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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彭德怀自1959年庐山会议蒙冤之后到哪里去了呢？
这一直成为人们想要了解的一个谜。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谜一直很少为国人所知道。
　　《1965年后的彭德怀》这部书稿，真实地记述了曾经统帅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帅彭德怀被毛泽东
点名、并秘密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之后，是如何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孤军奋战的。
他高举真理之旗，信念之旗，人民之旗，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
他依然敢怒敢骂，敢言敢争，一身正气，视死如归，以其鲜明的个性和人格的力量，为中国现代史上
的这幕政治悲剧留下了浓重的色彩！
　　我在中国西南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担任文联专职副主席的时候，曾陪
同一家大报的记者采访全国20名优秀企业家金球奖获得者之一的赵忠玉先生，赵先生当时任冶金工业
部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
当记者在采访即将结束时，突然向这位优秀企业家提出一个问题：“你最敬佩的伟人是谁？
”　　赵先生脱口而出：“彭德怀。
”　　赵先生的回答不但使我始料未及，也使那位记者感到惊奇：古今中外的伟人灿若星空，为什么
这位优秀企业家最敬佩彭德怀？
　　我后来发现，在我工作的那个拥有13万职工、家属的中国特大型钢铁企业，凡是知道彭德怀名字
的人，都对这位共和国元帅怀着深深的敬意。
这不仅因为我工作的这家三线钢铁企业的员工，不少是当年修筑成昆铁路的铁道兵退伍战士，更重要
的是他们作为参加三线建设的职工和家属，有的与彭德怀握过手，有的一起抽过香烟，有的一同蹲在
地上吃过饭、喝过水，有的还得到过这位“彭主任”的亲切关怀和帮助，解决过一些实际困难。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实际的，也是最公正的，他们对彭德怀的崇敬，都是反映在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中
的一件件极不起眼的小事上。
正是这一件件小事，体现了彭德怀高尚的人格。
　　伟人的力量并不是权力的力量，实际上是一种人格的力量。
　　作为在攀枝花这块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一位作家，将彭德怀在三线建设，特别是在攀枝花钢铁基地
这个战略大后方工业重镇的建设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事迹写出来，让全国人民更加全面地了解这
位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了解他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以及坚持真理、深明大义、忍辱负重、百折不
挠的精神，应该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我利用工作的有利条件，身边随时都揣着一个小本子，经常深入到铁流奔涌的高炉前，来
到钢花飞溅的提钒炼钢车间，走进轧机轰鸣的轧钢控制室，驰车前往沸腾的矿山和响彻着劳动号子的
筑路工地，与当年见到过彭德怀的三线建设者进行交谈、采访。
这些鬓发染霜的老人，只要一提起彭德怀，一提到这位“平民元帅”在攀枝花钢铁基地深入群众、深
入工棚，与广大参加建设的职工、解放军官兵和民工们一同战斗的日日夜夜，一个个无不热泪盈眶。
　　每一次采访归来，掂着厚厚的笔记本，我都惊喜地发现，彭德怀元帅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
他却为攀枝花钢铁基地、为曾经轰轰烈烈建设的三线厂矿、为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以及中华民族，留
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爱护这笔财富，珍惜这笔财富，将这些无价之宝，世世代代传下去，是每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
　　彭德怀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对于这位蒙冤至死的共和国元帅，反映他光辉一生的书籍和文章很多，但至今却很少有人写他忍辱负
重，奔赴中国大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最大的钢都--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草创初期，为了加速这
个三线重镇的建设步伐，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日日夜夜，以及最后为真理献身的事迹，这不能不说是
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催促着我，将自己在参加三线建设时搜集的有关彭德怀元帅的资料进行了重新整理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节假日休息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写完了这二十万字的书稿。
彭德怀以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的身份，到攀枝花钢铁基地考察和工作时，早已远远地离开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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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和政治中心，因此他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留下的只是一些十分细小的事情，这些事情虽小，但却
感人至深。
这些小事是彭德怀伟大灵魂的继续，是他高尚人格的发展，是彭德怀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写好彭德怀元帅在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西南大三线的光辉业绩，还必须对彭德怀元帅有一个比较
全面的了解，为此在动笔前后，我先后阅读参考了《彭德怀传》、《庐山会议实录》、《彭德怀自述
》、《元帅的最后岁月》等几百万字有关彭德怀的著作，撰写中对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核实和必要
的引证，这使我对彭德怀的一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彭德怀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从小讨过饭，挖过煤，饥寒交迫中才走上了从军之路。
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他不惧枪林弹雨，不怕罢官批判，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人民谋利益，危难之时敢
于挺身而出，为民请命，这需要何等正直的胸怀和无畏的胆魄啊！
 可以说，在许许多多的伟人中，很少有人像彭德怀这样在76年的生命历程里，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坎坷
和曲折，赢得过如此之多的胜利和荣誉，经受过如此之多的苦难和折磨，遭受过如此之多的不公和冤
屈，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竟能承受那么多的痛苦，忍辱负重，奔赴西南大三线，来到当时人烟
稀少的崇山峻岭，来到中国西部三线重镇攀枝花，积极投入那里火热的建设，这难道不是一个敢于为
民请命的共和国元帅可鉴天日的赤胆忠心吗？
！
 “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曾经主管过三线兵器工业的张爱萍将军对彭德怀元帅光辉一生作了最好的评价。
彭德怀元帅在三线建设和攀枝花钢铁基地工作的时间虽然是短暂的，却同样是构成“一个真正的人”
不可缺少的部分，当我将这些平常的小事一件件地写出来时，仿佛又看见了彭德怀元帅那和蔼亲切的
笑容，仿佛又看见他脚穿一双圆口布鞋，微笑着来到了我们三线建设的官兵和职工、家属中间⋯⋯ 他
永远是我们民族效仿的楷模，一个可以流芳百世的人。
我们纪念彭德怀，就是要让那些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岁月永远没有再现的机会；让彭德怀这样的英
雄永远不再受到那样的冤屈；让我们的民族在自身的发展中咏远摆脱愚昧和迷信的控制。
这部书稿从写作到完成，经过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长达八个月认真严肃地审阅。
他们对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进行了仔细的查证，使这本书的内容更加翔实，并同意这本书稿与广大
读者见面。
作为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一对于为本书提供相关图片的顾洪刚、杨培川、李学智同志等攀枝花摄影家表示谢意！
 现在，彭德怀当年关心建设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已成为中国西部一座现代化的钢都。
入夜，登上金沙江畔南山宾馆观景台，但见弄弄坪上一片灯火，灿若星空，就连你自己，也仿佛融化
在灿烂的星群中了。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人们，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已经将这块土地神圣化。
这时，你会觉得我们所崇敬的彭德怀元帅，正乘着祥云，微笑着向这座宏伟的钢城走来⋯⋯ 于是，我
将自己满含热泪写下的这些文字，敬献给敬爱的彭德怀元帅。
沈国凡 200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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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元帅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本书真实地记述了曾经弘帅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帅彭德怀，在1965年9月被毛泽东点名、并秘密任命为
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之后，在另一个特殊的战场上，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高举真理之旗
，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摧残，仍正气凛然，威武不屈，用生命做了
最后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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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三线重镇攀枝花钢铁基地（以下简称攀钢）的建设，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号称地质博物馆
的川滇群山之中修筑成昆铁路。
在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的亲自指挥下，铁道兵第五师、第七师、第十四师等数万铁道兵开进大山深处
，开始对成昆铁路进行艰难的修筑，只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就在1118公里的铁道线上，打通了427条
隧道，架设了991座桥梁，筑建了2263个涵洞。
看看成昆铁路沿线那一座座烈士纪念碑吧，在这场争时间、抢速度的艰难战斗中，平均每公里就倒下
了一个不朽的灵魂，参加修筑这条铁路的铁道兵部队每一个团，几乎都有一座烈士陵园！
　　在决定到攀枝花钢铁基地之前，彭德怀于1966年3月22日由成都出发，驱车察看了正在紧张施工的
成昆铁路乐山段。
　　彭德怀到达乐山时已是傍晚，吃了饭后就要去工地看望施工的战士。
当地的负责同志忙劝道：“彭主任，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先陪你去乐山大佛
或峨眉山看看。
”　　彭德怀听后连连摆手说：“要不得，要不得，我们不能学老蒋（介石），八年抗战，他却逃往
峨眉山养身。
现在，战士们在前线流血流汗，我彭德怀却躲到峨眉山上去‘休息’，这不变成第二个老蒋了？
那样人民会骂我的。
毛主席派我来搞三线建设，我却远离三线建设的前线，那不是临阵脱逃吗？
指挥员要是离开了前线，那一定会是一个瞎指挥。
”　　翌日清晨，满山大雾。
　　彭德怀乘坐的军用吉姆车驶出乐山城，直朝铁道兵第十四师四十八团驻地驶去。
　　彭德怀深入食堂、营房，了解战士们生活的情况，同时听取了该团张政委的汇报。
　　彭德怀为铁道兵战士们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吃的是去年秋天收藏的老南瓜，住的是布帐篷
，为了抢时间、争速度，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有一个小战士在打眼放炮时，不注意被炸伤了手臂
，伤好后却仍然坚持到炊事班为战士们煮饭。
　　彭德怀对该团的张政委说：“政委同志，请你多关心和爱护一下我们的战士，让他们吃好一点，
睡好一点，否则我彭德怀心里不安啊！
”　　如同到了前线一样，工地上四处都响着开山炸石的炮声。
　　这炮声使彭德怀兴奋和激动，他抓起一只钢盔往头上一戴，对该团的张政委说：“走，我们到工
地上去看一看。
”　　昨天刚下了一场雨，满地都是泥泞。
彭德怀弯腰卷起裤管，高一脚低一脚地朝着炮声响起的地方走去。
　　这是四十八团的一个施工现场，名叫乌斯河隧道，全长3000多米，是成昆铁路上最难“啃”的一
块“骨头”。
数百名战士头戴安全帽，正在奋力地开凿隧道。
山崖上，战士们将绳子拴在腰上，如同一只只凌空的山鹰，挥动着手中的铁锤，正在打炮眼，四处响
着铁锤敲击在钢钎上的叮当声，给沉睡了亿万年的深山峡谷带来了生机。
山崖下，隧道正在向前延伸，许多战士推着手推车，正在忙着运石渣。
　　彭德怀走过去，接过一位战士的手推车说：“小战士，让我也来推一车。
”　　那位战士一看彭德怀如此大的年纪，而他的身后又站着自己团里的张政委，忙说：“首长，这
全是力气活，还是让我们年轻人干吧。
”　　彭德怀拍拍战士的肩膀：“怎么，你就瞧不起我这个老头儿了，我可是个老兵哟，我们比试比
试。
”　　没有办法，那位战士只好说：“首长，我们两个一起运吧。
”　　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沉甸甸的一车石块，加之路面又不平，彭德怀运完一车后不免有些气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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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团的张政委一见，忙跑上前去劝道：“彭总，休息一会儿吧。
”　　彭德怀一边将手推车还给战士，一边对张政委说：“政委同志，人不服老不行哟，世界应该是
你们年轻人的，好好地干，把我们国家的大三线建设好，把我们的军队建设得更强大。
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要以临战的姿态加快‘进军’的速度，不要打消耗战，要打歼灭战，
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地‘吃’掉面前的这些山头。
从西南三线来讲，重点就是抢建攀钢，有了钢铁，才能有战备、有武器、有军事实力对付任何形式的
战争。
如果成昆铁路建不好，大型设备无法运进去，攀钢就无法建设，你们铁道兵身上挑着的可是千斤重担
啊！
当年在朝鲜战场的三千里江山，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铁道兵为了保证军运物资的运输，可是一支打
不垮、炸不烂的钢铁部队。
今天你们又来参加三线建设，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铁道兵的信任，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人民军队
的光荣，相信你们能将这项任务完成好！
”　　那位接过手推车的战士见政委叫“彭总”，就站在那里久久未曾离去。
这时，他终于认出了这位与自己同推一辆手推车的老人，就是令人敬仰的彭德怀元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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