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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德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英勇奋斗并建树了丰功伟绩的人民领袖之一。
他一生经历辛亥革命中的云南起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出国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经历
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开创新中国社会主义大业的时期。
他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周恩来语）。
    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编辑整理，集纳了朱德1937年春在延安先后接受美国记者艾格尼
丝·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即海伦·福斯特·斯诺）访问时关于他个人生平的口述记录，以及他
长期以来所写的反映其生平经历的文章。
从中可以看到朱德同志充满艰难险阻、暴风骤雨的斗争道路，以及在火与血的洗礼中铸就的伟大人格
。
    全书思想深刻，内容翔实，是一部难得的与领袖近距离接触，了解领袖心路历程的作品，读者能充
分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历程和光辉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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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中央文献研究室权威专家精心整理，共和国领袖真诚自述人生传奇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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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师从席聘三一八九六年，我十一岁，开始在席先生那里读书。
席先生名字叫聘三，是一个很懂得人情世故，很有情趣有骨气的人——他的思想是开展的，对于那些
历史上的人物认为都是假的，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
他还具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有着丰富的学问，可是他不肯考了，所以不是什么秀才，却真是好
先生。
中国历代各朝的事他都懂得，从二十几岁教书起，到这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周围的一些秀才、举人都
是他的学生。
我们在那里读书，当时他很高兴，因为学生都很好。
我读了四、五年，很有益处。
《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
还有《纲鉴》、《甘四史》，你要什么东西他就给你讲什么东西，到处都讲。
那时候我比较聪明了些，又小，先生比较喜欢我。
十一二岁，读书多，背到了一大串，读到了《左传》，讲也讲得来了大半。
这时国家也在由腐败中间变化着——从中日战争以后，大清的昏暗腐败，完全暴露了。
那时“亡国”口号提得很高，“变法”的思潮也很快地反应在各处了。
四川的情形呢？
也一样腐败，做官的压榨老百姓是常事，剥削很厉害，卖官（又名捐官）也是常事。
譬如：一个县知事，就要几十万块。
那么他做上一任就要搞一两百万走。
庚子“八国联军”进京，清朝失败之后，更公开地卖官贿爵，土豪劣绅都像小说书上写的那样，这时
农民经济也起了变化。
国外经济的侵略已经因为长江交通的便利，而深入到四川来了。
搬家到大湾来，因为人少，同时自己也长大了一点，花在种庄稼上的时间更多了。
一年差不多三四个月在种庄稼。
六七个月在读书。
席先生那里离马鞍场很近，离大湾有八里路，一天要来回跑四次，所以养成走路快的习惯。
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
从前我就没上过街，现在从乡里走到街上，人情也懂得多了。
以前一到街上，人家会欺负你，在琳琅寨那处风俗还厚道，地主作恶的还不多，到了街上就不同了，
流氓痞子很多，要靠另一种本事来支持。
这时，已经懂得问国家事。
庚子事变，就是在这个时候。
席先生也讲。
就懂得四万万赔款。
因为这些钱都是赔到地主农民头上来。
他们就作为加租的理由，来加到我们身上了。
戊戌、己亥、庚子，又连着几年都是天旱，简直天天吃小菜叶大麦高梁，那很可怜。
我在席先生那里读书，就有几个很好的朋友了。
因常常要一起上街——顶好的是吴绍伯，是很好的一个人，道德品行都不错，书读得多，年纪也比我
大，是学校顶大的，先生也很喜欢他。
我们还是爱跳，读书也没用过劲，毛毛草草的。
他们读通夜，那我是不干的，因为我晚上要睡觉，非睡不行，我就说：“读通夜要命也不行！
”在这时进步相当快。
先生好，抓得紧，文章、作诗要交卷时，一逼就一搞，拿得出来，很快。
戊戌变法后，就又讲究科学了，有钱的人买了些科学本子回来，如“五大洲”、算学都有，都是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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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编的。
还有两个地球仪器。
一看，知识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
我开始学算学，我学的还不错——因为会打珠算，那是在丁先生那里就学会了。
当时因为家里都不会挂账，算账家里很需要，先生教，就会了。
加、减、乘、除都会了。
所以算学一看容易得很，一直学到比例开方，我都觉得容易——以后慢慢读成大学生了，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事情，脑筋里总有一个想头：——是有一个世界，就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
可是没有盘缠也出不来。
那个同学吴绍伯，更有志愿，两个人打了很多主意，找办法。
当时我们也还受先生很好的影响。
他爱喝酒，他佩服的是做事业的人，他说：“人不做事业，没什么作用！
”他是那样洒脱的。
认为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便没有路，说神仙不是人做的，那是没有路的人，才去做。
⋯⋯席先生又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
”他认为周朝是假的，他认为从古到今天，都是一样坏。
他说做得好只是用人处事得当。
他说历史上都是为了个人的⋯⋯这样思想慢慢开展了。
那时对《四书》、《五经》、《史记》读得还不错，贯串得起来，有点本事。
《甘四史》虽不能贯通，大致记得。
那个同学吴绍伯更好，因为是个书香家庭，破了产的。
我们没书，他家书却很多。
还有他们有个经常跑成都的人，带些书给他们的儿子。
可是他们的儿子小，我们便吃了便宜了。
凡是新书都买来了，都是头一批的，还有米达尺、三角板⋯⋯那时成都有一个算学馆了，我们借了学
，都看到了，就拼命的来学算术，没有人教就是自己看书。
这样眼光放大了，老旧的东西不太看得起。
这个时代（信息）也传到了那里，如戊戌变法等，都是地方上在外边跑的人带回去的⋯⋯那时只是打
主意怎样到成都，到外面，这是我和那个吴绍伯天天所打算的。
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
对历史小说都看过，《三国》、《列国》都看过。
先生还给批评，还带着去看戏——街上每年唱大戏，还有木脑壳戏，小时候爱看。
那样难看，很吓人。
还有“木脑壳加肉脑壳”，是把小孩子掮在肩膀上，同木脑壳人一齐耍⋯⋯这样戏在有几家住房的山
梁上，也可以唱。
还唱青苗戏，那是在栽秧以后起，各山上都唱。
还有还愿戏、皮褡褡戏⋯⋯每年常常不断地唱上五六个月，个把月。
那里有四个会馆，是西湖人的禹王宫、江西人的万寿宫、广东人的龙母宫，大家共有的关帝庙、张爷
庙。
这些会馆都有田地，绅士们再凑上钱，彼此竞赛似的接连着唱。
三吊钱两吊钱，就唱上一天。
这些戏给我印象很深，从中间得知识不少。
上十岁后就懂得看了。
席先生带着去看戏，在街上还一面批评着，像《封神》、《三国》、《聊斋》、《说岳》，折一折的
唱。
对于《聊斋》，他相信是假的，他不信神，他常常说：“靠不住，靠不住。
”关于神，我家供的是观音菩萨，早晚是都要烧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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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都不太信，祖母比较信，其余都是马马虎虎，不过烧香却是读书人管的事情。
小时候我就不得不烧了很久，每次在天地、祖宗灶位插上四根香。
在街上几年，世故人情都通了。
从最下层到最高层你弄我我弄你的那些曲折道理都清楚了。
那是十岁到十七八岁的时候，还是过着清苦的生活。
整天上梁下梁的来回跑路。
思想变得复杂得很。
脑子里充满历史古书。
民主思想有一些，觉得皇帝十分要不得。
要变法，觉得外国好一点，资本主义思想侵入了。
对于清朝皇帝官员不满意，因为宣传和事实都是很厉害。
在社会上一般的不敢说，总之不满就是了。
那时，听到说：读书可以进高小、中学、大学，再出洋，总是这样想着。
至于出洋回来做什么呢？
总有事做吧，考官费考不取，上小学、中学，又没钱读，不得不另外想办法了。
那时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的：是吃大户——当时四川经济很发展，相当富足。
可是庚子的连年天旱，很多破产的农民，就只有吃大户了。
我正在席先生那里读书的时候，有六七百人来了。
我们都吓得跑了。
那里面都像叫花子，穿得非常褴楼，破破烂烂，男男女女带着小孩，带着杆子枪，来要吃的，给他们
米就走⋯⋯有的地主去报告了官，前两天来的都规规矩矩走过去了。
可是这两天来了百多个官兵都是红马褂，拖着辫子，用马枪。
有戴着水晶顶的官，打着大头包巾的，对襟盘花马褂，下罩着长裙。
兵来了，绅士们去迎接，我们就跑了，不敢看，那种气焰真是势凶恶极。
兵来了就把吃大户的打了，还杀了些。
就都跑散了，很可怜，四五十里血水成河⋯⋯那时因为有长江交通，四川开通早一些，同时也是四川
一般说来相当有钱，拿出去换东西。
在乡下都开始看到打洋伞穿洋布衣服，用洋货，种鸦片，用外国染料了。
同时却有很多地主与苦力吃鸦片，弄得家败人亡。
老哥会（哥老会）流行起来——譬如有组织地吃大户，不管城市乡村都充斥了流氓、地痞。
因为农民失业破产，流浪出来的人是整批整批的。
农民破产，变得贫富悬殊。
稍微有钱的人，就如同做了皇帝，坐着轿子走来走去。
四川苦力原有两种，就是挑子背子。
有句俗语是：“背老二，挑老三，驮骡子就是大老官！
”现在在城市里却另外充满“烂巾巾”（乞丐），成都就还有几千“光冬冬”——这是一丝衣服不挂
的穷人。
如在成都各门找个石岩住下，生下来的后代小孩也还是“光冬冬”。
还有河上、江上，还有几十万船拐子，没有衣服穿。
自流井的挑水夫、搬水夫，几十万都是“光冬冬”之类。
这些都是农民破产的情形，在四川穷困已经是这样露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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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德自述》是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
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
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本人身体健壮，可以和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
他们的信任。
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
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
我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你仗打得越多，就越能掌握局势。
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
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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