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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写作中重点参考了近年来出版的大量有关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传记、生平纪实、研究文
章，吸收了近年来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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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　一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闯入了革命的大门　二  留苏归国的萧劲光显露
出不凡的军事才干　三　“军内‘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　四  毛泽东说：“我在延安，就是靠萧
劲光吃饭”　五　导演“武松打虎”　六　毛泽东点将，“旱鸭子”被迫下海　七　纲举目张，绘制
海军建设蓝图　八　海军司令看重的“三个桩子”第二章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一　不幸儿的幸运　
二　在陕北，毛泽东直问刘亚楼：“听说你有一个发明：有理论的办学校，没理论的上战场”　三　
化名“王松”的刘亚楼差点被枪毙　四　刘亚楼点拨林彪，东北战场全盘皆活　五　刘亚楼创造的天
津神话　六　接毛泽东“进京赶考”　七　从陆地上天，刘亚楼受命建空军　八　毛泽东的“尚方宝
剑”　九　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第三章　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　一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二　“铁甲车队
”队长　三　北伐先锋的先锋　四　周士第谢绝了张发奎要重用他的美意，毅然加入南昌起义的队伍
　五　归家游子的“礼物”半路被劫　六　俨然一个“军师爷”　七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第一任
司令第四章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　一　黄埔五期的毕业生　二　被通缉的新郎　三　负伤出国造就
了“中国装甲兵之父”　四　战斗在晋绥抗日前线　五　为保护遇险的中央机关，许光达下令：“哪
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六　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
司令兼政委　七　一份特殊的“降衔申请书”　八　莫须有的“兵变参谋长”第五章　工程兵司令员
陈士榘　一　和毛泽东一个山头的“山大王”　二　俘虏营里传来了《国际歌》歌声，陈士榘立即将
情况报告了毛委员　三　长征路上的“设营司令”　四  “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
大仗，打得不错”　五　“你们做窝，他们下蛋，我们中国人说话算数了!你们立了大功”　六　陈士
榘的“紧急建议”第六章　炮兵司令员陈锡联　一　放牛娃从军　二　徐向前救了收入肃反黑名单的
陈锡联　三　率部转战东西两线，粉碎川军六路围攻　四  阳明堡大败日军，陈锡联一举成名　五　
陈锡联率部血战狮垴山　六　攻克宿县，斩断徐蚌线，形成“关门打狗”的有利态势　七  出任新中
国第一任炮兵司令员第七章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一　第一批被党组织选送入苏学习军事的人　
二　看南昌、广州起义，独具慧眼　三　两个元帅一个“家”　四　毛泽东说：“前有鲁智深，今有
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五　炮火中的“活菩萨”　六　“支援东北，华北出力最大，没
有华北的支援，东北要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七  毛泽东要身兼数职的聂荣臻抓总参谋部
的工作，抓抗美援朝第八章　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　一　黄土高原上的英雄汉　二　毛泽东说高岗是
他的“保镖”　三　辽沈战役结束后的“东北王”　四　利令智昏的阴谋家第九章　西北军区司令员
彭德怀　一　“叫花子”出身的彭德怀在平江举起了义旗　二　长征途中横刀立马　三　战斗在抗日
前线的八路军副总指挥　四  毛泽东提出“蘑菇战术”，彭德怀心领神会　五　解放西北，主政西北
　六　“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第十章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
　一　军校的落榜生　二　善于舞弄诗文的“陈刷板”与军事结下不解之缘　三　陈毅取代毛泽东出
任前委书记　四　“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　五  留守苏区的陈毅成了游
击战争的行家　六　“弯弓射日到江南”　七　驰骋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八　“谁敢来摘果，把枪缴
下来”　九　孟良崮上“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十　刘、邓尊称他为“军委代表”　十一　“我们
来南京，不看看蒋委员长的办公室就失礼了”　十二　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第十一章　中
南军区司令员林彪　一　黄埔“军校之鹰”　二  一个想跑而没跑成的逃兵在井冈山被毛泽东相中　
三　黄陂大捷为25岁的军团长赢得了“常胜将军”的美名　四  “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
”毛泽东厉声斥责林彪　五　平型关大捷，林彪锦上添花　六  蒋介石哀叹：“黄埔军校数千名教官
和学生，都是灌注了我毕生心血而养大的，为什么有才华的都跑到共产党的匪窝里去了呢”　七　“
林六条”作战法　八　手握东北局来电，毛泽东半是生气半是欣慰地说：“这个弯子好难拐哟，十几
次批评不顶用，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九　会战平津，进军中南，出任中南军区司令员　十　幽居
毛家湾　十一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第十二章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　一　不安分的
小骡子客　二　“两把菜刀闹革命”　三　在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贺龙宣布要跟共产党走，而且是
坚决走到底　四　“我叫贺咙。
龙归大海嘛”　五　“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　六　长征途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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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军团没有蚀本，得益于贺龙的三次“神来之笔”　七　“我们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
去，闹他个天翻地覆”　八　西北战场的总“粮草官”　九　到西南吃大米去　十　“在座的各位同
志，从今日起，我和诸位共事了”　十一　“我不相信这几个毛贼就闹翻了天”　十二　与敌特和奸
商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十三　进军世界屋脊的具体组织者　十四  毛泽东说：“我看对贺龙同志
是搞错了。
我要负责呢”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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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打开历史的长卷，在我们遥远的记忆里，依稀可见郑和下西洋的影子
。
但是，近代中国留给国人的则是有海无船、有疆无防、处处挨打、受制于人的屈辱历史。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失去的是良港和国土，得到的是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为了结束那种屈辱的历史，新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用他整整30年的时光，来谱写辉煌的人民海军史
。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三大海区战略格局确立；接着，中国有了第一所正规海军学校、第一支快艇部队
、第一个航空兵师、第一个潜水艇支队、第一个驱逐舰大队⋯⋯于是也就有了人民海军东海铸利剑、
万炮齐轰金门，西沙驱强敌、高歌太平洋的壮举。
中国海军在万里海疆上构筑起了钢铁长城。
一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闯入了革命的大门萧劲光走上革命道路，完全是得益于一个偶然的机缘。
萧劲光，原名萧玉成，1903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一个穷山村。
在他之前，已有了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祖父和父亲都是手艺人，替人家纺纱织布，养家糊口。
可不幸的是，在小玉成两岁时，父亲和祖父相继去世，贫寒的家过日子就更艰难了。
母亲带着六个未成年的孩子靠租种地和打柴、纺纱为生。
冬天，母亲就帮别人家洗衣服赚几个钱。
一个冬天的早晨，5岁的小玉成起床不见母亲，打开锅，里面空空如也。
他很饿，就去找母亲。
找呀找，一直找到河边。
他发现母亲在结了一层冰的河边洗衣服，手指冻得通红，脊背弯得像一张疲倦的弓。
衣衫单薄的小玉成尽管冷得发抖，却跑过去说：“妈妈，让我帮你洗吧。
”母亲望着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儿子，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母亲也特别疼爱这个懂事的满儿子。
到小玉成8岁时，母亲便跟长子商量，一家人省吃俭用供玉成上学，期望他以后有些出息。
小玉成喜出望外，从此开始了令别的穷孩子羡慕不已的念书生涯。
他知道这机会来之不易，所以特别珍惜，学习很用功，一直是班上最出色的学生。
1917年，他考上了长沙颇有名气的长郡中学。
萧玉成的母亲将自己当年陪嫁的一枚金戒指送进了当铺，让萧玉成有了一套简单的行李搬进长郡中学
。
此时，他并不知道。
进这所中学将是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里，他和从湘阴来的任培国成了要好的朋友。
任培国是一个贫苦教师的独生儿子，开朗活泼，多才多艺。
两人性格虽不同，却是无话不谈、互相帮助的知己。
转眼就到了1920年夏，这是萧玉成和任培国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
萧玉成很苦恼。
照理，再过几个月，他就要中学毕业了，有了这张毕业证，就是了不起的“秀才”，凭此便可以找到
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可萧玉成掌得国难当头，自己一个热血青年，怎么能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没有更高的理想？
但是，继续升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上中学已是靠母亲和哥哥们平日省吃俭用才勉强支持下来，家里根
本供不起他上大学。
于是他想仿效前几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到国外去见见世面，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以便有更多的知
识报效祖国。
可是，他去湖南华法教育分会时，干事长告诉他：“赴法是不可能的，已经在那边的留学生很多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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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工作，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不能升学，不能赴国外勤工俭学，毕业后找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又不甘心，怎么办呢？
他冥思苦想，烦恼极了。
一天，任培国去找同乡想办法，晌午时分满头大汗跑回来，兴奋得手舞足蹈，告诉萧玉成，船山学校
的校长贺明范等人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正要送一批人去修俄文，准备送到俄国学习，问他去不
去。
“去，去！
”萧劲光高兴得跳起来，“走，咱们报名去！
”任培国说：“还有半年多就要毕业了，如果去俄国，也许很快会走，那样文凭就拿不到了。
”“要是能去俄国学习，这张高中毕业文凭就不要了！
”主意一定，他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唯恐错过了机会，顶着烈日，踩着灼脚的石板路去找贺明范
，参加了俄罗斯研究会。
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点。
为了找出路，两个热血青年就这样闯进了革命的大门，与革命分子有了联系。
因为俄罗斯研究会是新民学会组织的，它的总干事是他们久闻大名的毛泽东。
这个俄罗斯研究会正是遵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指示，招收一批进步学生赴俄学习，培养中国革命骨
干。
这时，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名字改了：萧玉成改成萧劲光，任培国改为任弼时。
后来，他们的名字都留在了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册上。
二留苏归国的萧劲光显露出不凡的军事才干1920年8月，萧劲光又一次得到母亲和兄长的支持，去了上
海。
然后在1921年春到达了革命圣地——莫斯科。
和萧劲光一起到达莫斯科的，有任弼时、刘少奇、彭述之、卜士奇、蒋光慈等十余人。
他们一同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是列宁领导成立共产国际后，为了给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培养干部的学校。
不久，学校发下一张表，让学生按自己的志愿填写今后的学习领域。
萧劲光认为要学好革命的本领，军事肯定用得上。
于是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个字：学军事。
一年后，萧劲光被送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
这是一所初级军官学校，萧劲光进校后如一个饥渴的孩子，忘我地吸取着知识的营养。
然而，一年之后，由于陈独秀的一句话，结束了萧劲光这次学习军事的生涯。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到莫斯科访问，他抽空到东方大学来看中国学生。
当他得知一些学员在学军事时很生气，斥责道：“现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学军事干什
么？
想当军阀呀！
”萧劲光等人只好又转回东方大学学革命理论。
1924年春，萧劲光应党的召唤起程回国。
这时，他在莫斯科整整待了三年，已经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娃娃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留学生涯
使他不仅学会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也掌握了从事革命活动的本领。
回国后，萧劲光先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后来去了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第六师党代表、授予中将军衔，后随军北伐。
一个年仅22岁的青年一下子就做了将军，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有留学苏联三年的经历，在联俄联共之时
，可谓一块金字招牌。
这是萧劲光军事生涯的起点。
萧劲光这个娃娃党代表在六师表现得很不错，他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各团、营、连担任政治指导员
，整个六师士气高昂，斗志旺盛，下湖南、战江西、克南京，所向披靡。
然而，萧劲光还未充分享受胜利的喜悦，国民党右派就举起了屠刀，公然鲸吞了革命的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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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萧劲光也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
他刚与湖南知名教育家朱剑凡先生的女儿朱仲止结婚不几日，就被党组织选派去苏联学习。
他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又一次到了苏联。
与上一次不同，这一次党中央是明确要他学军事，学好军事回去跟国民党较量。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失败后，深深认识到，不拿起武器，最终只能任人宰割。
萧劲光进了涅瓦河畔的一所军政学院。
这所学院以在保卫列宁格勒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红军将领托尔马乔夫的名字命名，是一所培养高级军政
指挥人员的正规学校，苏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大多毕业于此校。
对军事的浓厚兴趣和对祖国的使命感使萧劲光沉迷于学习，从正规战的进攻防御到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理论，他都下工夫学。
第二次留苏期间，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来看他，鼓励他学好军事。
可是，当两年后萧劲光回国时，这位总书记已经成了可耻的叛徒。
经过三年正规的军事训练，萧劲光在苏联前后学习了六年，获益匪浅，政治、军事理论水平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讲起某个军事问题，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后来，他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在建立新中国的战场上谱写了
曲曲凯歌。
1930年12月初，萧劲光从苏联回到国内。
他的第一个用武之地是闽西。
他担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
他把满腔的热情倾注给自己的部队，整天和干部、战士摸爬滚打在一起，并致力于提高部队的素质。
但是战争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怪物，不一定你努力了就会成功。
自从萧劲光上任后，由于党内“左”的迷雾笼罩，指导战争的战略方针错误，加上他的书本知识有一
个中国化的过程，所以上阵指挥虽有不少局部战役的胜利，但在攻打坝市和大、小池战役时，以消耗
对消耗，留下了不成功的战争记录。
然而，萧劲光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善于从挫折和失败中思考，在战争中学习军事，在接下来的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改变战略战术
，几仗都打得灵活机动，干净利索，连下汀洲、连城，使得闽西、赣南连成一片，中央根据地得以扩
大，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萧劲光刚打仗打出点门道来，中央又给他调整了工作，先是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后来又去改编
起义部队。
1931年12月14日，驻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人举行起义。
四天之后，萧劲光被任命为由这支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对这一任命，萧劲光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中央根据地已有的一、三军团各由大名鼎鼎的林彪、罗荣桓
和彭德怀、滕代远统率。
现在由萧劲光出任新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显然是委以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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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卷主要撰稿人是熊杏林、阳雪梅、徐能武。
参与本卷撰稿工作的还有张群喜、高丽华。
本书在写作中重点参考了近年来出版的大量有关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传记、生平纪实、研究文章，
吸收了近年来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我们借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的编写是一项较大的工程。
由于涉及面广，任务重，时间紧，尽管编者精心组织，力争使本系列书达到较高水平，但由于编者的
水平及精力所限，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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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开国司令员》：聚焦红墙内外故事，揭秘开国高层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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