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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的6月23日，是先念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日。
每年清明，我和孩子们都前往红安，既是为革命先烈扫墓，也是寄托我们对先念同志不尽的思念。
今年清明节，我又来到红安，恰逢《李先念传奇之旅》编写组的同志在李先念纪念馆收集资料，他们
约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
我和先念同志几十年来，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先念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工作的一生。
先念同志非常善于学习，曾说，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毛主席是我终生的导师，还有三位老师：军事上是
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
先念同志一直以来深得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十分艰难的条件下
，仍在协助周总理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这也是与他具有博大的政治胸怀分不开的。
先念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从来不喜欢宣传自己。
他的这种优秀品质，永远是我和孩子们学习的榜样，也是值得我们深切怀念的。
对于先念同志，毛主席说他：战争年代“将军是不下马的”；一九五四年，先念同志由湖北调到中央
，出任财政部长。
毛主席曾诙谐地说：我们是“抓个大兵来管钱”，还说他“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
常好”。
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对先念同志出任财政部长都非常支持，认为他从地方到中央，“是将军管理经
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江泽民同志曾经称赞先念同志是“伟大的人民公仆”。
所有这些都是对先念同志历史功绩、思想风范和重大贡献的客观评价。
我希望读者通过《李先念传奇之旅》这本书，对先念同志的革命一生有比较多的了解，我们！
怀念他，学习他，以先念同志的革命精神激励后人，把老一辈革命家未竞事业做得更好。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先念传奇之旅>>

内容概要

李先念，湖北红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中共第八至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
他还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本书以李先念同志的革命经历为主线，在李先念纪念馆所征集材料的基础上，又参考采用了《李先念
传》、《李先念文集》等重要文献和大量纪念文章等资料并进行编辑整理和考订，力求较为全面而生
动地展现李先念同志革命和战斗的一生中富有传奇色彩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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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凡是能增加外汇的办法都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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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协助周恩来苦撑危局
 1.顶住压力，行使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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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且教高峡出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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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三峡工程要选择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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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协力粉碎“四人帮”
 1.积极推动全面整顿工作
 2.秘密筹划粉碎“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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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勇往直前上宝钢
 1.大茶壶小茶碗
 2.全国人民对宝钢寄予希望
 3.确保宝钢建成后能正常生产
第十八章 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1.争来“弹丸之地”
 2.要来“特殊政策”
 3.不用外资是蠢，滥用也蠢
第十九章 第三任国家主席
 1.总的精神是对话
 2.签署一系列法律
第二十章 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
 1.做好新老交替
 2.全国政协主席
 3.关心文艺事业的发展
第二十一章 一枝一叶总关情
 1.我是红安人
 2.受灾群众的生活安排得怎么样
 3.谁叫你生这么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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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今家乡还是这个样
 5.把红安建设好
第二十二章 严肃而宽容的父亲
 1.潜移默化地教育
 2.简朴的家风
主要参考材料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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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生命与革命的源头1909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六)，李先念出生在大别山区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
桥区李家大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乳名全伢，号克念。
在同母异父的8个兄弟姐妹中，李先念排行第八，是个“老幺”。
当他呱呱坠地的时候，靠租种地主田地艰难度日的父母，早就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抬不起头来。
面对这个新生的婴儿，他们既感到欣喜，又为无边无际的苦日子而发愁。
襁褓中的李先念，没有母乳喂养，靠同母异父的大姐陈宝芝的乳汁喂大，长得虎里虎气、大眼浓眉、
机敏活泼，很是逗人喜欢。
少儿时代的李先念是在苦水中泡大的。
李先念后来回忆说：“我小时候家里总是糠菜半年粮，就着干锅菜，有时用块布蘸点油，放在锅里擦
一擦再炒菜，就算改善生活了！
”幼小的李先念懂事很早，对身边的事物充满好奇，总是爱向母亲问这问那，好像要问明白人世间的
一切奥妙似的。
六七岁的时候，他就能帮母亲做饭、洗碗、喂猪⋯⋯分担一些家务。
有一次，他在灶下帮母亲往灶膛里添柴，一不小心，一根柴枝绊翻了灶头上的半碗食油，正在灶台上
炒菜的母亲一愣神，情急之下狠心地打了他一巴掌。
李先念眼里噙满泪水，但忍住没有哭泣，连忙帮母亲把这在农忙时节才舍得用来炒菜的半碗食油一点
一点地攒回碗里。
攒完后，“扑通”一声跪到母亲面前，表示认错。
母亲一下子将他抱起，紧紧地搂在怀中，失声痛哭⋯⋯打这以后，母亲逢人就说：“我家幺儿懂事了
！
”懂事的李先念，8岁就开始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上山放牛，帮父母下田地干活。
距李家大屋两里多地的红马寨山，是他和小伙伴们的乐园，他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山放牛、砍柴、
采野果、掏鸟蛋。
在小伙伴们中，李先念是既聪明灵活有主见，又力大无比好打抱不平的“孩子王”。
他出了个主意：让力气最小的孩子照看牛群，中等力气的孩子采野果、掏鸟蛋，力气最大的孩子砍柴
。
小伙伴们都按他的吩咐，分头去干活，回家时，他一声呼哨，大家都集拢来，牛放饱了，柴砍足了，
每人还能分得一些野果子充饥，鸟蛋则带回家里改善伙食。
小伙伴们都说他的主意好极了！
少儿时的李先念和很多小伙伴一样，对大人们讲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虽然是似懂非懂，但却总是信
以为真。
他从那些传说和故事中得知：天上是玉皇大帝最狠，地上是皇帝陛下厉害；天神要听玉皇大帝召唤，
地主老财见了皇上大驾也得俯首听令。
他天真地对小伙伴们说，我长大以后，不当佃户，不租田种，也不当地主老财，而是要当皇帝，让地
主老财都听我的，看哪个还敢收佃户的租子，穷人的息。
十岁那年，尽管家里穷得连一把椅子也买不起，但是父亲李承元还是同兄长李承盛商量，把李先念送
到李家大屋的私塾读书。
李先念知道自己家境贫寒，父亲和伯父让他读书很不容易，同时，自己又是李家祖祖辈辈破天荒能进
学堂读书识字的人，所以在学习上特别勤奋。
他的记忆力极强，认字、背书又多又快，在全班数一数二。
因聪明好学，常受老师夸奖。
但是，聪敏伶俐的他，也有调皮的时候。
死记硬背、囫囵吞枣、枯燥无味的教学方法，有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就想点子以“解手”为由，离
开教室。
他还对弱小同学十分爱护，不准别人欺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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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学东陈老财的儿子“陈肉头”，欺负小同学李春生，吓得春生哆哆嗦嗦地直哭。
李先念出面劝说，可“陈肉头”反说他是“鸭棚的老板，管蛋闲事”。
李先念一怒之下，抱住“陈肉头”就摔起跤来，连续摔了他几个跟头，跌得他仰面朝天，有气无力，
连声叫饶，方才罢休。
李先念在这所私塾读了一年，又转到冯家湾韩氏祠堂私塾读了一年。
伴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懂得读书的重要和机会来之不易。
私塾读完后，他一心希望能升学堂深造，但学堂的费用比私塾要高得多，家里拿不出，借贷又无门。
父母盘算来盘算去，只好委屈孩子，含泪让他停学。
这时，李先念尚不明白家庭贫困的原因，但却深深体味到了它的苦果。
他眼睁睁地看着：富人家出身的孩子，学习再差也能照样升学；穷人家的孩子学习再好，却深造无望
。
这种强烈对比，在他年少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书是读不成了，第二年开春，无可奈何，父亲只好再三托人求保，请客送礼，才被允准送到地主吴立
久开的杂货店当了学徒。
李先念在吴家店里学徒，不言而喻，只能无偿地出卖劳力，充当小奴隶。
他起早贪黑，整日劳苦，挑水、劈柴、烧饭、看孩子、喂牲口、搬货物，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却拿不
到一文钱，吃的是残汤剩饭，穿的是破衣烂衫。
店主稍不顺眼，就又打又骂，简直没把他当人看待。
李先念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养成了宽厚待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特点。
但是，穷人有穷人的骨气。
在财主面前，他的独立性、反抗性也强，从不愿逆来顺受，像面团似的听凭他们搓来揉去，随意摆布
，每当店主无理训斥和辱骂他时，他总是怒目相视，甚至顶上几句，胸中窝着一团反抗的怒火。
有一次喂完马，将马槽收拾干净后，正准备烧火做饭，在门口碰见个讨饭的小孩，他与小孩讲了几句
话，被店主发现，店主说他耽误了做饭的时间，骂骂咧咧，还要打他。
他气愤不过，决计报复一下，让店主也尝尝穷人的厉害。
饭后，店主要骑马外出，李先念“顺从”地牵过马来，躬身侍候，等店主骑上马背，他迅速立起身来
，使劲拍打马身，马受惊吓，仰头奔跑，店主缺乏准备，被摔在地上，疼得直打滚，半天说不出话来
。
还有一次，李先念劈柴，不慎把手划了一条口子，鲜血直流，他跑进屋里找破布包扎，店主又责骂他
一通，说他“磨洋工”，罚他两餐不准吃饭。
他一气之下，偷偷将店主家的一片稻田里的水全部放个干净。
店主气急败坏，逐个审问长工。
长工们都知道是他干的，但谁也不肯透露半句。
怨气倒是出了几回。
可李先念还是不堪忍受店东家的欺凌和过重的劳动负荷，他只干了一年。
离店时，店主仅给他一串二百响的鞭炮，算是全年的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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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6月23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
领导人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
李先念同志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他在长达66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
功勋，同时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缅怀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我们组织编纂
了《李先念传奇之旅》这本精编文集。
该文集以李先念同志的革命经历为主线，在李先念纪念馆所征集材料的基础上，又参考采用了《李先
念传》、《李先念文集》等重要文献和大量纪念文章等资料并进行编辑整理和考订，力求较为全面而
生动地展现李先念同志革命和战斗的一生中富有传奇色彩的光辉形象。
该文集编纂人员有：张琦、吕和耕、宋林森、孟楠、孙艳红、刘晓青、罗敏等同志。
在该文集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新四军五师研究会、黄冈市档案局、红安县党史办
、李先念纪念馆、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东律师事务所、红旗出版社等单位领导的大力
支持和具体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部分销售收入将捐赠给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法律援助中心举办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万里行大型公
益活动，用于资助弱势群体当事人的维权诉讼等行为。
因时间关系，我们未能与该文集所采用文献和文章的作者或编者取得联系，在此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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