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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文学传记。
这里有大量真实的档案资料，为您披露尘封的真相。
这是一部记录伟人生命历程的纪实性著作。
这里没有虚构的幻象。
这里有十分珍贵的历史图片，为您还原真实的历史瞬间。
这里有感人至深的情怀，有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军事斗争，有思深虑远、纵横捭阖、处乱不惊的政
治智慧。
精心挑选、完美设计、权威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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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011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06周年。
伟人虽逝，他的风范、他的追求、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的贡献，仍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
忆之中。
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全面反映他的生平、思想、业绩和风范，我们决定沿着伟人走过的道路，追寻这
位伟人的足迹。
    青浦练塘是陈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们这次追寻伟人足迹第一站的目的地。
    练塘地处上海市西南，是一个典型的水乡小镇，一条市河穿镇而过，将小镇一分为二。
当地人又把这条市河称为“三里塘”。
“三里塘”不止三里，它向东流人泖河，而后汇人黄浦江，再经长江最后归人东海。
练塘离上海市区约50公里，离长江人海口就更远，然而，这里的人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大海的起伏。
受潮汐的影响，  “三里塘”每天都会有两次潮起潮落的现象。
不是当地人的指点，我曾几次以为自己搞错了方向。
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观使人感慨良多。
这条市河将小镇与大海连在了一起，也将小镇与外面的世界连在了一起。
当年，14岁的陈云就是沿着这条市河出发来到上海，并实现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青浦县原属江苏管辖，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末才划归上海。
实际上近代以来，无论从地缘，还是经济文化的联系上，青浦早已“归属”上海。
这里的人们都以自己是上海人为荣，似乎并不在意这里曾是江苏的一个县。
上海对陈云一生的影响太大了，陈云一直自认是上海人。
据知情人回忆，陈云经常表示“阿拉上海人”，并把上海人当作自己的同乡。
    上海人对于自己的同乡中有这样一位伟人也颇为自得。
练塘镇边公路旁“陈云故里人民欢迎您”的巨幅标牌，透着自豪和热情，似乎生}白人们不知道这里是
陈云同志的故乡。
镇中“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外表不事张扬，但其中匠心独具的设计和内容丰富的陈展，
更是处处可以感受到人们对这位伟人的崇敬和怀念。
为了工作方便，到达练塘后我们径直住进了陈云纪念馆。
尽管已近周末，纪念馆的同志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帮我们制定了寻访计划。
    现在的陈云故居实际上是陈云舅父的家。
陈云两岁丧父，四岁丧母，此后即被舅父收养，一直住在舅父家中。
当地人还记得，陈云出生的地方在练塘镇下塘街的闵家小屋。
几经周折，我们总算找到了这间小屋的所在地，但一百年过去了，当时就已破烂不堪的小屋如今早已
荡然无存，甚至连小屋是什么模样人们也已记不清了。
与闵家小屋同样难以寻觅的，是陈云家族的历史。
按照过去的传统，一代伟人似乎总有一段与众不同的家族史，但在这里，我们却始终没能发现。
陈云的父亲陈梅堂显然并非出身大户人家，没有留下可供追溯的家谱，由于去世过早，也没有给人留
下太深的印象。
陈云的外祖父倒像是有些来历，据当地人传说，陈云的外祖父是从广东辗转来到此地的，去世时灵柩
也曾运回广东。
但由于年代久远，具体细节也已不可考订。
    陈云家族的历史似乎有些朦胧、有些苍白，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人们对这位伟人的兴趣。
人们更关注的不是他家族的历史，而是他本人不平凡的经历。
    从陈云故居往东不到两华里，即是陈云同志曾经就读过的颜安小学。
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中，陈云同志的“学历”是最低的，在各种履历表中，陈云同
志一直把自己的学历填为高小。
我们迫切希望知道，是怎样一所高小培养、造就了这样一位令无数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甚至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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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研究不尽的伟人？
    从故居到小学只有几百米，这中间我们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当我们路过一所旧式的二层小楼时，有人告诉我们，这里过去曾经是一户袁姓米店老板的住宅。
解放后，陈云同志回家乡做调查时曾在这里住过。
如今，这里已经改为老干部活动室。
信步走进宅内，一对老者，楚河汉界杀得正酣。
我们本不想惊扰，但当他们得知我们是从北京专程来寻访陈云同志足迹的，立即收拾“战场”，泡上
绿茶，请我们坐了下来。
原来，其中的一位老者恰巧是当年的公社干部，陈云回家乡搞调查时曾接待过陈云，也有一肚子关于
陈云的故事。
这一巧遇使我们增添了许多期待。
也许这个镇上，稍上年纪的人都有一些关于陈云’的故事。
    从袁家老宅出来，到颜安小学已是黄昏。
本来就是周末，孩子们都已放学回家了，校长和老师也都不在，空荡荡的校园给人足够的想像空间。
但若非校园中保留了陈云曾经上过课的教室以及陈云和同学们为他的一位老师修建的一个纪念塔，你
还是无法想像，一代伟人就毕业于这样一个学校。
因为它太普通了，几乎与其他的学校没有太大的区别。
看来，要了解陈云成长的道路，只到这里是不够的，还要继续追寻。
不过我们也有收获，在校门口，我们碰到了一位年纪不算太大的校工。
这位校工也是颜安小学的毕业生，热情胜过江南的夏天，一定要为我们讲述陈云的故事。
他没有接触过陈云，故事也都是建国后他上学的时候听老师和老人们讲的。
这些故事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看着他认真的样子，他的那份真挚的感情，我们不忍打断，完整地听
完了他的讲述。
故事虽然不新，但他流露出的家乡人民对于陈云的那份真情，令人感动。
    这位校工的热情颇具代表意义。
在练塘、在上海市区，我们采访了很多人，有一般群众，也有级别不低的干部；有在职的，也有离退
休的；有的已近百岁，有的甚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听说要谈关
于陈云的事情、谈与陈云同志的接触，都非常爽快、热隋，谈起来则生怕不细、不全。
有许多次，预定的谈话时间不得不一延再延。
即使如此，许多人仍感意犹未尽，希望能够安排更多的时间，以便畅谈。
    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事情能够引起上海人如此的兴趣，但这一次，我的印象大大
改变。
不过，说实话，听上海人说话是一件苦差事，上了岁数的上海人大都不会说普通话，地道的上海话又
是出奇地难瞳。
开始的时候，他们说一句，我们就请纪念馆的同志帮我们“翻译”一句，由于缺乏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被采访者往往难以尽兴。
后来，为了不打断他们的激情和兴致，我们只好频频点头，表示已经领会。
其实，他们说得眉飞色舞，我们则是一句都没有听瞳。
好在有录音，事后纪念馆的同志帮我们整理成了文字稿，不然，他们尽兴了，我们可就惨了！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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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远航、刘晴主编的《陈云纪事(上下1905-1995)》不是一部普通的文学传记。
    这里有大量真实的档案资料，为您披露尘封的真相。
    这是一部记录陈云生命历程的纪实性著作。
这里没有虚构的幻象。
这里有十分珍贵的历史图片，为您还原真实的历史瞬间。
这里有感人至深的情怀，有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军事斗争，有思深虑远、纵横捭阖、处乱不惊的政
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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