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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邓小平，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
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
平理论的创立者。
本书记述了他与陈济堂、冯玉祥、高树勋、霍英东等众多名人名士一起研究过的问题，一起讨论过的
话题，一起创下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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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治粤八年，确有建树  ——邓小平与陈济棠成瑜铁路一定要搞  ——邓小平与陈修和“焕章先生是和我
们有因缘的”  ——邓小平与冯玉祥“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  ——邓小平
与高树勋“李明瑞是坚决的！
”  ——邓小平与李明瑞“听说你阿沛就不主张打仗，主张和平谈判”  ——邓小平与阿沛·阿旺晋美
“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一个爱国者”  ——邓小平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钱要用起来，人要用
起来”  ——邓小平与原工商界五位元老“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  ——邓小平与荣毅仁
“白天鹅好”  ——邓小平与霍英东“对查先生。
我也是知名已久了”  ——邓小平与金庸“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邓小平与李嘉诚“咱们早该见
面了”  ——邓小平与包玉刚“这个领导人的眼光很远，我们很佩服”  ——邓小平与位华人科学技术
专家“您在中国工作了这么长时阃，真不容易呀”  ——邓小平与爱泼斯坦“我用桥牌来训练脑筋”  
——邓小平与杨小燕“你们在美国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邓小
平与杨力宇“这几年你做了不少事情”  ——邓小平与丁肇中“感谢邓主任的关心”  ——邓小平与李
政道“你们为中国做了许多事情，应该感谢你们”  ——邓小平与吴健雄“江南猫王”  ——邓小平与
陈莲涛“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  ——邓小平与费孝通“邓小平同志真是我们的知己啊
！
”  ——邓小平与黄汲清“为什么不叫黄昆搞本行?”  ——邓小平与黄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
平”“要从科学教育入手”   ——邓小平与苏步青“您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  ——邓小平与汪云
松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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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初掌粤政    在1949年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陈济棠不但曾经是广东家喻户晓的“南天王”，而且
也是闻名全国的地方军阀。
他出身贫寒，但不愿局限于山乡一隅。
他在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新学，不久就投笔从戎，开始了改变他一生的军旅生涯。
 陈济棠是在1929年3月上台开始执政广东的，结束了长期以来广东被外来军阀或政客霸占统治的历史
，开始了“粤人治粤”的新局面。
5月份，第一次粤桂战争刚刚落幕，陈济棠就宣布广东历经多年的战乱破坏，应赶紧从事建设，恢复
地方元气。
他决心今后积极帮忙建设，使徒事分利的军队，能直接为人民谋利益，表达了顺应地方呼声、重视地
方建设的愿望。
    陈济棠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比较独到的认识，也是他推行地方建设的重要原因。
首先，他认为地方建设是与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手段。
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半殖民地的境遇，不断深入的帝国主义主宰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
他说“帝国主义每年运进15万万元的洋货来，把我们国内的生产事业都排挤得衰弱不堪。
”帝国主义严重的经济侵略，使中华民族的生存成为问题，如果中国“产业落后工商凋敝，一任帝国
主义者之经济侵略，已足灭亡而有余”。
陈济棠认为，必须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针锋相对，而发展民族经济就是抵抗经济侵略、为民族求生
存的惟一出路。
他指出：“欲求民族生存，非从经济上找出路不可。
”其次，地方建设也是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基础。
陈济棠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的危机中，必须创造更强大的物质力量，才能抗日救国；而只
有加强地方建设，才能“使得我们抵御外海的力量，从今日起日益增加”。
1928年和1931年，日本分别制造了侵略中国的“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广东掀起了一次次的
抵制日货的运动，日货在广东的地位受到削弱。
陈济棠正是在抵制日货的怒潮中，萌发了“积极地振兴实业，使生产日增”的念头。
再次，建设广东也是为了加快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其不负于“革命策源地”的光荣历史。
陈济棠认为，作为革命策源地，广东在几十年来为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但在革命之后
，在经济建设方面却有日趋衰败、落后之势。
陈济棠“有见于此，心所忧之”，对本省建设的落伍感到难以忍受。
他在“喘息稍定之时”，以一种肩负乡土建设重任的自信，断定此时的广东是从事建设的大好时机。
他强调：“夫今日为乱极思治之时期，亦为积极建设之时期。
”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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