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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叶剑英是我国伟大的军事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这位伟大的军事家是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的呢？
《叶剑英传》编著者历经十余年努力，聆听叶帅生前56次回忆谈话，查阅军内外100余家档案馆等单位
所收存的史料，走访近千人，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再现了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辉煌的历史和充满传
奇色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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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第三节　为贯彻党的方针而教学第四节　“搬师请贤”第五节　教学民主第六
节　物质保障第七节　教学水平的新高度第二十四章　新北平市长第一节　从石家庄到北平第二节　
“联合办事处”主任第三节　紧张接管第四节　整顿秩序，恢复生产第五节　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第六
节　廉洁奉公第七节　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和谈第二十五章　解放广东第一节　“泉水”第二节
　赣州会议定大计第三节　与林彪的分歧第四节　组织解放海南岛战役第五节　领导两广剿匪作战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叶剑英传>>

二十六章　开创广州工作局面第一节　接管广州第二节　“治安战役”第三节　“把粮食运进来”第
四节　金融斗争第五节　市政建设的起步第二十七章　建设新华南(上)第一节　确定大政方针第二节
　城市工作第三节　农村建设第四节　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第五节　经济领域的斗争第二十八章　建设
新华南(下)第一节　为新中国的橡胶事业奠基第二节　创办南方大学第三节　发展统一战线第四节　
在“反地方主义”的漩涡中第五节　巩固国防南大门第二十九章　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第一节　对现
代战争的思考第二节　主管全军的军事训练第三节　辽东半岛军事演习第四节　军队建设中的“八个
关系”第五节　发扬优良传统与学习外国经验第六节　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第三十章　开拓军事
科学研究(上)第一节　创建军事科学院第二节　确定科研方向第三节　建立全军的科研机构和队伍第
四节　发扬“攻关”精神第五节　群众冷暖挂心头第三十一章　开拓军事科学研究(下)第一节　对现
代战争特点的新认识第二节　开展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第三节　排除林彪的干扰第四节　摸索符合科
研规律的研究方法第五节　建立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第六节　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第七
节　关注全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第三十二章　全军教育训练的新阶段第一节　突出军事训练的地位
第二节　军事训练的目标与途径第三节　倡导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第四节　领导全军院校工作第五节
　元帅余事付讴歌第三十三章　在动乱中稳定军队第一节　“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第二节　在
两个“十万人大会”上第三节　“串联炮打何时了”第四节　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第五节　“内忧
必然引起外患”第三十四章　迎着逆流进击第一节　“大闹京西”第二节　下达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
规定第三节　“大闹怀仁堂”第四节　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第五节　忍辱负重，坚持斗争第六节
　“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正流”第七节　到新华印刷厂“蹲点”第八节　对国际新战略的建议第九
节　“流放”湖南第十节　揭穿陈伯达的真面目第三十五章　重新主持军委工作第一节　受命于危难
之际第二节　筹备军委扩大会议第三节　整顿军队领导班子第四节　训练与战备第五节　指挥西沙之
战第三十六章　军委扩大会议前后第一节　中美会谈之后第二节　苦撑军队危局第三节　围绕筹备四
届人大的较量第四节　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议第五节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第三十七章　粉碎“四
人帮”第一节　周恩来逝世和“四五”狂飙第二节　酝酿除害良策第三节　毛泽东的临终召唤第四节
　众志成城第五节　“西山不可久留”第六节　果断决策，　“以快打慢”第七节　惊心动魄的怀仁
堂“会议”第八节　山河重光，举国欢腾第三十八章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第一节　拨乱反正，请邓
小平复出第二节　关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第三节　开创军队工作的新局面第四节　在党和国家历史性
的转折之际第三十九章　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一节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第二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节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四节　加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第五节　发展
国家对外友好关系第六节　告台湾同胞书与“九条方针”第七节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第四十章
　帅星永远闪耀第一节　以己之退，促党的事业之进第二节　同疾病顽强斗争第三节　帅星陨落，功
业永存叶剑英生平大事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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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丙村三堡学堂　　1908年，11岁的叶剑英，已长成一个英俊少年。
这时，家境也稍微好转　　，父母决定送他到离雁洋10多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住校读书。
　　三堡学堂，是由金盘堡、锦州堡、雁洋堡联合创办的一所公立高等小学　　。
这所学堂的校长和教员大都是不满清朝封建统治、主张“教育救国”的爱　　国青年。
当时学堂是四年制，设置甲、乙、丙、丁4个班次，叶剑英在甲班　　。
据他当年的同学温日新、温瑶生、廖光史回忆，叶剑英那时的学习成绩是　　几个班里最拔尖的，每
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他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各门课程　　外，还多方借阅许多课外书籍，尤其爱好写诗作文。
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　　去“贴堂”展览。
　　学校聘请的一位名叫李煮梦的老师，诗文极好，才华出众，是柳亚子创　　立的“南社”的诗友
。
李老师很欣赏叶剑英的诗文，经常亲加指点，使其习　　作大有长进。
叶剑英直到晚年还怀念这位启蒙老师，还能背诵李诗“调高泣　　风雨，笔健走雷霆”，“剑气纵横
盘北斗，箫声凄咽拂南天”等佳句。
1977　　年夏天，一次偶然机会，叶剑英得到一部“南社”集刊，诵读之余，回忆起　　当年向李老
师请教《诗经》的情景，在书的封面上意味深长地写下这样两句　　诗：“说部我输李煮梦，小戎离
黍出诙谐。
”　　叶剑英自幼喜欢爬山和游泳，到了三堡学堂学习国文、英文、地理、体　　操等课程后，对山
山水水更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每到节假日，他常常约三　　五个要好的同学去游玩。
附近的名胜“三坎石”、“仙水塘”、“北帝宫”　　、“梅子坑”，还有阴那山的“灵光寺”，都
曾留下他的足迹。
他随身带着　　小本子，每到一处，凡是刻有楹联的地方，他都要停下脚步，留意观看，一　　边吟
诵，一边抄写。
就这样，一句句妙语佳联深深地印进了他的脑海，对他　　不断提高诗文写作水平很有帮助。
　　当时，长夜如磐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震颤。
自　　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日本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　　立民国，平均
地权”的政治纲领以后，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相继组织武装起　　义，向封建帝制王朝发起了猛烈冲
击。
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参加同盟会的梅　　县籍留日学生也创办了《梅州杂志》，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学
说，同时把大批　　革命宣传品寄回梅县。
同盟会的《民报》，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　　》，还有邹容的《革命军》等，成了三堡学
堂进步师生争相传阅的读物。
叶　　剑英读到这些革命书籍，常常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三堡学堂的进步老师，也不断向学生们灌输新的思想。
校长谢鲁倩是一　　位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邦加岛的华侨富商之子，他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回　　
国参加同盟会，创办新学，利用各种场合，向学生宣讲孙中山的学说。
还有　　一位老师林修明，也是同盟会会员，毕业于日本的体育学校，先后在松口体　　育学堂和三
堡学堂任教。
他上体育课有个规矩，无论春夏秋冬，每次排队，　　都要使队伍面向太阳。
夏天学生们怕晒，请求背阴站队，他不答应，并且说　　：　“你们长大后，应当准备投笔从戎，一
个真正的军人是不怕太阳曝晒的　　，怕晒就没有资格当军人!”他常常把体育课当成政治课，借题发
挥，向同　　学们讲了许多历史上官逼民反的故事，从太平天国讲到义和团，从义和团讲　　到孙中
山。
　　叶剑英从这两位师长处得到许多有益的教诲，孙中山这位革命先驱的高　　大形象，在他心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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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打下了清晰的烙印。
　　第三节　剪辫子，打“潮勇”　　有一次，林修明突然取下帽子，摘掉了头上的发辫，学生们的
几十双眼　　睛一下子都瞪大了。
原来，林老师早已剪掉辫子，戴的是一盘假发。
林修明　　慷慨激昂，向学生讲述清朝规定男人蓄发，留辫子，要革命首先要剪掉头上　　的辫子，
表示反抗清朝封建制度的道理。
叶剑英和同学们听了，十分佩服林　　老师的学识和勇气。
他和其他几个胆大的同学，也学着林老师的样子，剪掉　　头上的辫子。
这件事很快轰动了学堂和村镇。
顽固保守的乡绅骂他们“无法　　无天”，要校方严加惩处。
叶剑英等几位同学由于得到校长谢鲁倩和进步教　　师的支持，胆量更大了。
在他们的影响下，三堡学堂又有些学生跟着造了自　　己头上辫子的“反”。
那些顽固保守的人见此情景，连声哀叹，徒唤奈何。
　　剪辫子的风潮过去不久，学堂里又发生了另一件引起丙村轰动的事。
　　丙村是梅江边一个较大的镇子，也是一个比较热闹的码头。
东来西往的　　船只常常在这里停靠。
当时，潮州的知府时常派官船到松口、丙村、梅县县　　城运送货物，押解案犯，办理公务。
一些潮州府的清兵，头戴红缨帽，身穿　　青马褂，胸前绣着一　、个“勇”字，人们称之为“潮勇
”。
他们每次坐船　　来到丙村，总是为非作歹，勒索财物，闹得鸡犬不宁。
百姓不堪其苦，骂他　　们是“红头苍蝇”，告到官府，官府不但不管，反诬之为刁民告恶状。
“潮　　勇”得到官府庇护，气焰更加嚣张。
　　“潮勇”明抢强夺的事，也惊扰了三堡学堂的校长和教师们。
那时，学　　堂的经费来源，很大一部分靠镇上肉铺上缴的“牲口捐”。
每逢肉铺被抢，　　官府不管，总有肉铺老板跑到学校告状，要求减免捐税。
学堂师生们对“潮　　勇”的恶劣行径感到十分气愤。
　　一天下午，叶剑英和同学们看到镇上几家肉铺的老板跑到学校告状说，　　“潮勇”又来抢肉了
。
叶剑英和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校方伸张正义。
校　　长谢鲁倩很赞赏同学们的胆量，率领叶剑英等十几个同学，带着棍棒，向镇　　上奔去。
　　几个“潮勇”见校长带着学生来问罪，便强词夺理，耍赖狡辩，还辱骂　　学生们是狗咬耗子—
—多管闲事。
谢校长和学生们寸步不让，要他们把抢来　　的东西归还物主，叶剑英等几个大一点的学生上前动手
与清兵争夺，镇上的　　许多居民也纷纷围上来给学生们助威。
清兵见此情景，软了下来，被迫交出　　了所抢的牛肉等财物。
谢校长和学生们将他们带到学堂，教训了一顿，然后　　又扭送到了官府处理。
　　三堡学堂师生打“潮勇”一事，有力地打击了“潮勇”的气焰。
从此，　　潮州府的清兵再也不敢轻易到丙村去骚扰了。
　　1911年春节刚过，三堡学堂校长谢鲁倩和教师林修明忽然不辞而别。
叶　　剑英和同学们见不到这两位受尊敬的先生，都很纳闷，也很想念。
原来，他　　们是秘密地去广州参加了筹划已久的黄花岗起义。
林修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
谢鲁倩于起义失败后，又去参加组织光复军，继续进行起义的准备。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新军在同盟会的宣　　传鼓动下，首先起义
。
各省纷纷响应，相继独立。
梅县地区也沸腾起来了，　　起义军于12月攻占了县城，民心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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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
从此，2000多年封　　建帝王的统治宣告结束。
三堡学堂的师生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庆贺革命　　政权的诞生。
教师们眉飞色舞地给学生讲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的详　　细经过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叶剑英听得入了神。
课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　　喜悦，对同学们说：“现在是民国了，我们的国家得救了。
我们要努力学习　　，将来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使国家富强起来，再不受人欺侮。
”　　老师还要求学生们结合辛亥革命，写一篇以“论兵”为题的作文。
叶剑　　英在构思时，想到老师平素讲的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战争和武昌起义的壮烈情　　景，顿时思
路大开。
他开宗明义地写道：　“兵之物，大矣哉!”接着，在　　文中引经据典，讲述军队的重要作用。
这一篇作文，又被老师当作范文，拿　　去“贴堂”。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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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剑英是我国伟大的军事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这位伟大的军事家是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的呢？
本书编著者历经十余年努力，聆听叶帅生前56次回忆谈话，查阅军内外100余家档案馆等单位所收存的
史料，走访近千人，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再现了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辉煌的历史和充满传奇色彩的
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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