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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汝瑰回忆录》是郭汝瑰的回忆录，详述传奇险难人生，同时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多次战
役有精当分析，对国民党高层政争缠斗也有精要点评。
　　郭汝瑰，出身名门，先为黄埔五期，又入陆军大学。
抗日战争中，率旅参加淞沪会战，与日军反复争夺七天七夜而阵地不失，名扬军界，备受陈诚赏识；
长沙会战中又得薛岳青睐；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其实，这样炙手可热的人物，曾是中共党员，抗战中已与中共高层建立联系。
在国共争锋紧要关头，由于郭汝瑰进入国军中枢决策层，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听取指令，因
而有机会将大量最高机密转交中共。
他隐藏很深，又多谋善算，受当局信任，在糜局、危局中始终官运亨通。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兵团司令，防堵解放军入川。
郭在宜宾通电起义，破坏了蒋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台湾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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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门九、在国防部第三厅和徐州陆军总司令部（1 947—1 948年）　任国防
部第三厅厅长　出任徐州陆总参谋长　大别山作战会议门　徐州陆总的暗淡结局　再任第三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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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淮海战役始末》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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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青少年时期　　家庭和家教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一个人的身世，总逃脱不了时代和潮流的支配。
我出生在国家风雨飘摇可能被列强瓜分的时代，我在淳朴而落后的故乡度过我的童年，我所处的封建
的家庭环境，我所受的中、小学教育，对我这曲折的一生，无疑是有极大影响的。
虽然现在回忆起来，已经“事如春梦”，只依稀记得一些片段了，但就是这些片段，在我的心灵深处
，起着长久不可磨灭的作用。
　　1907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九），我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尹家市（现名永嘉乡）达昌池的一个家
道衰落的书香之家。
尹家市距铜梁县城九十里。
四周尽是一片丘陵地带，小山丘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一个挨一介挤得紧紧的。
小山上边嵌着一块块的耕地，两山之间布满一层层的梯田，土丘边到处是一簇簇青翠的竹林。
这里虽没有四川长江沿岸、嘉陵江边那样的“蜀江水碧蜀山青”的幽美秀丽的景色，倒也有一番“华
实遍野，黍稷盈畴”的景象。
我家就坐落在四周为竹林掩荫的四合院里。
　　我家原来姓文不姓郭。
据长辈们传说：“我家入川（移居四川）的老祖祖名叫郭文治，他曾传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余家世
文姓，为洛阳总兵，国朝定鼎后，移居于此。
文治祖就姓文名治，他由洛阳到鄂西，经四川入贵州，后来又由贵州到四川遂宁，最后才移居铜梁。
”　　我父亲名锡柱，号朗溪。
他身体矮小，貌不出众，从小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深得铜梁县巴琼书院院长陈昌（号世五）
的赏识。
陈世五知道我父亲家境清贫，便让父亲一边在书院读书，一边照管藏书楼（图书馆），因此，父亲有
机会阅读了不少书。
当时铜梁县常常搞会考，考取第一名的，可得奖金两百文到六百文，父亲就靠写文章会考，领奖金维
持学食费。
　　我父亲就在废除科举这一年，预试时，考中重庆府长案（第一名），应录取为秀才。
但却因废除科举落了空，我父亲感到终身遗憾。
　　我的名字原叫汝桂，因为我生于八月初九，恰好是清朝考举人（秋闱）入场那天，尽管生我这时
已停科举，父亲还是醉心于“蟾宫折桂”（中举之意），所以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父亲好议论时政。
他经常批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政治腐败，官吏贪污。
他说成渝铁路，清政府曾筹集大量经费，却被蒲殿俊及但懋辛、邓锡侯辈贪污了。
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他认为四川人民四十年的愿望，到共产党执政才得以实现，专门去坐了一小站
途程的火车，并作诗歌颂人民政府。
他还意味深长地向我外甥王力之（中共党员）说：“辛亥革命，我也是打旗旗赞成的人，不想三十余
年后，国民党就腐败不堪了，你们共产党应引以为前车之鉴，找出防止腐败退化的方法才好。
”　　父亲强迫我从小读《曾文正公家书》，我在曾的一封信上（这信大意说，兄弟间一人独得父母
欢喜，这人便是不孝）批“作伪、假道学”。
父亲见后打了我两记耳光。
虽然挨了打，我还是最不喜欢曾国藩，而喜左宗棠。
父亲要我熟读《马援诫兄子书》，要我也学龙伯高敦厚周慎、谦约节俭，不要学杜季良豪侠好义，要
我量入为出，不可奢侈。
这大概是因我夸夸其谈，针对我的缺点，给我的教训。
可惜我一直未办到“敦厚周慎”。
我一生廉洁，这一点还是对得起父亲的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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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于1958年逝世，终年78岁，他留的遗嘱却是一首诗：　　生性疏直愚且鲁，于世于人殊无补
，　　一朝气尽离人寰，直与草木同朽腐。
　　腐草朽木焉足珍，付之一炬不为侮，　　不用延僧做道场，不用招魂树木主。
　　骨灰不妨投江中，免占人民一杯土，　　无何有乡是吾乡，清风明月自千古。
　　他主张火葬。
他的遗著还有《新修铜梁县志》。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母亲，她名朱位椿，是自幼丧失父母的孤女，幸喜她父亲兄弟六人，未曾分
居，家中衣食不缺。
她的三伯娘很慈祥，她就依三伯娘长大。
她三伯娘很勤俭，因此养成了她勤劳朴实的生活习惯。
她不认识多少字，但治家井井有条，什物放置都有一定位置。
我们常穿补丁衣服，她说：“笑破不笑补”，“一寸不补，撕破一尺五。
”夏季在院坝乘凉，仰望满天星斗，她就教我们唱儿歌：“天上星宿儿洒洒稀，莫笑穷人穿破衣，一
把指拇有长短，山中树木有高低。
”我们三兄弟做错了事，或争吵，她总把我们叫来站一排，先打手板，边打边说：“你们要友爱、兄
爱弟，弟敬兄，要有孝心，看你大伯伯，都五十多岁了，只要祖母一骂，他就双手下垂，规规矩矩地
站着听祖母教训。
你们看你父亲三兄弟那样友爱，几十年都没说过一句红脸的话，你们为啥不向他们学？
”她经常一面教这些封建道德；一面诉说家庭贫寒，说她一人要管我们兄弟三人衣服鞋脚，要洗衣煮
饭，十分辛苦。
还边说边哭，要我们听她的话。
她打我们效果并不大，她哭却能感动我们，常常是我们认错，说：“妈妈！
你莫哭，我们听你的话了。
”她才收泪。
　　我幼年时，母亲教我唱了许多儿歌，现在还记得以下两首：　　老姆虫，老姆虫，肉又多嘴又硬
，钻进树子吃得不住嘴。
吃得树心空，树子倒，树子倒了做柴烧，看你子子孙别哪里跑？
　　鹦哥鹦哥哪里来？
我到成都买花来。
买花萎买桃和李！
春来看花，秋来吃果子。
莫买蔷薇和月季，闻到是香，摸到是刺。
凡事都有好结果，当初选择要由我。
　　据她说：“第一首是教人不做坏人，莫把国家弄破败了。
第二首是教人做事要慎始，选正当的路走，一辈子才有好结果。
”　　母亲思想很封建，反对自由婚姻，特别对女子上学很反感，她认为：女学生嘻嘻哈哈，不成体
统。
她竟以女学生不守贞操为由，执拗地反对我的自由婚姻。
以后她为二弟主持的父母之命的婚姻，二弟不满意，她才得到教训，再不顽固反对青年们自由恋爱了
。
　　她身体素来强健，但因患霍乱死去，终年48岁。
　　憎恨人生路不平　　由于父亲任教员，当时我家四担谷的田地，佃给驼背子饶大爷家种，所以我
除捞柴，打猪草而外，不懂农活。
我所见的农村是：农民租种地主的田地，每年按期向地主交租，地主收租后再向国家纳税、上粮。
因此，地主又叫“粮户”。
其实，地主向国家交纳的粮税都是间接压在农民身上的。
当时佃农终年辛苦，还可勉强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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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人是“土客”，用五串或十串钱向地主租一块旱地来种，这种地只能种包谷红苕，他们一辈子
都只能够以这些勉强度日，如遇灾年，就连这些粗粮也吃不上了。
还有一种人，四川人称为“长年”，则更悲惨，他们一无所有，一辈子成不了家，年轻时卖力气为生
，一到年老，只有讨口要饭等死。
然而就是这样“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农民，还经常遭军阀打仗，拉夫拉兵的蹂躏，农民
只要一听说过“粮子”（兵），就跑都跑不赢，千方百计躲藏起来，以免拉去当兵当力侠替军阀白卖
命。
我舅父朱宋学在一首插秧歌中，有这样一段，很足以说明当时农村情况：　　“⋯⋯插秧都要立嘹望
，嘹望误作一声啸，骇煞满田都腾跳。
问农何事太惊忙？
渠道去岁不及防，拉去至今未还乡，插秧倘不趁时了，诚恐拉侠人又来。
治世农民只说苦，乱世农民向谁诉。
输租输税复输力，岁暮不得归田圃。
”　　我12年农村生活，耳濡目染，使我内心自发地同情农民，憎恨丘八。
1919年，我堂兄郭汝栋任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的工兵营长，邀父亲担任军需，于是，父亲辞去
了铜梁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长职务，前往成都任职，并带我去成都读书。
那时四川交通极不方便，陆路全靠两条腿步行，当时我只有12岁，就跟着父亲步行七天到成都。
　　我在成都读书五六年，每次回家，返校，基本上是走路。
尹家市到成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由尹家市，经龙水镇、吴家铺、上东大路再经内江、资中、简
阳、茶店子到成都。
东大路九十里为一站，成都到重庆间共有十站，需走十天；另一条路是由尹家市经大足、安岳、乐至
到简阳，上东大路到成都，这条路称为小北路。
虽然是偏僻小路，然而全程只需七天，因此，我们往往结伴走这条路。
　　那时我年轻，体力好，精力足，走路尚不感到困难，有时为赶路，一天走上一百多里。
跑累了，就坐会儿滑竿，或骑一站马。
当时，沿途一带的穷人，以抬滑竿和出租溜溜马来维持生计。
出租溜溜马的稍为好些，一旦出租后，只须跟在马屁股后面跑，唯有抬滑竿的一无所有，他们辛辛苦
苦抬上一段，换几十百把个铜钱维持生活。
更可怜的是，这些人几乎都染上鸦片烟瘾，面黄肌瘦，委靡不振，把抽烟看得比吃饭还重要，每次招
揽乘客，总是以骷髅般的身体，抬着一张蜡黄的脸，露出一口烟薰的黑牙说：“先生！
请坐滑竿吧！
⋯⋯价钱不高，只要几个烟饭钱。
”他们一招揽到生意，就撂下滑竿跑进烟馆，呼噜呼噜抽上几口，只待提起精神，然后　　才抬上滑
竿走路。
这些人由于生活的折磨和鸦片烟的毒害，往往抬不上一两年就病死在路旁。
　　东大路沿途十五里或二十里地就有集镇饭馆，栈房的主人是眼巴巴地盯着大道上来往的贩纸、贩
盐的挑夫或其他客人。
不断地高扯着嗓门喊：“请坐！
河水豆花！
刚上气的‘帽儿头’（饭）！
”而沿途栈房设备极坏，稻草上铺一床竹席子。
几十个人睡一个通铺，冬天则在柜台上领条被盖，起床后再送还。
被盖上虱子、臭虫成堆，累极了的行人，也酣然睡去，听凭虫咬。
虽然也有上官房之类，供那些坐轿子的达官显贵或有钱人住，但硬板板床上的被盖、席子也很不清洁
。
　　目睹社会的落后，国家的贫穷，人民的痛苦，使刚走上人生道路的我，受到极其强烈的震动。
人间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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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道路为何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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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蒋介石　　“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弄
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先后函电令向解放军攻击，已陷蒋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　　隐身国军中枢决策层 ，抗日战场尽显英雄本色，国共争锋演绎
无间暗战　　透析高层政争，把握官场机枢，大局糜烂能自保，危局缠斗官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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