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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胡锦涛同志们，朋
友们：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刘少奇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
深切缅怀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历史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
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同心同
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
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业绩、崇高风范、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刘少奇同志出生于湖南宁乡一个农民家庭。
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和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中国已成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
刘少奇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
争，奋起响应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走上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
路。
１９２０年，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１９２１年夏，他赴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
理，确能救中国”；同年冬天，他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此，刘少奇同志就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
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主要领导者，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杰出
代表。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
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同志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
他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
他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派刘少奇同志前往民族
救亡浪潮高涨的华北地区。
他领导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成功实现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巩固和发展了
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
刘少奇同志是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曾在三大战略区独当一
面地开辟根据地和领导工作。
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
日根据地和山西新军创建工作。
他组织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出色完成党交付的发展华中的重任。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为
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受毛泽东同志委托，统一山东党政军领导机构，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
来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刘少奇同志长期担任我们党的重要领导职务。
１９３１年，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１９４３年３月，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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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２０多年，他一直工作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一位主要助手。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
学概括，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正是从这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适时作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以很大精力参与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指引亿万农民彻底摆脱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
剥削压迫，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
受毛泽东同志委托，刘少奇同志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发展道路进行系统研究，提出比较完整的设想，
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作了重要理论准备。
他领导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为建立新中国争取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刘少奇同志是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立者之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
他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悉心指导土地改革运动。
他潜心研究合作社经济问题，大力倡导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对恢复国民经济发
挥了重要作用。
他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持起草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为新中国宪法制定和实施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
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
”他先后主持召开５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和１０９次常委会会议，用很大精力来建立健全这
个崭新的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
监督作用，等等。
他主持制定一大批重要法律，对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之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他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筹备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召开数十次座谈会，为制定八大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建立后我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
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
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高度重视由分配和物质利益引发的人民内部
矛盾，高度重视由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干群矛盾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
见解。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响应毛泽东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农村、工厂开展调查研究。
他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对面临的困难作出清醒而充分的估
计，提出战胜困难的有力措施，为我国经济走出困境、进入健康发展轨道付出了大量心血。
刘少奇同志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许多指导意见，大力倡导试办托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
两种劳动制度、改革物资管理流通体制，这些重要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反映了他的远见
卓识。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领域
作出许多理论建树，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深入总结和提炼我们党治党治国的重要经验，为毛泽东思
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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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少奇同志的理论贡献中，尤为突出的是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刘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是党内公认的党建理论家。
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论党内斗争》等都是党建理论的重要著作。
他指出：“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必须取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赞成，才能巩固。
”“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
”他认为：“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只要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
。
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党员紧密结合党的阶级性质、最高理想、当前任务，在革命的实践中
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品德、作风修养，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中华民族的优良思想道德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
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
他还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
”“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
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
”这些重要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同志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他强调，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
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多样性，丰
富多彩”；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党和政府“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
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
来调节生产。
他认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
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
责任制。
他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
”“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
”刘少奇同志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这些思想理论观点，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至今仍然有
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幸的是，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不幸蒙冤致死
。
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仍然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向中央建议“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
家少受损失”，并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并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一生。
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
刘少奇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深切缅怀刘少奇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优秀思想、崇高风范、高尚品德，激励和鼓舞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奋力把老一辈革命家开辟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刘少奇同志说：“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
”有了这个崇高追求和强大精神支柱，就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白色恐怖下，他曾两次被捕，在敌人的监狱里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刚毅气节
。
他曾在党内受到“左”倾错误的排斥，但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多次临危受命，在最艰险的地方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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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担子，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守“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
事业，一心不变”的誓言。
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
合起来。
刘少奇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采取和实施切实可行的
政策。
他说，共产党员“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使自己的主观逐步地比较符合客观
，逐步地认识和掌握建设的客观规律”。
他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
通过几十年的不断思考和总结，他锻炼出非凡的理论思维能力，观察问题深刻透彻，分析事物鞭辟入
里，揭露矛盾尖锐泼辣。
他善于总结经验，善于进行理论思考，把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并用
来指导实践的发展。
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品格。
刘少奇同志为人忠诚坦荡、光明磊落，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时他也大
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鼓励别人讲真话，坚决反对弄虚作假。
他不隐瞒任何错误，常常主动承担责任。
他说，共产党员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
，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
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
”这是他一生为真理而奋斗的真实写照。
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忠诚于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一日。
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把党和人民放在第一位，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安排。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和人民公仆
本色。
他说：“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不应当只管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而忽视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
”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他在白区工作时经常经手几万元的党的活动经费，但他分文不动，每天只买些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
他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经常强调“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
他教育子女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
外出工作时，他总是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
礼物。
这些平凡的生活细节充分反映出刘少奇同志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是刘少奇同志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让人民尽快过上“富裕和有文化的
生活”是刘少奇同志念念不忘的挂虑。
他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
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
他还说，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任何岗位上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他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挂在心上。
在开滦煤矿，他深入井下察看工人生产和安全情况，亲身体验工人们的工作环境。
在大庆油田，他叮嘱干部要注意解决工人生产生活困难，为工人解除后顾之忧。
在河北农村，他深入了解农民实际需求，并派人送去电影放映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在东北林区，他看到林业工人在野外作业条件艰苦，特地批准为他们解决棉衣、胶鞋等劳保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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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深入湖南农村调查研究，铺禾草，睡门板，在简陋阴暗的农舍一住就是２０多
天，走进农家，嘘寒问暖，把党和国家的关怀送进农户。
他同掏粪工人、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等许许多多普通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人们都亲切称呼他“少奇
同志”。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人民公仆的丰碑！
同志们、朋友们！
刘少奇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我们要永远铭记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历史贡献。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刘少奇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带领
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加蓬勃的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
我们肩负的使命神圣而重大，我们承担的任务光荣而艰巨。
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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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从历程、交往、珍闻等三个方面记述了刘少奇同志成长、革命、战斗的一生。
刘少奇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也是不平凡的一生，本书详述了他从出生到成长为革命战士到历练
成为党的领袖人物，再到喊冤死去后被平反的一生的始末。
记述了他的在重大历史关头的作用和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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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编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研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
思想和生平的部门。
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名而成。
主要职能是：编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及现任中
央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党和国家及军队重要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撰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及传记性作品
，研究他们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收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动态
，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必要的交流；审核或协助审核、审查准备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和现任中央常委未发表过的历史文稿、有关音像制品，有关党
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重要图书、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和
电视作品；负责联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历任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
的编辑和年谱、传记的撰写工作；承担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具体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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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早年岁月(1898—1922)
 历程
 农民家庭
 私塾生涯
 毋忘国耻
 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
 半工半读的生活
 到苏俄去留学
 交往
 养育之恩——与鲁氏
 小伙伴们——与李桂生
 “第一个帮助者”——与刘云庭
 “刘少奇和我中小学同学”——与贺执圭
 共同经风雨——与肖劲光
 珍闻
 刘九书柜
 打抱不平
 奇遇
 习武以酬志
 破除迷信
 弃文从军
 自修生活
 救助父老乡亲
 少年有奇志
第二编 工运领袖(1922—1927)
 历程
 受任清水塘
 领导安源罢工
 在五卅洪流中
 长沙蒙难
 领导省港大罢工
 收回汉口英租界
 交往
 “为了革命的需要”——与李立三
 革命伉俪——与何葆珍
 介绍入党——与王一知
 《工人周刊》特约通讯员——与罗章龙
 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与张明生
 围巾赠战友——与朱少连
 “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与袁品高
 珍闻
 上海平民女校理论教员
 “我们的罢工是正义的”
 打破包工制
 让哥哥下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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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合作社受欢迎
 第二次大罢工
 克己救灾民
 上党课
 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
 创办劳动学院
 工人学校
第三编 白区楷模(1928—1937)
 历程
 扭转顺直工作局面
 领导满洲省委工作
 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
 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
 在中央苏区
 长征路上
 主持北方局工作
 “一针见血的医生”
 交往
 艰难的旅程——与戴重远
 “我们是生死与共的阶级兄弟”——与张琼
 指导“国家企业部”工作——与马文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与杨至诚
 一匹黄马——与莫文骅
 南京谈判——与吕振羽
 接头的暗号：《益世报》——与王林
 中央代表：老戴同志——与郭明秋
 珍闻
 妙计“交枪”
 提出白区工作正确指导方针
 两次调查
 工人师成立
 营救61人出狱
 学生抬棺游行之后
 争取宋哲元
 掩敌耳目
第四编 雄韬伟略(1937—1945)
 历程
 开创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
 冀东暴动
 两赴中原策划抗日大计
 发展壮大新四军
 “小长征”
 阐发毛泽东思想
 交往
 “改造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与仝中玉
 一次终生难忘的汇报——与朱劭天
 岁月抹不掉的记忆——与马书年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刘少奇人生纪实-上.下>>

 创办《抗敌报》——与王阑西
 “我们要交卫立煌这样的朋友”——与卫立煌
 “小方，好好干吧”——与方志明
 送情报——与方达
 特殊秘书——与徐海东
 “组织一个剧团”——与孟波
 “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与郑重
 “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与冯金山
 当面批评——与岳夏
 探讨地雷战——与陈赓
 珍闻
 父女相会
 在渑池
 关怀老房东
 不朽的著作
 领导创办中原局印刷厂
 视察彭雪枫支队
 不拘一格用人才
 半塔棋友
 江淮银行
 一次历险
 创办华中党校
 越过封锁线
 工作再忙也要挤时间读书
 “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第五编 得力助手(1945—1949)
 历程
 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指导晋察冀军事斗争
 组建中共中央华北局
 组建华北人民政府
 天津之行
 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
 秘访苏联
 交往
 战友情深——与朱德
 了解东北情况——与曾克林
 指导妇女群众工作——与罗琼
 为新编干部团送行——与黄钢
 两次谈话——与于光远
 河滩上的干部会议——与梁雨晴
 “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与张文秋
 第一次见少奇——与王光英
 珍闻
 “应该有所准备”
 下马扶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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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群众的尾巴
 拆墙
 带病下乡私访
 创办马列学院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让秘书去接新娘
 在香山的日子
 “要讲中国话”
第六编 开国元勋(1949—1956)
 历程
 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千头万绪的工作
 出席苏共十九大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倡导发展供销合作社
 严峻而复杂的考验
 当选首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主持起草八大政治报告
 交往
 “你是能够胜任的”——与罗贵波
 “安心养病，不要着急”——与张起
 “希望你回到家乡带头种好田”——与刘敦侯
 体育是全民的事业——与荣高棠、黄中
 对晚辈的亲切关怀——与刘维孔
 亲切的教诲 严格的要求——与李波人
 “最好不要转学”——与刘允若
 “请你来帮帮忙”——与刘振德
 珍闻
 亚澳工会代表会议
 把休假的时间用来读书
 公家的钱，不能乱花
 与众不同的办公桌
 “年轻人多吃点苦没有坏处”
 治山治水造福子孙
 坚持称“同志”
 “一个党员，应该以大局为重”
 视察潜艇部队
第七编 十年建设(1956—1966)
 历程
 南下调查人民内部矛盾
 在“大跃进”运动中
 就任国家主席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正式访苏
 在湖南农村的44天调查
 林区之行
 视察大庆油田
 在七千人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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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办托拉斯和改革物资管理体制
 “中国不会做损害缅甸的事”
 在“四清运动”中
 交往
 “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与毛泽东
 青年一代的严师益友——与张黎群
 终身难忘的接见——与王玉茹
 在北京日报编辑部——与张顺芝
 “我们全家入你们的社”——与杨少洲
 “你是专家”——与孙喜
 参观定陵地宫——与赵光林
 勤于学习 勇于改革——与薛暮桥
 泥巴腿朋友——与王升平
 刘主席为我平反——与刘桂阳
 珍闻
 “当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困难一些”
 “你们可以穿好点”
 处理116厂工人“闹事”问题
 参加许昌地区师生座谈
 “共产党是不怕群众的”
 都江堰的回忆
 香河人民难忘的日子
 “我作为委员长，要为大家办事”
 召开半工半读教育座谈会
 在刘表庄的农田里
 在唐山钢铁公司
 视察古都开封
 “这个决定做得好”
 “一定要绝对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公仆精神留海南
 为孩子制定“成长进度表”
 危难时刻
 和百姓一起共渡难关
 严守制度
 “要提倡饭后刷牙漱口”
 下榻猪场饲料库
 “刘主席帮我申了冤”
 “再困难也不能取消伐木工人的酒”
 普通党员
 从自己做起，取信于民
 退还夜餐费
 镜头面前听指挥
第八编 “文革"蒙冤 (1966—1969)
 历程
 在“文革”初期
 经历狂风暴雨
 冤案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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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封逝世
 国葬
 交往
 革命友谊——与宋庆龄
 冤案的平反——与陈云
 革命伴侣——与王光美
 “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与陈少敏
 “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与刘允斌
 清洁工的情结——与时传祥
 珍闻
 不能去抄家
 给周总理写信
 智斗造反派
 手持《宪法》抗议
 平反昭雪
 回到人民中间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编后记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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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促进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而奋斗七大的路线是团结胜利的路线，这是全党经过抗日战争
时期的成功实践，进一步认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而实现的
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团结。
刘少奇为这一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会议决议案中就提出要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
新的政治局开始准备工作。
然而，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党在苏区和白区的斗争中陆续遭受严重挫折，根本没有条件召开七大。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当年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召开党的七大的任务，并成立了
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张闻天等为委员，共25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刘少奇也是其中之一。
以后六中全会又正式作出《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七大的中心任务、代表产生和
议事日程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筹备召开七大成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但是，在筹备召开七大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使全党的思想实现统一。
没有党的思想统一，七大就不可能顺利地召开。
也就是要使全党对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在思想认识上要
达到统一，其实质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然而，在准备召开七大，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党内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教条主义倾向在一些
高级干部中仍有一定市场。
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仍然坚持他过去的教条主
义倾向的错误。
1941年，王明在进中央医院前的书记处会议上，还坚持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
改。
他还曾向张闻天、刘少奇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要他们主持公道。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推迟召开七大，而在全党自上而下地开展整风学习运动，从思想上真正解
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同时，中共中央电令在华中的刘少奇返回延安，参加七大。
刘少奇回到延安，对促进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3月，在中央机构调整中，刘少奇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在年初的这段期间，他系统地总结自己在华北、华中工作的经验，写成《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
（以后这个报告收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并分两次在政治
局会议上，对这部分工作作了汇报。
在汇报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明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
总任务、总路线和总政策。
刘少奇从中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他说:华北、华中以及皖南实践的经验，这样明确地证明了一个真
理:抗战以来，应该说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谁违背了它，谁就不能胜利。
通过这次总结，刘少奇对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理解得
更深刻了。
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时，刘少奇写出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在7月6日
的《解放日报》全文刊登。
在这篇文章中，刘少奇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22年历史经验的高度，批判了那些“总
是拿书本子做根据”，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公式的教条主义者。
他强调，在整风的基础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残余，是今天党的建设上的中心任务。
他说:22年来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是极丰富的，是多方面的。
现在我不能一一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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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真正的布
尔什维克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中国也有许多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然而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何者又是假的马克思主义与假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问题是在中国革命群众中，并在中国共产党内多年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者是有真假之分的。
这种真假之分，并不以各人的主观自命为标准，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
如果我们的党员不了解这种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标准，而不自觉地盲从在一些假马克思主义
者之后去进行革命，那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的事。
这种经验应该是我们党的各种痛苦经验中最痛苦的一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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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同志110周年诞辰。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同时，刘少奇同志坚定不移的信念，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一心为民、严于律己的作风等高尚品德和情操
，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缅怀纪念这位备受人民爱戴和深切怀念的老一辈革命家，我们编辑了这本《刘少奇人生纪实》。
本书资料是从大量公开出版的图书及报刊中选编而成的。
所选内容基本上按刘少奇同志的生平历程编排，共分八个部分。
每一部分又由“历程”、“交往”和“珍闻”三块组成。
所选资料主要是与刘少奇有过接触的当事人撰写的文章，也有一部分是身边的秘书、警卫、亲属等人
的回忆，还有一部分是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多年研究的成果。
同时，注意选取一些近年新披露的史料和珍闻、趣事等，力求真实、生动并立体地反映刘少奇同志的
非凡人生和伟人风范。
收入本书的文章，基本上保持原貌，但为统一体例，对个别文章重新拟了题或做了删节，敬请谅解。
在此，特别感谢收入本书所有资料的作者，也希望有些作者尽快与编者联系。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科研管理部及凤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深
切的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错漏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0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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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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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少奇人生纪实(套装上下册)》是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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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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