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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一真同志逝世有13年了，我至今还很怀念他。
江一真同志是福建闽西人，参加红军后立志学医，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抢救过不少红军伤病员。
抗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第一任校
长、军区卫生部长，曾与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友人都曾一起工作过。
他精湛的医技获得各方赞誉，是红军和八路军公认的“一把刀”。
解放战争期间，他跟随张鼎丞、邓子恢同志到达苏北，转行做地方工作，在基层工作中得到了较好的
锻炼和提高。
后来也是张鼎丞同志要他回到福建工作的。
在福建解放初期，他担任省农委主任、农学院院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等职。
他发挥在苏北曾经领导过土改、熟悉基层工作的优势，协助张鼎丞同志大力抓好福建农村土改和农业
生产的恢复等工作，工作做得很好，受到好评。
后来我在省委秘书长的任上奉调华东局工作，他接替我的职务，以后还担任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
建省省长等职务。
江一真同志幼失怙恃，家里非常贫穷，但他人穷志不短，小名就叫“松树仔”，他特别喜爱青松那不
怕雪压霜欺、坚韧不拔的风格，经常以此自勉，从而养成了正直无私、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
我虽然较早离开了福建，但对他的情况还是了解的。
“大跃进”期间，他在福建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反映民众的疾苦而招祸，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代表
人物，撤销了职务，下放到三明钢铁厂当副厂长，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反党”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北京又遭受打击，饱尝铁窗之苦。
后来在河北工作期间，他坚决执行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因认识不一致再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虽然历经磨难和坎坷，但江一真同志从未丧失信心，更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利用一切机会为党工作
、为人民服务，表现了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的气节。
青松傲雪品自高，我认为这是江一真同志为人和做事的写照。
江一真同志阅历丰富，从事过多种工作，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能够做到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
他工作踏实，倾听群众的意见，一切以群众的利益为重；他作风深入，注重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全国
大部分省市。
退居二线担任中顾委委员后，他仍然不辞辛劳地做调研，为国计民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江一真同志生前立下遗嘱，要求将自己的遗体献给医用，而且不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
但我和许多老同志都自发前去八宝山送行，以表达对他的敬重之情。
为江一真同志立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受老同志委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两位熟悉党史的年轻传记作家钟兆云、王盛泽同志，数年间收集
了丰富的资料，访问了众多知情者，本着资政育人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准则，数易其稿，写出了这部
洋洋50万言的传记，这是值得肯定的。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一代来做这种发掘宝贵的精神财富、教育后来者见贤思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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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生求真：江一真传》作者是资深党史专家，同时又是中国作协会员。
《一生求真：江一真传》将历史的真实客观与文学的生动可读融为一体，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当代人物
传记作品。
江一真同志是闽西客家人。
从一位优秀卫生工作者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
他一生虽然四次遭受错误打击，但他坚定理想信念，在各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
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生求真：江一真传》详细讲述了江一真同志的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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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兆云,男，1969年6月生，福建省武平人。
1990年福建教育学院英语系毕业。
现在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为《福建党史月刊》编辑、记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14岁开始发表习作，迄今已发表暨出版400余万字作品。
著作有《将军与故土》、《山风海涛》、《边走边唱》、《百战将星刘亚楼》、《寻找毛泽东丢失的
女儿》、《农民知己邓子恢》、《项南在福建》、《从基智徒到御医》等。
曾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第四届当代军人最喜爱的军版图书一等奖，福建省文学奖等奖项20
多次。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中国人才辞典》、《世界文化名人·华人卷》
、《当代中青年学者辞典》、《中国汀州客家名人辞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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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苦孩子走上革命路“命”硬的山村少年在异乡参加革命第二章 在红色熔炉中成长从宣传员到
共产党第一次生死考验立志学医第三章 血与火的洗礼长征路上在延安后方医院结识白求恩第四章 在
白求恩卫生学校白求恩的“化身”战争环境下的教与学与柯棣华等国际友人的交往在反“扫荡”和大
生产中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第五章 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提高卫生业务水平针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喜结连
理第六章 改行到苏北解放区滨海县领导土改成长为党政军民工作的多面手第七章 意气风发的年代会
师后的甘苦一波三折的土改关心华侨的切身利益农民开怀之日，我们高兴之时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脱颖
而出的“二当家”高潮迭起有冷热经济建设之外的探索第八章 在反右派、“大跃进”等运动中由山头
情绪演化而来的大事小事开展自我批评反右中划个“三八线”在反“地方主义”中积极“跃进”投身
农业“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怀疑与纠正敢讲真话东北之行前后的喜忧第九章 在“反右倾”运动中争论
与分歧一次振聋发聩的基层调查率先高擎反“左”大旗该提的意见不能不提一场十二级台风“老右倾
”加“新右倾”震动涉及全省第十章 下放和申诉下放三明百折不挠告“御状”洞见肺腑公理自在人心
即将离闽的日子第十一章 国务院农口的京官搞好农场场社合并和知青安置主政农业部第十二章 “文
化大革命”中的苦斗与抗争力不从心的领导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铁窗内外第十三章 重返
卫生战线派驻卫生部清理“四人帮”党羽共和国第四任卫生部长加强中医工作，提议建立国家医药管
理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开炮贤者让贤第十四章 在河北拨乱反正为“伊玛尼党案”平反保定行，主
动接触杨凤鸣案件连轴转的落实政策会议打开张家口地区的工作局面新的较量第十五章 壮志未酬亦英
雄新的气象情注人才和建设大计替老帅们和自己还愿分歧与团结去职第十六章 为霞尚满天闲不住的中
顾委委员从经济调查到历史问题的调查推动落实地下党政策问题的解决为海洋渔业的长远发展奔走呼
喊钓中天地帮助海南特区“跑步”桑梓情未了把新思潮带进坂寮岭紧闭的山门难得的好人忘不掉的情
谊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江一真生平大事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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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江一真重视教学实习。
教学实习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措施。
基础课教学，虽然因条件所限，难以充分满足教学要求，但只要能做到的都尽力做到。
战时最需要技术熟练的外科医生，为培养好的外科医生，基础课实习，学校最重视解剖学习，尽量给
学员多做多看尸体解剖，使他们充分熟悉人体的组织构造和解剖部位，有条件时还辅之以动物解剖。
为搞好临床实习，建校初期学校就建立起分科的附属医院，为教学实习创造了条件。
为使学员在临床实习中广览实习病例，附属医院对边区农民和地方干部实行开放门诊。
因为白校有许多技术精湛的医学专家，在边区党政军民中威望极高，四面八方的疑难病人，都慕名前
来求诊。
为了便于学员观察病程的发展变化，使患者的疾病得到彻底治疗，学校还批准农民病人住院治疗，而
且不收医药费。
江一真特别注重培养学员们的实际动手能力。
在临床实习中，尽量安排学员多参加各种实际操作，以培养多面手医生。
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医务人员缺乏，学员毕业后，到土作岗位上往往必须独当一面，作为战时医生，
只会诊断开处方、拿刀子做手术还不够，他还应当学会注射、换药、导尿、灌肠等各种护理操作，才
能适应战时的实际需要。
在临床实习中，江一真提倡医生成为多面手，既能当医生动手术，又能做护理等工作，要求学员不仅
要向医生学，而且要向护士学习。
只要有机会，江一真就要学校组织学员到前方参加战地医疗救护工作，以使学员们得到实战锻炼。
农村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时，还组织学员到疫区去抢救治疗，解除群众的疾苦。
白求恩卫生学校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战斗环境下成长。
学校从创建的那一天起，就处在频繁激烈的行军作战中。
面对日军“纵横扫荡”、“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三光政策”等惨无人道的进攻和摧残，学
校提出“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的口号，在同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扫荡”中，仍坚持了紧张的教
学工作。
学校驻地周围的各个县城和大的村镇都驻扎着日伪军，因此学校的一切活动经常处于战备状态。
平时敌人不出来“扫荡”，学员们就住在百姓家里，找一个稍大一点的民房当教室。
侦察到敌人有活动的迹象，就要抢时间做好战斗中教学的准备工作。
行军途中，学员根据教员事先布置的学习内容，把神经传导、病理变化、鉴别诊断、治疗方法、拉丁
文药名和用量等写在纸上，行军时贴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边走边学习。
走在前边设营组的同志用粉笔在路旁写上医学技术或政治时事题，向行军队伍中的同学点将提问，请
其回答，队伍中每位同志看到后，自然都要动脑子想一想，并和前后同志研究、讨论。
这样能调动大家动脑筋，想答案，可谓一举几得，后来名之为“行军教学法”。
走在后边的收容队再把这些字迹彻底抹掉，以免敌人发现行踪。
到宿营地后，只要有半天的待命时间，学员们就抓紧上课。
先派两名学员到山头的制高点放哨，监视敌人的动向，其余学员做好一切行军和战斗准备。
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大树下或山洞等)，坐在背包上，教员以门板当黑板便开始上课。
放哨的学员如发现敌人向上课方向移动时，就把伪装的小树放倒或挥动毛巾，向师生们发出信号，师
生们立刻转移。
这种办法名日“武装上课”。
1940年，军医第一期在临床实习之际，为了增强前线救护力量，也为了理论联系实际，江一真和学校
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由教员带领学员们奔赴战火纷飞的前线，参加战地医疗救护和转运、治疗伤病员
的工作。
广大学员在白求恩精神鼓舞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以饱满的战斗热情，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真
正把“战场就是课堂”、“教学为革命战争服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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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上敌人集中重兵进行残酷的较长时间的“大扫荡”，学校不能集中教学活动，便化整为零，把教员
和学员编成若干小组，分散隐蔽在几个山村的老百姓家里，一面配合民兵战斗，帮助老乡干农活，给
老乡看病，一面进行教学活动。
教员抓紧战斗空隙，走村串户指导学习。
敌人来了，就随老乡一块转移隐蔽。
敌人退了，就仍回村坚持学习。
师生们吃在老乡家，住在老乡家，和老乡们一起生活，共同战斗，一切都依靠人民群众，在从实践中
，大家真正体会到军民间不可或离的鱼水深情。
1940年8月，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开始后，根据军区指示，白求恩卫生学校抽调部分学生，组成了医疗
队、手术队，分赴各战区前线救治伤员。
在抢救中由简单的包扎止血，发展到火线施行手术，对骨折及时进行夹板固定等，野战外科技术有了
明显提高。
这年冬，日军对根据地发动了一次最为残酷的“扫荡”。
全校到阜平、行唐一带打游击。
每次行军转移时，学校都要抽调几个人提前出发，到宿营地打前站，以使队伍到后有饭吃有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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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江一真同志是闽西客家人。
从一位优秀卫生工作者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
他一生虽然四次遭受错误打击，但他坚定理想信念，在各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
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作为党史工作者，又是闽西客家人，对江一真同志的事迹和品格早有耳闻，且深为敬佩，所以许
集美、张明俊等老同志提出请我们为这位先贤立传时，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江一真同志经历丰富，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和部门很多，收集资料的难度很大，特别是江一真同志在
建国前的历史资料比较少。
我们在福建、北京、河北、山西、江苏等地工作过程中，得到各地档案馆、党史部门等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福建省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采访中，彭冲、钱信忠、于光远、伍洪祥、庄炎林、肖鹏、涂通今、谭云鹤、韩培信、王禹、鲁坚
、许集美、石山、张连、张维兹、汪志馨、杨涛、谢毕真、林以行、牛力达、郭芄、邢竹林、林间、
张业胜、李亚荣、李玉芝、陈阳和、殷子烈、刘军、齐中林、王黎、钱富江、侯雨亭、朱士良、祝斌
、陈兆铭、陈永芳、苏菲、中村京子、曾宪儒、李朝山、马林树、胡冀燕、林仁芳、钟立昌、沈锟英
、江斯水、江开燮、罗土卿、江开志、江瑞琼等知情者，热情地为我们提供和讲述了传主许多鲜为人
知的资料。
传主前后几任秘书张明俊、张治家、范五禾、朱杰、梅连山、董恩和，以及传主子女亲属江上舟、吴
启迪、江效松等人，给予我们大力帮助，而且多次召开座谈会或接受我们的采访。
福建省委、龙岩市委领导和我们所在单位的领导也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
初稿出炉后，张明俊等同志还一字一句地审读。
中共党史出版社总编辑李向前和本书责任编辑吴江，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给予了有力指导。
可以说没有这些支持和帮助，要早日完成这项工作是难乎其难的，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分工，王盛泽撰写传主解放前、农垦部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段经历，即一至六章、十至十一
章，约计17万字；钟兆云撰写传主南下福建、卫生部、河北工作至逝世这部分历史，即七至九章、十
二至十五章，约计51万字。
最后由钟兆云负责全书的统稿和润色。
我们本着实事求是、不饰美、不讳过的写作原则，努力来做好这部传记，但囿于水平和多种原因，书
中肯定还存在不如人意之处，恳请得到知情者和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正。
钟兆云王盛泽2008年10月1日晚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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