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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军80周年之际，当代中国出版社准备出版《建国后的贺龙》一书，看罢书稿，掩卷沉思，我深深地
怀念父亲贺龙，怀念那许许多多为革命而献身的亲人们！
1927年8月1日，我父亲贺龙率领他经营了十几年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
南昌暴动，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第一枪。
在南昌暴动中，有三千多桑植家乡子弟参加了这一伟大壮举，其中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
鲜血染红了八一军旗。
南昌暴动南下失败后，我父亲和周逸群等人奉党中央之命，回到湘西创建革命根据地，他们发动了桑
植起义，拉起了一支三千多人的工农革命军队伍。
此后，这些家乡的子弟随着父亲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从湘鄂西到洪湖，到湘鄂川黔边，万里长征到
陕北，又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终于诞生了。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之时，那成千上万随父亲参加革命的桑植子弟的亲人们，盼回的却
是一本染着烈士热血的《烈士证》⋯⋯父亲从1935年11月率红二、六军团长征离开桑植后，就再没回
过家乡，我曾问过父亲为何不回家看看，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解放了，桑植该好好地建设了。
”父亲还对我说，新中国成立那天，他几乎一夜没睡。
他说他在激动和喜悦之中，更思念那许许多多为共和国的建立而牺牲的烈士们。
是的，革命的政权来得太不容易了，为了天安门广场那飘扬的五星红旗，仅我一家就有我爷爷、叔叔
、三个姑母、四个姑父惨遭敌人杀害，两个姑母、一个姑父、两个姐姐因恶劣的战争环境而病逝。
而这不仅仅是我一家的血泪，为了红色政权的诞生，有难以数计的家庭是“满门忠烈”啊！
父亲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红色政权。
建国后，他拼命地工作。
他率兵解放了祖国大西南，为和平解放西藏费尽了心血；他指挥千军万马修建了康藏、川藏公路，为
祖国大西南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他调到中央工作后，主抓国家体委工作，为摘掉“东亚病夫”的帽
子，呕心沥血，为“三大球”上不去“死不瞑目”，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全民体育运动达到了一
个新的水平，乒乓球威震世界，排球也为后来取得世界冠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思考国际国内各种重大问题。
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在他主持国防工业和中央军委工作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怒斥国防工业建设中的浮夸风、“豆腐
渣”工程；他顶着“左”倾风，狠抓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使国防工业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发生了质
的飞跃；在抓军队建设上，他推动了全军大比武的开展，在全军掀起了训练高潮；他抵制林彪的形而
上学的“突出政治”，更反对林彪把毛泽东神化的做法。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但直到死时他也不闭目。
父亲为何至死不闭目，我想，他一定要说：我们这伟大的党，为什么会出现林彪、“四人帮”一伙？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为我父亲平反的25号文件。
但是，由于“四人帮”捣乱，有关部门提出了不治丧、不宣传、不致悼词等“六不准”。
这“六不准”不仅使我父亲平不了反，还牵扯到成千上万的因曾在红二方面军、一二。
师工作而受株连的大批干部，为此，我分别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上书，如实地反映这一情况。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注下，“六不准”取消了，周总理还亲自主持了我父亲的追悼大会。
父亲一生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民鞠躬尽瘁，人民深深地爱戴他。
1975年，我到父亲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搞调查，深深感受到人民群众对父亲的真挚爱戴之情，许多老红
军、老赤卫队员抱着我痛哭流涕。
2006年秋天，我到了湖北石首桃花山革命老区，这里的人民群众仍精心呵护着1928年由我父亲命名的
三棵红军树，那枝叶茂盛的红军树，也象征着桃花山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父亲的一生是清贫的，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革命精神财富。
刘秉荣同志自1980年6月参加总参《贺龙传》编写组以来，不辞辛苦，到我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实地考察
，收集资料，采访当事人，为写这部书，他历时27年，我相信，这部书不仅是一部好的作品，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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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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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述了党和国家、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创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贺龙，从新中国成立起直到含冤去世止的重要政治、军事、社会活
动；赞颂了贺龙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竭尽全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日夜操劳的
事迹；凸显出贺龙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在遭受林彪迫害
时宁折不弯的品格。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国后的贺龙>>

作者简介

　　刘秉荣，天津市宝坻县人。
1945年生。
1965年应征入伍，历任部队记者，文艺期刊编辑、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艺研究会副会长，《法
制日报》特约记者，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员。
现任武警部队文艺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作家。
大校警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先后出版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长篇报告文学：《红一方面军纪实》、《红二方面军纪实》、
等46部著作并在各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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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贺龙在返回西安途经临汾时，又在这里看望了集训的干部，检查了人川的准备工作，同时，接见了从
四川辗转而来的四川地下党负责人川康特委书记、副书记李宗林、马识途等人，听了他们关于四川情
况的汇报。
从1949年5月起，晋绥的党政机关、军区机关和各类干部学校先后迁驻临汾，并做好了南下人川的准备
。
按系统分别编为5个梯队，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分队和小队。
梯队长一般由军、师级指挥员担任，政治委员由党政领导干部担任。
5个梯队总人数为16204人，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直接受贺龙
、李井泉等领导指挥。
贺龙听取了“工作团”和四川地下党负责人的汇报后，又到了运城、安邑等县，在这里，贺龙给编人
“工作团”的原西北军大、西北艺校和晋绥行政干部学校的学生数千人讲了话。
他号召大家发扬勇于克服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完成解放四川人民的历史任务。
此后不久，“工作团”即从晋南临汾等地分批出发，向西安挺进。
11月3日，贺龙、李井泉到达西安。
11月6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建议：“向陕南及川北进军，因除十八兵团外，九、七军及陕南部
队配合作战时间，尚须一时期才能完成，川西北地区城市地方工作亦须统一布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
前，须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
此种统一领导组织是否需要及组织名称，具体名单，请中央决定指示。
”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致贺龙并告西北局彭德怀及刘伯承、
邓小平电：“同意贺龙6日意见。
为了统一指挥十八兵团及其他临时配合作战部队，为了领导川西北地方工作，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
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
何人为副主任及委员名单，请贺（龙）提出，先在此次兰州西北局会议上斟酌通过，电告中央作决定
。
此项机关，因无党外人参加，又是临时的，故可将党务工作归其管辖，而不必另外成立党组织。
至于对十八兵团及其他部队指挥作战，如觉用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名义不方便，即可用西北军区司
令员名义下命令。
在执行中，这个委员会名为‘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并以王维舟、李井泉为副主任。
”11月25日，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动员会议，贺龙和习仲勋作了人川的思想动员
。
当时，入川的部队和干部大多是北方人，听说要离开家乡，又听说大西南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人无三分银，就产生了顾虑，还有的怕瘴气，怕水土不服。
贺龙为使大家放下包袱，增加对四川情况的了解，遂让随他一起到西安的马识途、李宗林等四川地下
党介绍了四川的情况。
马识途、李宗林等即遵照贺龙的指示向南下干部报告了四川的情况。
马识途在报告中讲了成都除了有纺纱厂、电厂、面粉厂等几个小厂外，没有什么生产事业，几乎是一
个纯消费城市，大量的市民依附于反动的政权、军阀、官僚、地主阶层而求生存，百业凋零，物价飞
涨、民不聊生，亟待解放军去解放。
马识途还讲了川西坝子叫天府之国，靠的是都江堰，而都江堰每年都修复，但今年岁修已耽误，入川
后如不抓紧岁修，明年农业生产将违时，影响极大。
马识途讲的这些，引起了贺龙及与会干部们的注意，但当马识途讲到国民党军队已无斗志，军心涣散
，已不可怕，而可怕的是那些没遭打击的、盘踞在农村的袍哥、土匪和地主武装这些地头蛇时，有的
干部不以为然，说：“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被打垮了，还怕几条地头蛇？
”贺龙听了说：“我在四川驻过防，我知道地主、袍哥的厉害，大家要注意，不要叫地头蛇咬了！
”马识途等介绍完四川的情况后，贺龙向与会干部们详细讲解了中央的战略部署，四川在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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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各个战场的胜利和二野部队已发起的川黔战役的大好形势，他最后说：“同志
们，这是毛大帅给的任务，我们要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
巨的。
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很落后，条件很艰苦，大家不要怕艰苦。
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到西南要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家乡不走了。
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
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
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
基地。
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
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
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
豆。
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
”贺龙还以自己过去在四川待过的切身感受，向大家介绍了四川的风土人情。
他说：“四川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那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
这可是块风水宝地啊！
那里的生活也很有特色，就连喝茶都挺有讲究，叫盖碗茶。
”贺龙幽默地学着摆起茶碗，倒开水和喝茶的姿势，会场顿时活跃起来。
贺龙接着说：“四川的泡菜也是挺有名的，酸甜脆辣，味道鲜美。
”说着，他咂了咂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谈到同二野会师后，贺龙说：“要虚心向二野同志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
好几年黑豆。
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
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
”贺龙抬高嗓门：“同志们，解放大西南是大陆上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
机会。
”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也号召南下干部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精
神，在贺龙司令员的率领下进军川康，建设川康。
这些讲话，特别是贺龙的话，字字句句都打动了每个人的心。
一些对南下有顾虑的干部想通了。
于是，全军上下都自觉做好南下的各方面准备工作。
在西安，贺龙还接见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
程砚秋与贺龙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见过面。
当时贺龙邀他去西安演出。
程砚秋遂率“秋声”剧社到西安慰问部队。
他们刚到西安，贺龙即在百忙中去看望了程砚秋和“秋声”剧社的演员。
贺龙握着程砚秋的手说：“程先生，你们跑这么远来慰问部队，太辛苦了。
”又说：“你们刚来西安，演出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程砚秋说：“没有什么困难，请您放心。
”贺龙说：“这里才解放不久，情况复杂，要多留心才是。
”当天，贺龙在普海春饭店举行了便宴，欢迎程砚秋。
贺龙即席讲话说：“程先生是‘四大名旦’中第一位率剧团来到刚刚解放的西安的，我代表西北军区
机关、部队和西安市军管会，表示热烈的欢迎！
听说同志们来时火车不通，吃了不少苦，我代表部队和西安市人民感谢大家一路风尘送戏上门！
”他举起酒杯，“来，请大家举杯，首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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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饮而尽，又让接待人员斟满第二杯，说：“我们再为欢迎程先生和剧团全体同志干杯！
”程砚秋平日是不嗜酒的，但若遇到高兴的事，必要豪饮一番。
这次，他连饮了几杯。
第二天，程砚秋拜见了贺龙。
贺龙的临时办公和下榻的地方在“高桂滋公馆”。
程砚秋一见到贺龙，即端端正正地鞠一了躬，说：“我今天特地来拜见贺司令员，感谢您对我们的款
待和关照。
”贺龙忙说：“不必如此。
咱们不必拘泥这些旧礼节。
”说着，把他让到沙发坐下。
贺龙指着坐在旁边的“战斗”剧社的负责人说：“程先生要舞剑，你们‘战斗’剧社的乐队给伴奏嘛
。
你回去派乐队的同志到程先生那儿去一趟，看程先生有什么要求，事先练一下。
”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国后的贺龙>>

后记

2005年6月9日，正是贺龙元帅的忌日，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陈立旭同志约我写一本记述建国后的贺龙元
帅的丰功伟绩的书。
他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贺龙元帅的正传，虽然该书很受读者的欢迎，但读者希望能看到描写贺龙
元帅建国后经历的纪实文学作品。
我从1980年6月即到总参《贺龙传》编写组工作，研究贺龙元帅的革命生涯二十几年，先后出版了多部
反映贺龙元帅业绩的作品，在深入研究中，对贺龙元帅为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和不可磨灭的历史
功勋不断有更深的了解。
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神剑》杂志发表了我写的中篇纪实文学《贺老总与国防工业
建设》一文，反响强烈，被许多报刊转载。
陈立旭同志读后说：《建国后的贺龙》一书就这样写。
为把这部书写好，我又进行了深入的采访，查阅历史资料。
其间，立旭同志和我反复商谈章节、细节，书稿几经修改，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
这里，我感谢贺捷生部长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领导、责编陈立旭同志为该
书所付出的辛劳。
我虽为写此书做了二十几年的努力，书稿也多方征求了意见，但仍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
正。
在这里，我还向所有帮助过我的领导和朋友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并致以革命的敬礼！
作者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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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国后的贺龙》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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