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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贺龙是中共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贺龙一生对党无限忠诚，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林彪、“四人帮”诬陷、幽禁，受尽折磨，但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依
然忧党忧国，对自己投身于革命无怨无悔，为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而感到无上的光荣。
贺龙一向以党的需要为己任，一切听从党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我们党的一代元戎，功高不自傲，位高不自居，总是以人民公仆的姿态勤奋工
作。
贺龙一贯坚持党的原则，竭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毛泽东同志称赞贺龙“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对其党性和人民性作了高度
的肯定。
贺龙一生的革命经历，证明他获此评价确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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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北伐前后少年时代1896年3月22日，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村一户贫农家庭迎来了一个男孩的降生
，他是这个家庭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一个男孩，被取名为贺文常，字云卿，20年后，他改名为贺龙
的父亲贺士道以裁缝为生，母亲王金姑在家务农。
贺龙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再加上祖父母，一家三代11口人，仅靠三亩薄田和父亲做裁
缝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加之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自然灾害频繁，因此生活极其困苦。
为了谋生，贺龙全家曾经逃荒至1130多公里外的地方，给地主家当了三年的佃户。
尽管生活困难，武举人出身的祖父仍然坚持教贺龙练武识字，并想办法把他送进私塾读书。
稍稍长大，十二三岁的贺龙就成为家里唯一能够下田干活的劳动力。
他不仅要整天忙于挖土犁田、栽秧割谷等农活，还要上山砍柴、下窑挖煤，换些盐米来供养全家，并
被迫离家到外地给地主当长工。
当时，贺龙的亲友中有人靠赶骡马运货谋生。
贺龙认为赶马帮虽然很辛苦，但是能够到外面闯码头、见世面，赚钱不多总比当长工好一些。
于是，便向大姐贺英、大姐夫谷绩廷借了一匹花脚麻骡子，跟着亲友去赶马帮。
年仅14岁的贺龙跟随马帮队伍，从家乡出发往来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的边界地区，驮运盐巴、
土产、药材，兼顾贩卖骡马，开始了一段艰苦而又崭新的生活。
赶马帮的生活是辛苦的，然而比苦累更令人难忍的是，赶骡马运货，要向沿途数不清的官府税卡交钱
赔笑，被不法的商人层层盘剥，遭受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的刁难勒索，并始终面临着土匪抢劫的危险
。
这些使得一向正直仗义、敢作敢为的贺龙心中充满了愤恨与不平。
一晃三年过去了，闯码头的经历不仅使贺龙目睹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平，萌发了反抗思想，而且也锻
炼了他判断事物的能力。
这期问，贺龙在湖北省恩施县结识了当地哥老会的首领，并加入了该组织。
1914年秋，一位名叫陈图南的教师找到了贺龙。
虽然贺龙读书不多，但是他对于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却很尊重。
陈图南的到访受到了贺龙的欢迎。
陈图南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贺龙介绍孙中山的学说，原来陈图南曾经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
同盟会，此时他是作为中华革命党委派的川黔湘鄂联络使，在家乡秘密开展反袁斗争的。
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成立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组成该党，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在陈图南的影响下，两天之后年仅18岁的贺龙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后来贺龙回忆说：“我不仅是（在誓约上）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了手印。
”参加中华革命党之后，贺龙立即投入反袁斗争，从此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两把菜刀闹革命提起贺龙早年的革命生涯，人们都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
但是关于这一故事的说法却历来不一。
一种说法是指1916年1月，贺龙奉命到湖南省石门县泥沙镇策动兵变的故事。
泥沙是一个拥有近千人口的集镇，镇上设有团防局，有80余支枪。
当时，贺龙与大姐夫谷绩廷等几十位乡友赶着骡马前往泥沙，在途中遇见了大庸县革命党人派往泥沙
夺枪的吴佩卿等人。
于是，贺龙与吴佩卿便一起商定了一个夺枪的计划：首先由吴佩卿等人开设赌摊引诱团丁们聚赌，由
贺龙等人在饭馆摆下酒席请相识的团丁们吃饭，然后趁团防局空虚，寻机夺枪。
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就这样贺龙拉起了一支队伍，并乘胜攻人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夺取了那里团
防队的40余支枪。
没过几天，贺龙的队伍发展到了300多人，取名为“湘西讨袁独立军”。
一种说法是指1916年3月，贺龙在桑植县芭茅溪盐局税卡夺枪除害的故事。
设在芭茅溪的那个盐局税卡恶名昭著，贺龙赶马帮时每次路过这里都要遭到盘剥，因此对它早已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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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入骨。
1916年2月，贺龙在湘西讨袁独立军解散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洪家关，计划着再拉起一支队伍，于
是便选中了芭茅溪盐局税卡作为下手的目标。
3月的一天，贺龙率领21个人，带着一支火枪、三把马刀和三把菜刀，连夜赶往芭茅溪，会合早先派去
侦察的人员，于深夜摸进税卡，打死头目，缴获了12支枪，接着打开了税卡的仓库，把里面的盐巴和
财物分给了大家。
于是，贺龙又拉起了一支队伍，并带领这支队伍先后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和上溪河盐局。
不久，贺龙被推选为桑植讨袁军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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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贺龙元帅》：贺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创始人之一。
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一个
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贺龙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
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他的一生，与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紧密相连；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诞生、发展、壮大紧密相连；与新中国的建立和繁荣昌盛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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