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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向前元帅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革命信念无比坚定，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逢险不惊，遇逆
不退，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操。
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不断进取，为人民军队的建军作战，为中国的建设
和改革，呕心沥血，创新开拓。
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襟怀宽广，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维护团结，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生活准则，是坚持党性原则的模
范。
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功高不自傲，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堪称全党全军的楷模。
他历来以普通劳动者和人民公仆的姿态出现，热爱群众，平易近人，对人民群众温暖如春。
    徐向前是一个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百折不挠、战斗不息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大智大勇
、慎思断行，擘画军事、驾驭战争的能手，一个坦荡无私、刚毅木讷、顾全大局、谦虚谨慎、廉洁奉
公的人民公仆。
他的名字，与大别山、大巴山、五台山、太行山，以及广袤的冀鲁平原、晋中晋南平原和祖国的锦绣
山河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风貌、功勋、品格，犹如永不陨落的星辰，熠熠闪光。
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就的第一代伟大帅星之一，是党的骄傲，人民的光荣。
    我们编写这部传记，就是要缅怀徐向前元帅的革命业绩，学习徐向前元帅的崇高品德，继承和发扬
革命传统，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培育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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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青春年少时  平凡的家世  从学生到先生第二章  立志从军  考入黄埔军校  毕生的奋斗目标  
在危急时刻  广州义旗红  “打狗”战术  东江游击战第三章  苏区风云  初到大别山  活捉“老上司”  风
雨百雀园  黄安“立体战”  苏家埠报捷  血战七里坪  西征三千里  “巴山来了徐向前”  田颂尧的悲哀  
三次进攻战役  “刘神仙”失灵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飞兵强渡嘉陵江  相会维古河畔  “哪有红
军打红军的道理”  向北方第四章  抗日烽火  奉命西渡黄河  孤军苦斗河西走廊  悲壮的一战  留得青山
在，不怕没柴烧  出席洛川会议  与周恩来共赴山西  故乡行  转战晋东南  反“六路围攻”作战  响堂铺
伏击战  在反“九路围攻”中  进兵冀南  平原造“人山”  会晤卡尔逊  “巨鹿”与“束鹿”  粉碎“大
扫荡”  挺进山东  舌战“战区总司令”  打击摩擦专家  新“扫荡”的破产  宝塔山下  出任抗大校长  参
加高干整风第五章  转战南北  兵临“卧牛城”  “土行孙”战法  临汾传捷报  战晋中  “亲训师”的覆
灭  生擒赵承绶  九月会议前后  夺取“四大要塞”  太原的节日第六章  建设新中国  从青岛到北京  出访
莫斯科  呕心沥血为国防第七章  老帅风骨  风云突变的时刻  “好人！
好人！
”  志在千里  深谋远虑  心里装着人民  是帅又是兵  光辉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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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苏区风云　　初到大别山　　大别山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1929年6月，徐向前被派往这一地区领导革命武装斗争。
　　1929年春，从东江撤出的徐向前又根据党的指示，从九龙乘船到达上海。
中央军委书记杨殷与他谈话，征求他对以后工作的想法。
徐向前表示愿意去搞军事工作。
 “那好，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杨殷说。
他告诉徐向前，鄂东北根据地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最近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中央军委准备派徐向前去搞军事工作。
徐向前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
当时，徐向前并不知道和他谈话的人叫杨殷。
徐向前离开上海不久，杨殷就被捕牺牲了。
　　6月初，徐向前同桂步蟾、何玉琳，起，装扮成商人，从上海乘船到武汉，然后经黄陂、靠山店
，进入鄂东北根据地。
何玉琳是鄂东北特委派到上海汇报工作的，对鄂东北的情况比较熟悉。
桂步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
　　鄂东北根据地当时不大，但也粗具规模，打下了发展基础。
早在1927年春，这一地区的黄安、麻城就分别成立了中共县委，领导农民运动，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
。
大革命失败后，鄂东特委领导了黄麻起义，建立起鄂豫皖边界地区的第一个工农政权——黄安农民政
府，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这支武装后来在吴光浩、曹学楷和戴克敏等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
三十一师。
1929年5月，豫东南爆发的商南起义也取得了成功，起义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
当地的群众基础很好。
　　在黄安以北的箭厂河，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对徐向前说，特委已决定派他去三十一师工．作。
师长吴光浩1929年5月遭地方民团袭击牺牲。
为稳定部队和群众情绪，他牺牲的消息还没有公布。
徐向前名义是任副师长，但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
　　红三十一师号称4个团，其实是4个大队，不足1个营的兵力，共300多人。
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都是当地干部。
一大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二大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溪（后为桂步蟾）；三大队队长
倪志亮，党代表吴先筹（后为江竹溪C；四大队队长林柱中，党代表郑行瑞。
原来的队干部中，只有倪志亮是中央派来的。
干部和队员都很年轻，每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
部队陆续扩大，有些新兵只能拿着大刀、长矛。
　　徐向前到了部队后，利用一切机会熟悉干部，掌握各方面的情况。
他不以中央派来的干部自居，处处事事以身作则，很快就获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
徐向前回顾说，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
洋教条极少。
如果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种局面来。
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瞧土马克思主义”。
他还说，自己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
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一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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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
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画脚，评头品足。
　　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遇到了敌人发动的三次“会剿”。
徐向前带领部队粉碎了敌人的“会剿”。
　　第一次：“罗李会剿”。
1929年6月，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罗霖部两个团与河南土匪武装暂编第二旅李克邦部以及光山反动
民团“红枪会”相配合，共同“会剿”鄂东北红军。
这时红三十一师有3个大队分散在外打游击，在根据地　内只有两个大队，一百多条枪。
面对长驱直入的优势敌军，徐向前率领部队“避强击弱”，与敌兜圈子。
随后发起反击，集中打击较弱的一路李克邦部及“红枪会”，接连五战，毙敌营长以下百余人， “红
枪会”溃散。
徐向前还在白沙关召开万人大会，镇压了戴五爷等一批恶霸及“红枪会”的反动头目，大快人心。
敌罗霖部受到广泛袭扰，被迫退回黄安、麻城等据点。
　　第二次：“鄂豫会剿”。
1929年8月间，蒋介石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部分兵力，加上反动民团，对豫东南和鄂豫边根据地同时进
攻。
徐向前建议特委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当敌人向根据地进攻时，徐向前率红三十
一师，在给敌人以打击之后，跳到外线与红三十二师会合。
两师配合打了胜仗，缴获了不少武器。
缴获的一匹马，徐向前骑了很长时间。
俘虏了一个小号兵，留在徐向前身边当司号员，后来牺牲了。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去向后，重新部署合围。
这时，红军又甩开敌主力，消灭了一些民团武装。
9月下旬，敌人被迫收兵。
　　第三次：“徐夏会剿”。
10月，驻河南信阳的敌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的敌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向鄂豫边
根据地发起新的围攻。
徐向前指挥部队，兵分两路，跳出包围圈，使敌人围歼企图落空。
这时，地方党组织送来情报，说南路有一股敌人约四五百人，正在撤退。
于是部队决定出击。
战斗打响后，发现敌兵力不是四五百人，而是一两千人。
虽然迅速组织撤退，但部队遭到损失，二大队党代表桂步蟾牺牲。
徐向前召集各队干部开会，主动承担责任。
会上决定，部队相对集中，以大队为单位，分路游击。
部队经过短暂休整趁敌人向平汉线撤退分路向外出击，消灭和击溃敌4个民团，缴枪百余支。
红三十一师发展到700多人，枪600余支。
与此同时，皖西农民群众在六安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连续发动起义，于1930年1月组成红军第十一军第
三十三师，开创了武装割据局面。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斗争。
11月间，召开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组成中共鄂豫边特委，徐朋人任书记，徐向前为委员之
一，负责兵运。
12月，召开了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边区最高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徐向前当
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徐向前、戴克敏、曹学楷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
其中系统地总结了鄂豫边红军的组织领导、任务，红军与赤卫队及群众团体的关系，红军的整理、扩
大与士兵教育，红军的游击战术等项内容。
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要求加强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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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关于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决议案规定了七条原则： （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
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
与作战。
　　徐向前后来说，这些思想和原则，都是在实际斗争中提炼、概括、总结出来的。
 “我们仅那么点人，几百条枪。
四周都是敌人，凶得很，整天要消灭你，逼得很紧。
弱小的红军，要生存下去，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
原则问题。
达尔文讲过，要‘适应环境’。
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
小小的蝴蝶为了免受人和其他动物的伤害，把自己打扮得像花一样，它要生存嘛！
红军要生存，要发展，也得‘适应环境’。
搞游击战，开始难免吃亏，打些败仗。
然而，‘吃一堑，长一智’，打来打去，逐渐就有了经验，摸到了点规律性的东西。
”　　为了保证作战，红军开始尝试设立兵工厂。
兵工厂很小，有二三十个工人，设备简陋，开始造出一支枪是废品。
经过多次试验，才能造点“撇把子”枪。
红军的军械维修和生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步的。
　　活捉“老上司”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调兵遣将，对红军和各革命根据
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这次“围剿”，以江西中央根据地为重点，对鄂豫皖根据地也投入7个师4个旅共10万人发起进攻。
　　当敌向前推进时，11月间红一军奔袭新洲，歼敌一个旅，揭开了反“围剿”的序幕。
随后挺进商南、皖西。
进攻六安城未得手，撤围南下。
　　12月，徐向前率部进行东西香火岭战斗，这是粉碎敌军皖西“围剿”部署的关键一仗。
当时，敌企图从东、南、北三面合围，聚歼红军。
前委令红一军主力移至麻埠地区集中，待机歼敌一路，以打破敌合围部署。
敌四十六师孤军冒进态势突出。
前委根据上述敌情，作出了集中主力于运动中击破各路敌人的部署。
徐向前率领三个团，迎击敌中路的两个团。
当月30日上午，战斗在东香火岭打响。
战场南北两侧为高地，中间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土路。
徐向前命令两个团抢占南北两侧高地，居高临下，对敌侧击；一个团从正面发起猛攻。
乱如麻团的敌军很快被压到一条山沟里，全部就歼。
敌后卫团见势不妙，急忙掉头回窜，红军乘胜猛追，在赤卫军配合下，将该敌包围在同兴寺附近歼灭
。
在此同时，敌右路一个团已进据西香火岭，直接威胁我侧后翼的安全。
徐向前率部转而猛扑西香火岭之敌，当即歼敌一个先头营，敌团长柏心山正在山头上写作战命令，被
我军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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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向前是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是党、国家和
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他在半个世纪的奋斗生涯中，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为建设现代
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巩固国防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
 编写这部传记，就是要缅怀徐向前元帅的革命业绩，学习徐向前元帅的崇高品德，继承和发扬革命传
统，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培育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在以胡
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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