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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本按照粟裕一生的时间顺序，重点选取粟裕一生中有关战争、政治活动和生平逸事等珍闻片段
，采取流行的散文笔法，叙议结合，叙述了粟裕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和杰出贡献，生动地反映了粟
裕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不事张扬、谦逊让人的人格魅力。
    全书以翔实丰富的原始电文、老部下回忆为依据，旁征博引同时代的将帅轨迹，如同毛泽东、朱德
、刘少奇、刘伯承、叶剑英、林彪等国家与军队领导人的交往，解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还原
了粟裕智勇深沉、在战争中游刃有余的“常胜将军”、“我军最优秀的将领”、“尽打神仙仗”的军
事家、战略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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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雄文，男，中共党员，湖南冷水江人。
1994年6月，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
2006年9月起，脱产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在职研究生班。
1995年起，长期致力于粟裕研究，现为湖南粟裕研究室成员、《粟裕研究资讯》(湖南)编委、北京新
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会员。
 
    1993年开始在《江南春》、《杂文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是粟裕研究，已发表粟裕研究作品多篇，2005年参与编辑《粟裕研究实录》一
书，引起粟裕研究界广泛关注与热评。
 
    作品入选《思金米：怀念粟裕诗选》(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6年11月版)、循年墨宝——纪念
粟裕大将诞辰百周年》(中华图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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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章  “匪窝”第二章  令人神往的那些“匪事”第三章  该出手时就出手第四章  “上岗”证：
粟裕的“黄埔”第五章  井冈山的“老人”：名将是怎样炼成的第六章  张辉瓒：倒霉透顶的老乡第七
章  “刮骨疗伤”：再世的关云长第八章  “常胜将军”的败仗第九章  蒋委员长“后花园”里的“鬼打
鬼”第十章  江南“春天的故事”第十一章  英雄“难过”美人关第十二章  项副军长：我在这边等你第
十三章  苏中：汉高祖的关中第十四章  “木马”神计：超一流的大腕导演第十五章  能者多劳：两个师
同一个师长第十六章  红色海军从这里起步第十七章  和平鸽：自古知兵非好战第十八章  不归的中国驻
日占领军第十九章  四中队：粟裕的“耳朵”第二十章  都是电报惹的祸第二十一章  战役指挥：接过一
把手的担子第二十二章  毛泽东军事原则里的粟裕经验第二十三章  野战军代政委：统帅的另一只手第
二十四章  创新的“盾”与“矛”：“猫耳洞”和“飞行炸药包”第二十五章  给毛泽东做综合报告的
当然首长第二十六章  歌唱粟司令：遥远的“流行歌曲”第二十七章  方面军统帅：打出来的威望第二
十八章  淮海战役：争来的大决战第二十九章  两军配合作战：“要愿意受人家指挥”第三十章  粟裕的
“三不主义”：不写、不读、不看第三十一章  台湾：华东军事统帅永远的痛第三十二章  消失的真相
：“粟总”第三十三章  并肩站在辞帅行列的老邻居第三十四章  不想当元帅的统帅是好统帅第三十五
章  十四与三十六个之一：打江山的军事家第三十六章  领袖知己之一：与毛泽东的交往第三十七章  领
袖知己之二：与朱德的交往第三十八章  领袖知己之三：与刘少奇的交往第三十九章  元帅知己之一：
与林彪的交往第四十章  元帅知己之二：与刘伯承的交往第四十一章  元帅知己之三：与叶剑英的交往
第四十二章  大将知己之一：与陈赓的交往第四十三章  大将知己之二：与萧劲光的交往第四十四章  与
子同袍（上）：你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第四十五章  与子同袍（下）：责任不在你萧锋第四十六章  本
是同根生：相逢一笑泯恩仇第四十七章  迟到的正名与老部下汪道涵第四十八章  打仗高手的怪癖第四
十九章  平平淡淡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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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匪窝”驾一叶扁舟，沿万里长江逆流而上，过烟波浩淼的洞庭“天下水”，进入“兵事之冲
”的重镇常德。
举头西望，重峦叠嶂、深沟高垒，沈从文笔下说不尽的大湘西尽在眼中。
湘西处于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接壤之地，号称边陲。
明清以来，民变迭起，战乱频仍，中央政府常需集结重兵，严防死守，出现了一个国中有边防的奇特
景观。
其中区区凤凰一县，还以边城风物人情，驰名中外。
在中国历史上，这似乎堪称唯一。
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祖祖辈辈血泪辛酸的生存史，令他们有着天然的
危机意识，倍感活着不容易。
1946年6月，毛泽东曾电示蒋介石大军重围里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叫他打不赢就走，想方设法快跑。
保持南宋以来南蛮最纯正基因的湘西人，自然不要任何领袖人物的叮嘱，似乎与生俱来就知道保命是
第一位的。
因此，这里民风强悍，家家尚武，以争强好斗为荣，以温良懦弱为耻。
地多恶山，常居绿林好汉，饥则打家劫舍，寒则飘州过府。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嘴里至少不再担心淡出个鸟来。
政府及其大员们可就日夜焦虑，寝食难安，不免深恶痛绝，视之“刁民”，称之“土匪”，调集悍将
骄兵，连年征讨。
数百年来殚精竭虑，却屡剿不绝，“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更多的时候还好比汛期的春江之水，越剿越多，弄得“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
1949年9月起，第四野战军林彪部意气风发开进湘西，开始大张旗鼓剿匪。
杀鸡也动用了宰牛刀，光野战军主力就有四十七军、四十六军一三六师、三十八军一一四师等部队，
几乎达到一个野战兵团。
从北到南一路高歌猛进、风卷残云的东北虎，见过大江大河大风大浪，却在这浅浅窄窄的“阴沟”里
，结结实实栽了不少跟头。
又过了两年，少小离家，乡音未改的第三野战军统帅粟裕，偶然动了乡思，想回湘西老家看看。
却听说这里土匪依然猖獗，如果翻越云遮雾罩、神秘莫测的雪峰山，得有一个加强连“保驾护航”。
麾下良将千员，带甲近百万的堂堂方面军统帅，即便要一个加强营的护卫，自然也不是问题。
但如此劳师动众，惊州动府，从来为人低调的粟老总不得不放弃了。
回家的打算，只好依旧在心头。
绿林们也不总顶着“土匪”的恶名。
如果家里祖坟“冒烟”，运道特别旺，随一股推翻朝廷的激流得了势，那么当年的“土匪”也能“土
鸡变凤凰”，最终换成其他雅号，比如鼎鼎大名的贺龙和他的“匪军”。
北洋政府与蒋介石都拿出过吃奶的劲，“围剿”了多年的“贺匪”，后来“龙”飞在天，呼风唤雨，
成了湘西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
他的“匪军”，也先是成了“齐欢唱’’的国民革命军，后来又成为无往而不胜的解放军，开始围剿
当年政府军蜕化而成的“匪”。
许多后人都有疑问，当年兴师动众，如临大敌的湘西剿匪，统军之将毛泽东为何不委派贺龙？
偏偏让他待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成都，做一个同在一城的名将刘伯承完全可以兼任的“太平官
”？
老子本姓天，家住澧水边；有人来拿我，除非是神仙！
这首当年湘西家喻户晓的民谣，唱的就是贺龙。
“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
”湘西的一山一水，一沟一洞，几乎都是这条“活龙’’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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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土皇帝”何键曾致电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说：“湘西情形复杂，贺匪出没有年。
”他颇有“战略”眼光地认为，贺龙“盘踞”湘西已久，要除掉朱德、毛泽东，就必须先剪除贺龙：
“今日剿匪之至计，欲靖川黔，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贺（龙）肖（克）。
”但他只是做了一个梦。
贺龙的老部下、也曾做过湘西“土匪”的贺炳炎，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
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
”话语虽有些夸张，但除了会“变成一条龙”外，其他也的确八九不离十。
贺龙“土匪”的威名，甚至连不可一世的战友林彪也心存忌惮。
他在“文革”中说：“和贺龙谈话，是随时准备冒风险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会拔出枪来给你几
下子呢？
”如果比试运筹帷幄，带兵打仗，林彪无疑更胜一筹，但如果“刀口对刀口，枪尖对枪尖”，两人个
对个地单挑，大半辈子是“病秧子”的林彪，虽然也是一只“虎”，却远远不是能做国家体委主任的
贺龙之敌。
这场“龙虎斗”的结局几乎毫无悬念。
林彪甚至下了这样断然的结论：“军阀出身的元帅⋯⋯都是这类土匪。
”这当然是他荒诞不经的鬼话，不能当真，但贺龙早年绿林生涯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时期与贺龙搭档的八路军一二。
师副师长萧克，也曾正儿八经提及贺龙的“土匪”往事。
他向毛泽东告了贺龙一状，罪名很有些惊人，说自己的连襟贺龙在一二。
师搞土匪作风。
毛泽东当然不信，萧克的报告转了一个圈，虽不曾从终点回到起点，却被打回到了“被告”贺龙的手
里。
这样一个“土匪”头儿，神也好鬼也好，敌也好友也好，都不能不畏惧三分。
如果叫他到过去的藏身之处、出没之所，捉拿晚了好几辈的“徒子徒孙”，岂非熟门熟路，手到擒来
？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已经坐进中南海“龙庭”的毛泽东，“君”临天下，早没了当年草莽“山大王”的影子。
他到底如何想，只有天知道，后人也只能空发怀古之幽思而已。
同期另一个风云人物粟裕，也恰巧生在这个“匪窝”。
不过，他与贺龙有所不同，便是从未在老家做过一天“土匪”。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名将粟裕珍闻录>>

编辑推荐

张雄文继2008年《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洛阳纸贵后，又一部长篇力作，最全面、最大胆还原
粟裕历史真相！
《名将粟裕珍闻录(图文典藏版)》的信息含量极其丰富，文笔轻松活泼，麻辣诙谐，凝重处则严谨慎
重。
运用当代流行的表述方式，有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写之感。
《名将粟裕珍闻录(图文典藏版)》收集了粟裕珍贵照片近30幅，图文并茂，是一部内容和形式具佳，
史实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人物传记，是粟裕研究者，军史、人物传记爱好者和广大普通读者的案头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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