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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漫远传》是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立项编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的一部传记著作，
由庾新顺、朱永来、韦以明、盘福东编著。

传主陈漫远是中共七大代表、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二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漫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事指挥员
和治国英才。
他在1925年投身大革命运动，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他是从1929
年百色起义走来的开国将军，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洪流中演绎了他辉煌的
人生。

陈漫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奋斗
了60个春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陈漫远传》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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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村的地主富户满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
、智、信”，大多实则为富不仁，男盗女娼，心黑手毒。
而陈漫远的父亲陈庆荣，是村中首富，也是蒙山农村少有的秀才。
他不忘“三纲五常”，既富又仁，不赌不嫖，不抽大烟，在乡亲众邻中德高望重，在当地也有着相当
的地位和受人尊敬。
对于小儿子陈漫远，陈庆荣是倍加疼爱，寄予厚望。
    陈庆荣知道，广西地处中国边陲，经济不太发达，而蒙山又是广西较为偏僻落后的地方。
据资料记载和老辈人传说，蒙山除了出过几位较有影响的武将，不曾出过有名气的文才。
在明清两朝500多年间，参加乡试中文举29人，入京参加会试、殿试数人，1人中二甲37名进士之外，
状元、榜眼、探花竟无一人得中。
蒙山人不甘心，一位先辈萌发心愿，领头募捐，集资在县城南部的鳌山之巅修建了一座青砖红瓦塔，
名为鳌山文笔塔，希望它像一支能占鳌头的巨笔，能留住、写出蒙山山川的灵气。
可是，一代一代地过去，时间一年又一年地流逝，心愿仍然未成事实。
于是，蒙山流传开来一种既通俗又深奥的学说，说是蒙山的地形犹如锅底，北有新圩旱峡，挡住了斗
牛二宿的文光；南有秀水江峡，锁不住灵气外泄。
蒙山人冥思苦想对策，修路贯通新圩，以破坏旱峡的壁障作用，于城南跨江筑桥一座，以加强江峡的
蕴蓄能力。
    筑桥修路，实在是大好事，桥通路通财通，但能否破坏旱峡、江峡以及其他什么峡，引来斗牛二宿
，人们不得而知。
作为秀才的陈庆荣也既清楚又糊涂，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既想说又不敢说，但他在辛亥革命后新
学兴起之时积极捐资兴办教育，实在造福后代子孙。
1913年，他联合李、胡、阮、王诸姓共5人创办了古排初等小学，设有甲、乙两班，学制4年，不仅富
家儿女可以入学，而且贫苦农家子弟也可以入学，开设的课程不是以往私塾的课程，而是正宗的新学
课本。
    此外，陈庆荣积德从善，还做了不少有益于家族和乡邻的好事。
一一道来没有必要，就拣其一二说说。
当地群山绵延，土匪啸聚，陈庆荣联合自家兄弟庆贵和庆华，打制炼武石锁3个，两个重240斤，一个
重360斤，号召大家炼武强身，结果陈氏家族中不少男子可举起240斤的石锁，就是360斤重的大石锁也
有人可以举起；同时，于陈庆荣家屋头的交通干道边筑起一座长、宽各约2.5米，高约10米的3层小炮
楼，防范和威慑土匪，不仅有效地保障了陈氏家族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使邻近的村子有了安全感，更
使过往商旅有了安全感。
    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此话不无道理。
陈庆荣既信此话，更熟悉“子不教，父之过”。
对十分疼爱的陈漫远，陈庆荣不仅以自身的言行教育他如何做人，而且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对他全力灌
输。
    陈漫远呱呱落地，陈庆荣按照家族辈分排列，又依古时传今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滚滚达三江
”寓意，为儿取名陈万源，企望其官运亨通，光宗耀祖。
那时的陈庆荣，每天都把陈漫远抱了又抱，亲了又亲。
从陈漫远牙牙学语开始，陈庆荣就教他吟唱《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虽然时兴新学，但陈庆荣认为这些知识以后用得着，也是他以前学习过很熟悉的。
不过，陈庆荣教的方法和以往塾师教的方法不同，塾师是摇头晃脑重复教，从不讲解意义，学生则仿
照先生大声叫，一个比一个声音大，一遍又一遍，直叫到学生几乎能倒背为止。
陈庆荣教陈漫远可不是这样，他一字一句耐心教，边教边逗乐，边教边讲意义，还要求边读边记边练
字，一天一二字或一两句，直到陈漫远记熟懂意义会写并写好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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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六岁，陈漫远已经开始学习《幼学琼林》、《四书》、《五经》、《千家诗》等，并且父亲又经
常讲些故事给他听，比如岳母刺字、岳飞精忠报国；洪秀全闹太平天国；冯子材、刘永福、苏元春等
抗击洋鬼子侵略；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创造民国等的故事。
这些，陈漫远无不产生浓厚的兴趣，既增长了知识，又潜移默化了心灵。
    陈漫远的母亲陈李氏，为人善良朴实，勤俭持家，既“命好”又可怜，是旧中国农村典型的贤妻良
母，也是众人称赞的“善人”、“好人”。
她出生在永安州群峰里古排前村的一个李姓贫困农家，父母亲信奉多子多福，因而她既有兄弟，也有
姐妹，围在一块一大桌，家里一年四季几乎每天从天亮起床到天黑躺下，叫喊哭笑不断，实在“热闹
非凡”。
离前村不远的华姓富裕农家，夫妻喜结良缘相当时日，可就是未得一儿半女，夫妻俩见陈李氏乖巧清
秀，便征得其双亲同意，将她招为养女，实乃希望她“招弟引妹”。
嘿，李家女儿实在命好，她在华家当养女不到10年，竟给华家“招弟引妹”好几个。
华姓夫妇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女，欣喜若狂，不仅始终不改李家女儿的姓为华姓，将她视同己生，而且
视为华家“大功臣”，对李家接济不少，使李家家境大大改善。
李氏“女大当嫁”之时，华家夫妇择婿非常慎重，不仅要长相好、家境好，更要人品好。
李氏出嫁之日，华家夫妇给予丰厚嫁妆，还明里暗里忍不住流下热泪。
    李家女儿嫁到陈家后，陈庆荣满心喜悦，待她很好自不必说。
但自此之后，按照中国农村的传统习俗，她不再是在李家和华家做姑娘那样，有名有姓，而是有姓无
名，且在姓前加上夫家姓，姓后加上氏，成为陈李氏，以后一直到死都是如此。
日常称呼，按照家族地位，对于公婆是“媳妇”；对于丈夫是“你”，有了孩子后又成了“孩子的妈
”；对于孩子，则毫无疑问是“妈”。
此外，还要严格遵守封建伦理，什么贞呀孝呀德呀，不贞众人唾骂；孝可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三从四德”更得一一遵守，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当了寡妇也不能改嫁，仍要讲究“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什么是妇德？
“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样严格遵守下来，于是成为一部谨小慎微无知无识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机器。
陈李氏在富有的陈家，吃饱穿暖不是问题，但她几乎每天天一亮就起床，煮饭烧菜、喂猪养鸭、缝洗
扫地以及开导儿女等，除了不下地干农活，一天到晚脚不停手不住嘴还不闲。
陈漫远家在村头，又是交通干道边，过往行人口渴、歇歇脚，陈李氏不论男女老幼、亲疏生熟，都一
视同仁热情接待：搬个凳子、倒杯茶水、问候问候。
泗隆铺及邻近村庄，哪家揭不开锅，她总是给不了一斗也要给个一升半升接济接济。
对小儿陈漫远，她更是视为心肝宝贝，生怕饿着冻着、磕了碰了，自满月到独立行走，她不是抱着就
是背着。
陈漫远长到四五岁，她不是牵着小手就用眼睛望着。
陈漫远上小学前后，特喜爱当地一种叫“打拐”的小游戏，就是用两条小棍子架起，再用一条小棍子
敲打使架起的小棍子弹跳起来。
一次，陈漫远“打拐”不小心用力稍大了些，一条小拐棍几乎弹到他的眼睛上，陈李氏见了，急忙扔
下手中的活计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拉住陈漫远看了又看，见实在没伤着便嘱咐道：“源源，‘打拐
’不好，太危险，万一伤到眼睛可不得了，以后别打了。
”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陈漫远听话懂事，自此不再“打拐”了。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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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陈漫远是中共七大代表、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二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漫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事指挥
员和治国英才。
他在1925年投身大革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他是从1929年百色起义走来的开国将军，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洪流中演绎
了他辉煌的人生。
    陈漫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奋斗
了60个春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他投身革命以来，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英勇奋斗。
他一生追求革命真理，敢于坚持真理，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始终做到有功不居，有过不诿，勇于承担
责任。
他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创新精神。
在晚年退居二线后，还孜孜不倦地进行军事战史研究和革命文学诗词的创作，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著
述和宝贵的史料。
他在同病魔顽强抗争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党和国家大事，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
    最难得可贵的是陈漫远从小立志，为国、为民奋斗终身，矢志不渝，无悔无憾。
他辉煌的人生和高尚的情操激励我们撰写这部传记，历经几年收集查阅、核实史料，走访他的老战友
、老同事及亲属，几易其稿而通过审查付印出版。
2011年12月28日是这位开国将军、治国英才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特以此作为对他永恒的怀念。
    《陈漫远传》是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立项编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的一部传记著作
。
本书由庾新顺、朱永来、韦以明、盘福东编著。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庾新顺、农业部政研司原司长郭书田(原陈漫远秘书)、后勤学院编
研室主任吴玉生、覃北乔进行统稿、修改、校对全部书稿。
    在编写、出版这部传记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委张世全将军和刘怀柱、祝尔坚、靳
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军史部副部长支绍增将军，军事图书资料馆馆长陈浩良；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教授王聚英等同志给予了多方面的热情支持与指导。
广西作家王云高提供了珍藏的史料，并予以帮助。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梁沛对本书出版给以热心帮助。
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为出版这部传记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值此本传记出版之际，我们谨向上述单位和领导、专家、同志们，衷心地致以诚挚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搜集的史料不够全面，分析评述还欠科学准确之处，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敬请
革命前辈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2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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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开国将帅中，有许多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因各种原因与军衔擦肩而过，没有能
够佩戴上金光闪闪的将星。
陈漫远将军就是他们当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他为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倾注了毕
生的精力。
他一生在求索真理的漫漫征途中奋斗不息。
    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
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让我们翻开由庚新顺、朱永来、韦以明、盘福东编写的这本《陈漫远传》，一起来回顾一下陈漫远
将军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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