我们得以广泛阅览、探
寻、钩沉，弄清了彭总一生的功业轨迹。
我们要感谢众多的彭总生前的战友，他的亲人及故乡人民；感谢彭总戎马一生足迹所至之处的地方老
干部、老乡亲；感谢曾参加我们举行的数十次回忆彭总的座谈会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和志愿军的
指战员，是他们的回忆与评说使我们不只进入彭总的历史活动而传述他的丰功伟绩，还得以进入他的
精神世界而传述他的刚风劲节；进入他的日常生活而状写他的音容笑貌；也得以开阔自己的视野，评
价他的功过。
    撰写《彭德怀传》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的过程。
从8万字的《彭德怀传略》到传记初稿的120万字，到二稿70万字，最后压缩为本书50万字，其间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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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60多位彭总生前战友及党史、军史界的专家指正。
成书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研室主持召开评审会，请毛泽东传记组、朱德传记组、
刘伯承传记组、贺龙传记组、陈毅传记组、罗荣桓传记组、徐向前传记组、聂荣臻传记组、叶剑英传
记组，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
部的负责同志进行评审。
编写组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传记做了多次修改和校订，使传记得以更加准确翔实。
在此，我们谨表谢意。
    当我们将这本书呈献于读者面前时，我们还要向编写组的顾问王政柱同志致衷心的感谢；对已病逝
的浦安修同志和杜鹏程同志致以深切的哀悼。
浦安修同志曾和编写组一起万里寻踪，进行采访；王政柱同志为编写组提供了个人珍藏的史料；杜鹏
程同志为传记的构想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他们都曾一再披阅传稿。
浦安修和杜鹏程同志直至病危还在关心着传记的情况，他们未能看到《彭德怀传》问世，使我们深憾
于心。
    在对彭总一生进行了十余年的研究之后，我们深信他将是我们民族历史天幕上一颗不灭的巨星；将
是一个永远使人景仰、为人传颂的英雄；也将是一个具有永恒魅力、永远引入探究的历史人物。
我们为自身条件所限未能更鲜明地再现这位人们喜爱的英勇无畏、刚正不阿的彭大将军而歉疚。
我们也相信这仅仅是第一部《彭德怀传》，后来者将会以更高更广的历史视野写出一部又一部更透辟
、更深蕴丰满的《彭德怀传》来。
至于本书中难免出现的不周和错误之处，则望读者指正，俾来日修订。
    《彭德怀传》的作者：项羊(撰写第1—2章)、蒋宝华(第3—8章)、何定(第9—14章)、吴序光(第15
—19章)、张希(第20—24章)、王焰、王亚志(第25—30章)、王焰(第31—34章)、何定(第35—36章)、门
吉寿(第37—38章)。
何定负责全书统稿。
    《彭德怀传》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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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全面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76年生命历程。
    《彭德怀传》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批准立项，成立了学者、专家及彭德怀身边的工作
人员组成的编写组，历时十余年，遍访了彭总生前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和知情人，汇集了浩繁的文献
、档案、回忆录和访问录等资料，本着“取材务求其实，着笔力求其直”的精神，撰写出彭总“临阵
对敌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
”。
书稿经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审定。
邓小平为本书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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