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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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塾发蒙    邓小平在私塾除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外，主要功课就是
描红习字。
    如同千百万旧式家庭一样，对邓家老院子的主人邓绍昌来说，儿子邓小平的降生，使他燃起了对生
活的希望。
这一天也成为全家上下最为喜庆的日子。
邓家祖上自明初由江西迁来，其间虽也曾中过进士，封过翰林，但后来家道渐渐中落。
到邓绍昌这辈时，家境已日益零落困窘，除一所住房外，田地不多，岁收很少，而且人丁不旺，子儿
稀疏，已是三代单传。
邓绍昌把重振邓家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长子身上。
他为儿子取名为邓先圣，5岁时就送他进私塾发蒙，6岁时送进家乡的初级小学，1 l岁时送进全县唯一
的高等小学堂，15岁时又送进了广安中学。
这对一个仅有十几亩田地，家境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邓绍昌对此始终不渝，最后通过变卖家产，将年仅16岁的爱子送上了万里求
学的漫漫征程。
    邓小平发蒙的私塾，就设在昔日邓翰林的“翰林院”。
这是牌坊村当年最显眼的一所大宅第。
只是盛时不再，家道中落，这所声名显赫的“翰林院”竟卖给了外姓旁人。
私塾之所以设在这所大宅院的一角，固然是因为其院落颇大，堪以利用，但其中大概也蕴含着欲借助
邓翰林的福荫，使牌坊村子弟通过念书得仕，重复翰林昔日荣华的企盼！
    私塾先生是位老夫子，对邓先圣的名字极为不满。
他对邓绍昌说，祖师爷孔夫子不过尊为圣人，区区乡间小儿怎敢僭越为“先圣”呢？
于是他自作主张，将邓先圣改名为邓希贤。
邓绍昌认可了长子的这个学名，然而对他而言，先圣和希贤并无二意，都能表达他望子成龙的愿望。
只是邓绍昌和那位今天谁也记不起他的名字的那位私塾先生，并未料到，他们给这位发蒙幼童所起的
名字竟然真的应验了。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今日的邓小平乃当之无愧的圣人、大贤。
    人私塾后已改名为邓希贤的邓先圣，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
因为他此时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使得他有可能把个人的抱负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
起来，走上一条与自己父辈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当时私塾除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外，主要功课就是描红习字。
塾师评定蒙童成绩优劣高下，就是看他诵背是否流畅，习字作业则以红笔圈或打来区别。
错写或结构不当的就在旁边划一个“×”，写得好的就画一个圈。
蒙童互相之间常常以自己所得圈圈的多少来炫耀自夸。
    邓小平资质聪颖，悟f生好，记忆力强。
在先生教读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诵背课文，深得先生的喜爱，常常被先生叫起来为其他同学示范领
读，教室里不时传出他那稚嫩然而十分认真的诵读声。
对描红习字，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临摹练习。
他习字本上的红圈圈总是最多。
邓小平的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十分能干，通晓事理。
每当看见放学归来的儿子又得到了好些个红圈圈时，她就照例忙不迭地煮上一个鸡蛋以作奖励。
      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这可
以说是童年时代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
据说，有一年过春节，邓家请来一位能写会画的地主写春联。
这个人思想反动，便趁机挖苦讽刺参加过进步党的邓绍昌及其家人。
淡氏不识字，把春联贴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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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回家后见到对联，童怒大发，愤然撕下，自己上街买了几张红纸，重新写了春联贴到门上。
这时，他不过是个10岁左右的孩子，字虽写得并不规范，但却写出了邓家的志气。
望着儿子亲笔写下的大红春联，母亲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以后她经常用这件事教育邓小平的弟弟妹妹，鼓励他们向大哥学习，要有骨气，要求上进。
    1992年春节伊始，邓小平视察深圳。
当邓小平所乘的车行至深圳火车站时，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小平说：
“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     邓楠这时在一边打趣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于知识产权问题。
”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平心而论，邓小平的毛笔字确实写得不错。
虽然不像毛泽东的书法那样龙飞凤舞、狂放豪迈，但邓小平的书法犹如其人的性格一样，实在、稳健
、厚重。
当然，邓小平从不对自己的毛笔字矜夸自诩。
这也是其性格使然。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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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07周年纪念日。
为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享誉世界的伟人，我们特编辑了这本书。
    作为中国的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又富有传奇色彩：从广安发蒙、赴法勤工俭学、求
索救国真理，到参加八七会议，领导百色起义；从第一次蒙难、参加遵义会议、两万五千里长征，到
转战太行、逐鹿中原、挺进大别山、指挥淮海战役；从进军大西南、和平解放西藏，到担任十年总书
记；从“文化大革命”蒙难、复出、再遭批判，到粉碎“四人帮”，设计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邓
小平以其非凡的经历、独特的魅力以及过人的胆略和气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本书是从大量研究邓小平的著作及文章中选编而成的。
作者既有研究邓小平的专家、学者，也有许多与邓小平有过直接接触的当事人。
编排体例基本上以时间为序。
全书共收录260条珍闻逸事，选编内容力图在反映邓小平光辉业绩、伟大思想的同时，也全面展示邓小
平的崇高风范及人格魅力。
    本书的编辑，得到了大多数原作者的支持与鼓励。
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尚未与个别作者取得联系，望这些作者及时与出版社联系。
在此，向本书的所有作者致谢！
    由于水平、学识的局限，书中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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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建华、刘丽主编的《邓小平纪事(上下1904-1997)》全面讲述务实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的一生。
本书依据真实史料，揭示尘封的历史真相，抒写出感人、壮阔的战争生活，展现伟人思深虑远、纵横
捭阖、处乱不惊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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