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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耿飚回忆录》中，耿飚同志用平实、朴素但又充满幽默和风趣的话语描述了他一生的革命历
程。
青少年时期，耿飚同志在湖南水口山银矿当童工，在党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三。
年，他带领游击队参加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途中，耿飚同志担任先遣团红四团团长，为大部队披荆斩棘，开辟道路。
他在战斗中英勇无比，常被入亲切地称为“耿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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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历任团长、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八路军副旅长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野战军参谋长，兵
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参与指挥了收复张家口和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及
解放大西北等战役战斗，曾留守陕甘宁边区和参加北平“军调部”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驻外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
军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长（兼）、国务委员等职，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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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第一章 通往“宝山”之路“宝山”在哪里？
我的“半边街”童工生涯那一声“嘁子”高高的洗砂台身在“宝山”已识宝第二章 锤子梭镖钢枪闪光
的梭镖扑城，扑城！
巧计发传单我的第一支枪细流汇大海第三章 崎岖井冈路雾满龙冈旗满龙冈战争的教鞭“飞将军自重霄
入”架起胜利的桥梁东征漳州水口之战的教训漂亮的歼灭战令人困惑的广昌苦战血，总是热的！
第四章 长征风雷告别于都河突破三道封锁线奔袭道州湘江血战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四渡赤水再克
遵义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雪山草地苦难风流路，向明天延伸第五章 从陕甘宁到晋察冀渡河东征“神仙洞
”里的“修炼”⋯⋯下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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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严家冲一带，耿姓是客籍。
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先后建起四座祠堂。
按照封建王朝“八品以下官吏及庶民不可立祠”的规定来看，这些祠堂多少记录了耿氏家族的一些中
兴史。
据说，醴陵北乡耿姓的始祖，是一位叫做耿添爵的先人，原籍江苏上元。
他为何在明朝崇祯年间由沿海迁至深山，我们不得而知，但耿家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添爵
公有兄弟八人，因为生活艰难，离开江苏，分赴四面八方求生。
临行前，把家中仅存的一口大锅碎为八块，每人拿一块以为信物，相约将来凭此信物联系。
后来，唯一与添爵公取得联系的，只有其弟添禄公。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生存繁衍，北乡耿家“三修其谱”，后代达一千余人。
　　至我的曾祖父，耿家已是几起几落。
这位曾祖是读书人，中过举人。
关于他勤学苦读，以砖为纸、削苎（麻杆）作笔、蘸水代墨、夜以继日地习文不辍的事迹，被当作后
世楷模流传下来。
我们借住的祠堂里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的匾额，就是他的亲笔，据说是学的南宋学者朱熹的字体
。
在匾额上面的正梁上，雕着一幅“迷鹿问津”的彩色木刻。
那幅画所表示的意思是：一只梅花鹿正在向老松树咨询去水源的途径，而一只鸟却大声地召唤它应该
走另一条路。
使我久久担心的是：小鹿正显出彷徨不定的神态，不知它将作何选择。
现在回忆起来，这幅画也正象征着如曾祖父那样的文人，在封建社会的处境。
　　中过举人的曾祖父“学而优”却未“仕”，所以在他去世后没有遗产留给后人。
我的祖父由于家境清贫而沦落为一个游方郎中，他的弟弟则混迹于梨园，进入了旧社会蔑称为“下九
流”的行列。
祖父开始时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店员，天天“拉药橱”，只有饭吃，没有工资，养不活家里人；因
此，只好自己背起药箱，走街串巷，当起游方郎中；但是，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后来他中年丧偶，无
力续弦，只得抛下幼子弱女，背起一根纤绳，浪迹天涯，从此再无音讯。
　　祖父耿之寅离家出走时，我的父亲耿楚南（学名道崇）只有八岁。
他出生在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
在他出世前，醴陵一带连年灾荒，《醴陵县志》连篇累牍地记载了当时的“饥”和“兵警”。
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即同治四年，醴陵有“溃兵过境”，那是曾国藩的败兵残部。
同治五年十二月“雨黑子，有好事者试种之，乃芽，既萎”。
同治八年“九月，渌桥大火”，百姓流离失所。
同治九年“夏，大饥”；十年“螟入醴”；十一年“大水，乡民掳青穗，臼以食，收成十不二三”；
十二年“地震，扉尽废”；十三年“历遭兵燹，瘴气过境，饥民尽食白泥（观音土）”。
这位同治皇帝在位十三年，醴陵竟成地狱。
　　就在“雨黑子”那年，我的祖母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过了几年，我的父亲刚刚八岁，又亲眼看到他那做了半辈子斯文郎中的父亲，在渌口码头挥手而别—
—他毅然脱掉长衫，背起纤绳，在“嗬哟嗬哟”的口号声中，逆流而上，将一艘硕大无朋的货船牵进
中流。
这个情景久久地印在我父亲的脑海里，他提前十年成熟了。
　　祖父留给我父亲的，仅是几本《汤头歌》《药性赋》的书本和挥手而去的勇气。
于是，父亲与比自己仅仅年长三岁的姐姐相依为命，从“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犀角解乎心热，羚羊
清乎肺肝⋯⋯”的药物学中学会了认字，在东讨西乞的苦难中长成了身体，在放牛做田的劳动中认识
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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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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