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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罗瑞卿传》是1987年1月由总参谋部批准撰写的。
编写组设在总参政治部。
8年来，历届总参党委和总参领导都非常重视传记的编写工作，杨得志、迟浩田、张万年、傅全有四
任总长都对编写工作给予了关怀和支持，总参政治部自始至终对编写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
《罗瑞卿传》完稿后，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出版，在罗瑞卿诞辰90周年之际和读者见面了。
　　彭真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罗瑞卿同志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
他的一生，与我党我军和人民共和国的历程紧密相连。
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彪炳
史册的巨大贡献。
他一生中，经历了三次大难不死，特别是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虽身陷囹圄，身体致残，仍
矢志不渝，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敬仰。
我们为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并富传奇色彩的大将立传，深感光荣，亦倍感任重。
　　立传首先要充分地占有材料，才能广撷薄取，全面真实地反映传主的一生。
但由于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和“文革”的浩劫，致使许多珍贵文献散失。
同时，罗瑞卿的老战友、老部下均年事已高，有的已经作古。
这就使我们面临着挖掘浩繁的档案材料和抢救“活资料”的两重任务。
为此，编写组成立后，确定由张明哲负责写作前的资料收集工作，主要是调查、采访和查阅历史档案
。
他曾深入到罗瑞卿当年战斗过的革命老区调查采访；常年往返于档案馆、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和图书
馆，查阅历史档案，收集文献资料。
这一工作进行了4年，基本完成了资料准备阶段的主要任务，为传记的编写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撰写传记之前和撰写过程中，我们先后采访了（以姓氏笔画为序）马兴元、王平、王光美、王
智涛、叶青山、龙光、华楠、刘志坚、伍修权、李如洪、杜平、杨国宇、杨得志、张爱萍、张廷发、
陈德先、陆定一、周桓、罗明、罗青长、郑天翔、荣高棠、姚远方、耿飚、黄华、萧克、梁必业、傅
柏翠、傅崇碧、童小鹏、谢滋群、廖志高、谭震林、潘振武等一百余名老同志。
他们的回忆感人肺腑，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材料。
　　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国防科工委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公安部档案馆、北京市公安
局档案科等单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从1991年开始，编写组采用三步走的办法开展撰写工作：第一步，先完成6万字的传略。
第二步，完成28万字的《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和10万字的《开国大将罗瑞卿》等。
第三步，完成50万字的本书书稿。
1995年10月，全书撰写工作完成后，在钱树根副总长和总参政治部领导主持下，召开了有老同志和军
内外党史军史研究工作专家参加的审稿会。
会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对书稿再次进行了全面修改和补充。
　　《罗瑞卿传》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由于我们对于公安部和国防科工委的工作和历史不熟悉，公安部在王芳、陶驷驹等领导的关怀和支持
下，成立了编写组，国防科工委也组织人员进行编写。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材料和撰写了有关章节，为本书做出了贡献。
撰写本书的具体分工是：第一至第七章、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至第十六章由黄瑶撰写。
第十一章第一、第二节和大事记为张明哲撰写。
国防科工委的张裕撰写第十一章第三节、第十二章第二节和第十六章有关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部分
，并与蔡贯刚撰写第十二章第一节；宋炳寰撰写第十二章第三节。
第八至第十章主要依据公安部以王韦为组长的编写组提供的近20万字的初稿，和我们采访、收集的有
关资料由黄瑶加工编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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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由黄瑶统稿。
全书图片为张明哲选编并撰写说明；同时他还承担了大量书稿校改及编写组的日常工作。
　　在成书过程中，迟浩田、王平、王芳、梁必业、郭林祥、莫文骅、郑维山、陈鹤桥、陶汉章、华
楠、谭旌樵、李广祥、陈德先、冯征等老同志以及军事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出版社、总政宣传部编研室、国防科工委办公厅编研室的有
关专家，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凌云、王仲方等同志曾多次审阅并修改书稿。
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不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对每一阶段的编写工作，都给予具体指导，并多
次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
总参管理局对编写经费给予了保障。
总参政治部编研室除对书稿参加审定外，还对编写工作给予了经常性的支持和指导。
对于以上单位和同志，我们谨致衷心感谢！
由于水平及掌握资料有限，书中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 199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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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瑞卿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1906年5月31日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县的一个衰败了的地主家庭。
在外祖父的资助下，罗瑞卿上了学。
中学时，他开始接触先进思想，但遭到家庭的坚决反对。
外祖父想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罗瑞卿，便“约法三章”，要他规规矩矩读书，不许看鼓吹“异端邪说
”的书，不许参加党派活动，否则就不继续供他读书。
可是罗瑞卿从小好胜心强，有一股豪侠之气。
他不顾外祖父的禁令，积极参加南充中学师生开展的抗“佃当捐”斗争。
后来，他又和进步同学一起投入到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当中，并担任了工人夜校的教员。
从此，他的外祖父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援。
可是，年仅20岁的罗瑞卿没有屈服于来自家庭的压力，毅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考入了黄埔军校
武汉分校，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瑞卿曾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他虽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权。
在担任公安部长时，一次，他和两个随行同志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晚了，随行的同志来不及买
站台票，便领着罗瑞卿直接到了检票口，只对检票员说了句“我们是公安部的，来接客人”，便进了
站。
在回来的路上，罗瑞卿想起进站接客的情景，忽然问道：“进站买站台票了吗?”随行的一位同志摇了
摇头。
等把客人送到住处后，罗瑞卿即对那位随行的同志说：“现在你马上到车站去，补交三张站台票的钱
！
要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不能有特权思想啊。
”罗瑞卿同志对工作就是这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尽管当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且腿有残疾，但仍然坚持深入部队，视察国防工事。
有的坑道轮椅过不去，他就拄着手杖走，亲友们担心他累坏了身体，劝他悠着劲干，他却说：“《水
浒传》里有个拚命三郎，我们今天就要当拚命三郎”。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同志逝世，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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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来到人间即遇坎坷，却被叫作吉娃子  有理讲理，不许欺负人！
  顺江东下，考进中央军校  在白色恐怖中，经历了第一次大难不死，仍无怨无悔，苦苦找党第二章  从
罗教官到红四军政委  通过地下交通线，进入山林，得酬夙愿，参加红军  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使他在
红军中迅速走向成熟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经历了第二次大难不死  同王良带领红四军，一直打到漳州
石码，红军哨兵第一次面对大海，倾听涛声第三章  红一军团保卫局长  第四次反围剿，活捉敌师长陈
时骥，应陈请求，给他摘掉高帽子  把新闻六要素引进保卫工作，强调要做到六何  热心文体活动，把
欢声笑语带进了保卫局  率领保卫局，捍卫党中央，走过迢迢长征路第四章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毛泽东认为他颇似邓演达，任命他为抗大教育长  扛起老镢头，带领学员挖窑洞，毛泽东称誉其为我
们的伟大事业  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罗瑞卿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率领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到敌人后方去！
第五章  难忘的太行山  刚出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就迎来了百团大战  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在
政治工作中既坚持独立性，又发扬创造性  直到晚年，他和郝治平经常回忆起那艰苦难言而又十分美
满的岁月第六章  战华北（上）  时而舌剑唇枪，时而赴宴鸿门，在军调部进行了一场特殊斗争  全力投
入军政指挥，努力扭转战局，摆脱被动，争取主动  报捷清风店，解放石家庄第七章  战华北（下）  东
出西进，南下北上，和杨得志在作战中不断研究傅作义军的特点，以便战而胜之  在新保安战斗中，
终于将第三十五军这锅山药蛋煮烂了  在太原战役中，他要求：军事上打胜仗，政治上也要打胜仗！
第八章  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上）第九章  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中）第十章  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
下）第十一章  席不暇暖的总参谋长（上）第十二章  席不暇暖的总参谋长（中）第十三章  席不暇暖的
总参谋长（下）第十四章  开始挨整第十五章  劫难第十六章  光辉的晚年罗瑞卿生平大事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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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今南充市舞凤乡双
女石村）人。
这里在南充县城以北，东面依傍着碧绿的嘉陵江，夹江是茂密的竹林。
诗人常把竹子迎风摆舞形容为凤尾萧萧。
罗瑞卿的故乡起名为舞凤乡，或许与此地多竹有关。
　　中国不少骚人墨客喜竹？
宋代的苏东坡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
”清代的郑板桥喜画竹，因为他认为“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乎士君子豪气
凌云，不为俗屈”。
他还曾写过一首咏竹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此诗颇似我们的传主的遭遇和性格。
　　罗瑞卿的祖先是湖北人。
清初，经过多年战乱，四川十室九空，清政府乃从两湖、两广移民四川，称为“湖广填四川”，罗瑞
卿的祖先大约就在此时辗转迁至南充。
　　罗瑞卿的祖父叫罗盛于，是地主，有一千三四百挑谷子（相当于300余亩）的田，在当地可称大户
。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他中年逝世后，3个儿子分了家。
他的妻子蒲氏带着当时刚刚3岁的最小的儿子罗春庭生活。
这就是罗瑞卿的父亲。
　　罗瑞卿的母亲姓鲜。
她父亲鲜锦堂是南充北乡有名的大户，在南充城里买了房子，开着绸缎铺。
1905年同罗家结亲，两家也可以称得上是门当户对。
罗瑞卿的母亲鲜氏自幼在家读过书，写得一手好字，文化水平比罗春庭还要高。
罗春庭有什么不认识的字还要向她请教。
　　第二年麦收时节，鲜氏要分娩了，可是几天几夜也没有生下来，开始鲜氏还在呻吟，几天以后，
声音越来越小，罗蒲氏怕有三长两短，赶紧派长工把亲家母接来。
到阴历闰四月初九，孩子仍未生下，于是又用轿子请来了当地有点名气的接生婆。
接生婆摸一摸鲜氏的肚子，说：“孩子还是活的。
”两亲家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接生婆要洗手，一面洗一面问：“要大人还是要娃儿？
”按照惯例，这时要给接生婆洗手钱。
如果大人、小孩都要，价格是一对银镯子。
亲家母不敢怠慢，赶紧将一对银镯从女儿手上退下来，交给接生婆，同时连连说道：“大人、娃儿都
要。
”罗蒲氏看到银镯子落入接生婆之手，有点心疼，埋怨亲家母说：“你咋个这么快当？
”鲜氏的母亲瞪了她一眼，反问一句：“是人要紧，还是东西要紧？
”　　说话间，接生婆已经接下了娃儿，此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孩子刚出世不会哭，打了几巴掌，才哭出声来。
孩子落生时，脐带缠在身上，很像是武装带。
有人就说，这娃儿将来是要当兵的。
由于他是由接生婆接到人世间的，小名就叫接娃儿，后来为了讨个吉利，又叫他吉娃儿。
由于他是长子，加之出生时即遇坎坷，家人深怕他长不大，他刚会走路，即给他戴了一个镌刻有“吉
祥如意’，字样的银项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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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名字和这个银项圈并未给家里带来什么吉利。
他的父亲罗春庭是个“耍哥儿”，从小娇生惯养，养成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没有钱了就卖地卖家
具。
而母亲由于生罗瑞卿是难产，伤了身子，以后又接连生了6个孩子，身体越来越差了。
　　支撑这个家的唯一支柱就是罗瑞卿的母亲。
她既当妈，又当爹，除了侍奉婆母和不争气的丈夫、抚育子女外，还要掌管家里人不敷出的经济。
劳累和疾病使她心力交瘁，常大口大口地吐血。
　　罗瑞卿幼年时曾与一个弟弟同时染上天花。
罗春庭夫妇各自照看一个。
罗瑞卿的母亲衣带不解，日夜守护着罗瑞卿。
得了天花过了生命危险期以后，结痂时奇痒无比。
病人会禁不住用手去搔。
搔破了疤，就会落下麻点。
罗瑞卿的母亲用布带将罗瑞卿的手紧紧捆起。
罗瑞卿奇痒难忍，便放声大哭。
他母亲拍他、哄他，但硬是不给他解开布带，结果罗瑞卿奇迹般地周身未留下任何疤痕。
而罗瑞卿的弟弟在他父亲的照看下，却留下了一脸麻子。
罗瑞卿热爱他的母亲，但对他的父亲却没有什么感情。
　　罗瑞卿6岁入一姓袁的地主家的私塾读书，11岁时，外祖父将他接到鲜家沟自己家的私塾读书。
　　罗瑞卿的外祖父鲜锦堂是一个土财主，平时省吃俭用，购置了不少土地，但由于科场失意，一生
未取得功名，加之在官场上没有靠山，曾经挨过官吏的敲诈。
因此，他总希望在子孙辈中有人能出人头地，谋他个一官半职，好支撑鲜家的门面。
可他虽有3个儿子，但老大早死；老二非嫡出，去上海学医，因鲜供给生活费不痛快，同家里断绝了
关系，一去不返；老三年纪尚小。
鲜锦堂便把振兴家业、光耀门楣的希望寄托在长女的长子即罗瑞卿身上。
因此，他平时虽然比较吝啬，却舍得在培养大外孙身上花钱。
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是感到把女儿嫁给没出息的罗春庭，亏待了女儿，要在培养外孙上作一点补
偿。
　　罗瑞卿在私塾里读的是四书五经。
他比较聪明，在私塾念那么一点书，根本算不了一回事。
老师每天教的几句书，他念几遍就会背了。
他有大量的时间在外面耍。
他在鲜家沟很快结交了一群小伙伴，大都是放牛娃。
他的银项圈，小伙伴们谁想戴，他就摘下来给谁戴。
他常和小朋友们玩一种“赶臭牛”的游戏，一人拿一根竹竿当球杆，用一个竹疙疸当“臭牛”，也就
是球，然后大家用竹竿去赶这个臭牛，把臭牛赶进对方的窝（在地上挖的洞）里为胜。
谁输了就罚谁去照看小伙伴们放的牛。
这种游戏从相互角逐看，有些像曲棍球，但没有球门而有球洞，又有些像高尔夫球。
他玩起这个游戏来不要命，可以忘掉吃饭、忘掉回家。
有时他的小伙伴就对他说：　　“接娃子，莫耍了。
你回嘛，回家念念书。
”　　他便回答：“念书念书，念书也要几多时间？
”　　同他一起耍的小伙伴们除了放牛外，还有为家里割草的任务。
一到暮色苍茫，各家的母亲呼唤娃儿回家吃饭时，有的放牛娃草割得少，怕回家不好交代，罗瑞卿就
来它个抽多补少。
耍的时候，有时有的小伙伴摔了跤、碰破了皮而哭鼻子，罗瑞卿就掏出一把炒胡豆送过去，使他们破
涕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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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常把小伙伴们领进外公家的花园去耍，或是领到外公家的包谷地里去吃甜秆。
外公家有一个姓何的管家不满于这个“外少爷”的胳膊肘子往外拐，常跑来干涉。
罗瑞卿和小伙伴因为他又干又瘦，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斑鸠”。
有一天，孩子们正在包谷地里吃甜秆，“老斑鸠”跑来把孩子们割草用的背篼没收了。
待到晚上，罗瑞卿又悄悄把背篼给小伙伴们送回去了。
　　由于他很大方，不欺负弱小，在玩耍时又常常能玩出新花样，他很快便成了一群孩子中的头。
鲜家沟山坡上有一块石碑，石碑下就是他常发号施令的地方。
小伙伴们很愿意听他调遣，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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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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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卿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批准撰写，在总参政治部的具体指导下，历时八载，在采
访100多位罗瑞卿的老战友和他当年战斗过的革命老区的知情者，查阅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档案的基础
上，以严谨平实的文笔全面真实地再现了罗瑞卿大将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战斗历程和
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光辉历史及其传奇人生。
书稿经中共中央军委审定。
彭真为本书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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