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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与哈军工》

内容概要

《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增订版)》内容简介：1952年6月从朝鲜战场奉调归国的陈赓受命组建新中国第一
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哈军工。陈赓晚年，职务多有变更，唯独哈军工院长一职一直没变。《陈赓大将
与哈军工(增订版)》以全新的历史视角，塑造了离开战场的陈赓大将在风云变幻的年代终于成为一位
杰出的军事教育家的形象，通过追寻他创建哈军工时形成的教育思想体系和开拓以“两弹一星”为标
志的新中国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历史足迹，再现了这位旷世英雄丰厚的人文情怀。作者力求用细腻的笔
法、沉雄凝练的话语，描述陈赓的内心世界；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大背景，着力于陈赓和他身边的
老干部、老教师两大群体精神内层的描写，对20世纪那个特定年代里人们的心灵品格和命运际遇做出
了冷静的分析和剖示。
此次再版根据陈赓研究的最新史料，作了若干重要修订。谨以此书纪念陈赓大将诞辰110周年和哈军工
创建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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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与哈军工》

作者简介

滕叙兖，生于1943年，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3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为哈军工第十一期电子工程系海军雷达专业，1968年毕业。先后供职于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深圳科技工业园和中国深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曾获多项科研成果
奖，在国内外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2003年年底退休，目前从事中国现代文史研究。主要文史著作
有：《哈军工传》、《风雨彭门——彭德怀家风家事》、《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刘居英画传》（
合著）、《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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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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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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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习和大检查
二、调来“二刘”
三、京剧《将相和》
第二十章从严治校百炼成钢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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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尔滨临时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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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辽东军演喜逢战友武元甲
一、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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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盛赞奇迹陈赓欢宴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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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领钱学森结识众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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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与哈军工》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周恩来召集联席会议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一直重视军事院校的建设，或许这与
他年轻时在黄埔军校担任领导职务的经历有关。早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周恩来以
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专门研究创办全军军事院校的有关事宜。会议主要
决议之一是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和训练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远在四川重庆的西南
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闻讯后主动请缨，要求辞去现职，专门办学。中央批准他
的请求。根据刘伯承的意见，陆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在
南京宣告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向刘伯承授军旗。此后，全军第一高校——
军事学院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指挥人才。 时隔一年多，1952
年3月，周恩来又开始为另一所特殊军校的诞生而亲自操劳。现在，多次进入西花厅与之商谈办学大
计的人则是刘伯承的老部下，同样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家陈赓。 9月4日一大早，陈赓没吃早餐，匆匆进
入中南海，等在西花厅。周恩来一露面，他就实行“跟人战术”，笑嘻嘻地坐在周恩来的身边。 “阿
赓，奥列霍夫等专家回莫斯科了？”周恩来在餐厅一边喝粥、吃早点，一边问，他与陈赓之间从没有
客套话。 “前天送他们回去的，奥列霍夫蛮高兴的。”陈赓说罢，也从桌子上抓起一个馒头吃起来，
邓颖超走进来，笑笑，操起一只碗，给陈赓盛了一碗大米粥。 “筹委会开始正式工作了，要请总理您
召集个联席会议，请各路诸侯给点支持。”陈赓望着周恩来说。 周恩来似乎早已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他吃完早餐，一边向办公室走，一边对陈赓明确地说道：“我已经向有关部委打过招呼，正好陈毅同
志刚从上海来京，这个会就定在明天开，陈老总也参加。你回去准备一下，介绍朝鲜战场的情况和成
立军工的意义，三位筹委会副主任也列席会议。” 9月5日上午，平静的中南海在初秋的艳阳下泛着点
点金光。在居仁堂前，停满了小汽车和吉普车。 会议室里，周恩来面向着大家，他的身边是有点发福
的陈毅。坐在会议桌前排的，都是新中国初期的军政要员，其中政府系统的有：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中央组织部兼政务院人事部部长安子文、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建筑工程
部部长陈正人，还有十多位政府部门领导和现管司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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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63年夏天，在陈赓大将逝世两年多以后，我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文革”前的正规简
称是“军工”，自“文革”始社会上俗称“哈军工”并流传至今)。    虽然我无缘见到创建哈军工的老
院长陈赓大将，但从迈进哈军工大院那一天起，院、系首长、老师们就经常向我们这些年轻人说起陈
赓的历史掌故和奇闻逸事，例如“陈赓当年救过蒋介石一命”、“建院之初，陈院长拖着伤腿爬上大
水塔的脚手架”、“那个时候，老院长常到大食堂看看学员的伙食怎么样”、“老院长说过，学院里
的干部都是端盘子的⋯⋯”于是，一位崇高而鲜活的大英雄形象在我心中油然升起，从此我就成为陈
赓的景仰者。作为哈军工学子，历史的渊源自然使我以陈赓弟子自居且引以为荣。    当国家走出“文
革”的阴影，人们又恢复了可以自由读书而不必担心那书是“香花”还是“毒草”的时候，我对开国
将帅的传记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希望看到专门描写陈赓老院长的书，然而，在1990年代
以前，真正谈得上有文史学术水准的开国将帅的传记并不多，听说有一本穆欣写的《陈赓将军》，很
快售罄，我无处去买；后来几经寻觅，跟朋友借到一本苏策写的《名将之鹰》，我一口气读完，对陈
赓的戎马生涯终于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同时又有一丝遗憾：该书没有写出陈赓在建国后和平年代的
事。1999年，穆欣写的新著《陈赓大将军》问世，尽管书价不菲，我毫不犹豫，当即买下，作为家中
陈赓传记的第一部藏书。    细读穆欣的作品，深感陈赓人格伟大。但是，我同样挥不去那一丝遗憾，
该书记述陈赓建国后的人生旅程是很不够的，曾任哈军工首任宣传部部长的穆欣老师描写陈赓创建哈
军工的文字仅是全书总文字的百分之三。    近年来，还有几本陈赓传记作品出版，但就史学研究的真
实性、严谨性和完整性来说，都不及穆欣和苏策二位文坛资深前辈。    统观迄今出版的各种陈赓传记
作品，几乎都有一个同样的倾向：在描写陈赓数十年戎马生涯的传奇经历和赫赫战功方面重彩浓墨，
但对他人生的最后十年，特别是他孜孜办学，培育英才，创建一代名校哈军工的重要史实则轻描淡写
，且错讹层出不穷。    其次，使我深感抑郁不安的是，有的作者怀着窥孔猎奇和哗众取宠的扭曲心态
，用什么“风流将军”、“玩笑大王”等轻佻标签去演绎陈赓幽默乐观的天性，甚至添油加醋，穿凿
附会，随意编造，把一个粗鲁油滑、玩世不恭的草莽将军形象强加在开国元戎、一代儒将陈赓的头上
。作者自身的浅陋庸俗不足道，但是，对陈赓这位民族英雄的亵渎则令人难以容忍。    传记文学绝对
不是小说，必须虔诚地面对历史，对传主负责，对后人负责。历史是不能杜撰的，史实是不能编织的
，在具体故事细节上可以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做适当的铺垫和创作，但这必须以基本史实为依据。    有
一位作家，在他近期的作品里，不惜笔墨，生动描写陈赓在朝鲜战场上协助彭德怀，如何冒着敌人的
狂轰滥炸，在坑道里指挥了42天的上甘岭战役。稍有点中国军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上甘岭战役爆发
于1952年10月，那个时候，彭德怀已回国半年多，奉命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陈赓也奉调回国四
个多月，正在紧张地创建哈军工，当时在前线指挥的志愿军最高领导人是邓华和杨得志等将军。该作
者为了证明陈赓当时就在上甘岭前线，竟移花接木地引用陈赓在1951年10月20日的一篇日记，不过，
他把写日记的具体日期改成一年之后。    要核实上甘岭战役的电实并不困难，翻翻有关军史资料即可
，为什么要毫无根据地乱写呢？把陈赓没有做过的事硬套在他的身上，治史者能够采取这样不严肃的
态度吗？    有感于当今文史创作领域诸多“戏说历史”的乱象和不少“纪实文学”唯独缺“实”的现
状，有感于母校哈军工的历史若隐若现地笼罩在神秘的云雾中而渐被世人淡忘。笔者在1998年秋突然
萌生一个梦想：通过深入研究哈军工的兴衰历吏，去写出一个真实的晚年陈赓。    笔者大半生都在科
研岗位上拼搏，作为科技工作者，要经费、搞课题、做试验、写论文、报成果，这是多年熟悉的生活
，对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则是百分之百的门外汉。年近花甲，体弱智拙，竟鬼使神差地闯进文史创作
的陌生领域里，实在是自讨苦吃。可一旦深入到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哈军工历史中，自己就如同离
弦的飞矢，没有回头的可能了。1999年底在老伴的支持下，我毅然辞去工作，放弃工资，回家专心致
志地“爬格子”，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老伴纤弱的双肩上。从此，千里奔波采访，青灯冷坐撰稿，
成为我生活的全部。我曾三进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二进哈尔滨工程大学档案馆借阅历史文献，在尘
封泛黄的故纸堆里寻寻觅觅；我曾穿寒涉暑，历经艰辛，采访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哈军工老将军、老教
授和各届校友四百余人，把埋藏在他们心中的历史风云记录下来。当年跟随陈赓创建哈军工的老将军
、耄耋之年的刘罟英、张衍、李懋之、张文峰等老首长；由于陈赓这位伯乐的扶持早年脱颖而出的著
名科学家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等两院院士；当年亲身领受陈赓教诲和关怀的老干部、老教师和见
过陈赓的一、二、三期的老学长们；全都热情地支持我为母校修史，有的人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述陈赓
和哈军工的故事，大量鲜为人知的宝贵史料第一次披露干世。陈赓的亲属傅涯阿姨和陈知非、陈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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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与哈军工》

同志也给予我宝贵的帮助。    古人云，“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几年来，我遵循言必有据
，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为史存真的写作原则，史海钩沉，探幽索微，刨根问底，哪怕是再小的历史
事件，也要再三推敲，弄清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决不能想当然落笔。这里不妨试举一例：    在
哈军工创建之初，有一个陈赓“刀下留人”的故事：“三反”运动中被判死刑的民航局高干沈毅由陈
赓出面保出来，通过法律程序，改判死缓，送哈军工监外执行，让这个留法弹道学专家将功折罪，为
学院的教学服务。多年来，这个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经过一炒再炒，弄得荒诞不经。前面说过的
那位“移花接木”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就有一大段离谱的渲染：⋯⋯陈赓听说沈毅半夜三更酗酒，
亲自去检查，怒斥沈毅，沈毅解释说，怕弓l起火灾，烧了科技资料，不敢生火炉，故靠饮酒取暖。陈
赓闻听此言，由怒转喜，“温情脉脉”且“眼角湿润”云云⋯⋯    为了搞清沈毅到哈军工的前后情况
，笔者先后采访过院首长、当年处理过沈毅案及与沈毅本人熟悉的十多位知情者，故不揣冒昧地为该
作家笔下的“死囚故事”做如下纠错。    沈毅不是解放战争起义的，早在抗战的时候，经周恩来介绍
，他就到了延安，而且表现不错，否则不会在解放初就当上握有大权的高级干部；他从来没有“宝贝
”这个绰号，陈赓给董必武打电话也不可能直呼绰号“宝91”而不称罪犯的姓名，弄得董必武莫名其
妙，须知陈赓对党内元老是非常尊敬的；关于沈毅的事发生在1952年秋天，是在北京筹委会办的移交
手续，陈赓派军务参谋沈清波送沈毅去哈尔滨，所以，不存在陈赓买火车票去北京找董必武的事；改
判沈毅一案，是“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这似乎没有史实根据；对沈毅特赦是1959年国庆节后的
事，1953年不可能“打特赦报告”；沈毅不会喝酒，不可能“半夜三更酗酒”；沈毅一到哈军工就住
在王字楼，给预科学员辅导功课，那个楼里有充足的暖气，学院的所有老教师宿舍都有暖气，没有生
煤炉子的；靠饮酒是不能御寒的，这是常识，再说，喝酒后头脑不清醒，迷迷糊糊的是无法翻译科技
资料的；哈军工专设翻译室，外文军事科技资料均属机密性质的，只能在翻译室里翻译，不准带回家
，说沈毅在家里搞翻译，那是不了解哈军工的严格保密制度：哈军工的教授都住在条件最好的斜纹二
道街两栋宿舍楼里，压根儿就没有让老教授们住过小平房；1956年以前，陈赓和部分院系领导的家安
排在两排小平房里，陈赓的办公室一直在王字楼，大院里再没有什么“小平房”了，从来没有陈赓和
政治部向所谓“小平房”搬家白白事。    笔者多方仔细调查核实，可以负责任地说，该作家描绘的“
死囚故事”纯系子虚乌有，主观臆断的虚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该作家不是用陈
赓的真名实姓去编织这样的故事，自然无须笔者置喙、说三道四，可这是一本关于重要历史人物陈赓
的传记啊，岂能不允许读者品头论足？    自古治史难，要写好以陈赓为第一人物的哈军工史更难。横
在我面前的是重重关山和激流险濉，还有无法回避的“禁区”和“雷阵”。那几年，我在书房兼卧室
的小房间里高挂一幅陈赓大将的戎装肖像，在老院长慈祥睿智的目光下，我时常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历
史责任感冲击着胸襟。在我几次被疾病击倒或精疲力竭、心力交瘁的时候，在我遭遇某位哈军工“文
革”时期的造反派头领持续几年的围剿，企图把书稿扼杀于摇篮之中的时候，冥冥之中，我似乎听到
老院长的亲切勉励：要坚持下去，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2003年3月，在“非典”肆虐的高峰期，我三
赴北京，为书稿的最终审批问题焦虑忧愁，夜不能寐，在尚法尊老师、毛焕曾老师和林晓霖学姐等许
多热心校友的鼎力帮助下，总算化险为夷、绝路逢生。5月暮春，四易其稿的《哈军工传》经军事科
学院五位军史专家审读通过后，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总政出版局批准出版。7月炎夏，162万字的《
哈军工传》  (上、中、下三卷)付梓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哈军工创建50周年前夕，作为纪念陈赓
老院长百年诞辰和对母校50华诞的献礼作品，面世于古城长沙。    因为正逢“军工六校”的校庆活动
，《哈军工传》刚上市就在“军工六校”内和各地校友会的校友圈子里销售一空，受到校友们的广泛
好评。但由于我没有任何背景，更找不到媒体圈子里的关系，所以该书在社会上的影响有限，笔者对
陈赓等开国将帅的史学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国内文史界的应有重视，倒是素不相识的香港著名军事评
论家马鼎盛先生最先为《哈军工传》写了书评，香港《亚洲周刊》资深记者江迅对我做了专访。    近
两年，笔者忙于写作《风雨彭门——彭德怀家风家事》一书，但心中仍惦记着陈赓的史学研究。   
2005年秋天，《风雨彭门》书稿杀青后，我才开始重新研究晚年的陈赓。    重读罗瑞卿大将在陈赓葬
礼上的悼词，当年对陈赓的评价是令人遗憾的，主要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弟”、“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我军一位杰出的指挥员”等语，话虽无错，却太一般化。那是时代的局限，是历史留下
的无奈，那篇悼词对陈赓创建哈军工等晚年的业绩只字未提。    42年以后，当首都举行纪念陈赓同志
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时候，人们终于看到了历史老人的公正笑脸，中央军委领导人对陈赓的评价语是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
，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为纪念陈赓百年诞辰而出版的《陈赓传》和纪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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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与哈军工》

集《百年追思》，使陈赓的史学研究登上了新台阶，令人欣慰不已。然而研读之后，笔者以为，仍难
尽人意，主要的不足还是晚年陈赓那部分。《陈赓传》里关于陈赓创建哈军工的那段历史的描述，尚
存在不少错误。    我带着许多感慨，觉得单独写一部关于陈赓晚年的传记是必要的。于是，在《哈军
工传》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收集史料，增添新的内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写出《陈赓大将与哈军
工》。    所谓陈赓的晚年，是指他短短58岁生命旅程的最后十个年头，即1952年6月从朝鲜前线奉调归
国到1961年3月在上海逝世，准确算来应该是8年10个月。晚年陈赓的职务多有变更，唯独哈军工院长
的职务一直未变。    仰望20世纪的历史星空，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帅中，若论对国家和民族有巨大贡献
者；若论品德高尚、光明磊落且胆识过人、思想深邃者；若论人生经历最具传奇色彩，人格魅力光彩
照人而口碑无瑕、深得人心者，陈赓都当名列前茅。    今年6月，国防科技大学杨昂岳教授寄给我一份
长沙的新报纸，那上面有一篇报道：《湘乡老人苦守陈赓故居》。一位叫许谭氏的老婆婆，原是陈赓
家的隔壁邻居，少时就与陈赓相识。陈赓参加革命后，家道中落。为了保护陈家老屋，1931年，敬佩
陈赓的许谭氏动员丈夫筹钱买下了陈家老屋，从此，她一直守护着陈家老屋而不愿意盖新房，陈家留
下的什物，她也精心保存下来。2004年，87岁的老人病逝。弥留之际，她把守护的任务交给年过古稀
的小叔许成赓，她说，没有看到陈赓故居的恢复，死不瞑目。这个故事感人至深，陈赓是家乡人民永
远的骄傲。    笔者这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拟以全新的历史视角，重塑离开战场的陈赓在风云变幻
的时代里终于成为一位杰出的将军教育家的历史形象，通过追寻他创建哈军工时形成的教育思想体系
和开拓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新中国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历史足迹，再现这位旷世英雄的卓远而丰厚
的人文情怀。笔者力求用细腻的笔法，沉雄凝练的话语，走进陈赓的内心世界，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
为时代大背景，着力于陈赓和他身边的老干部、老教师两大群体精神内层的描写，为20世纪那个特定
年代里人们的心灵品格和命运际遇做出冷静的分析和剖示。    笔者再一次感谢数百名哈军工的老首长
、老教授和各届老学长多年来对我的关爱和帮助，再一次感谢傅涯阿姨、陈知非和陈知建同志，没有
他们的口述历史，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中梳理出一位民族英雄感天动地的故事。    笔者感谢在本
书写作及出版过程中给予帮助和做过贡献的校友和朋友：刘忠、左太北、刘小林、应守贤、杨昂岳、
朱柏青、杨小斌、齐国甫、关云逢、汤任远、刘捷、杜剑、张希琴、丁虹。    作为一位民间的史学研
究者，笔者深知自己的水平有限，又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这部新作中必然会有错讹之处或不当描写
，诚恳地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指教，我愿意随时倾听任何批评意见，并与有志于陈赓史学研究的朋友们
交流切磋。    滕叙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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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哈军工传》的基础上，作者又深入挖掘和研究史料，撰写出《陈赓大将与哈军工》一书，该书可
贵之处在于一个“真”字，通过作者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陈赓大将在国防科技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
绩。    ——中国工程院院士高伯龙    《陈赓大将与哈军工》让我回忆起在哈军工读书的峥嵘岁月，作
为哈军工第一期学子，我感谢作者把陈赓老院长的深邃思想和高贵品格活生生地描绘出来。    ——中
国科学院院士邢球痕    读过《陈赓大将与哈军工》，不禁热泪盈眶，仿佛又回到刚走进哈军工大院的
年代，又看到陈赓老院长的慈爱笑貌。作者多年来详细调查史实，认真撰写哈军工系列文史作品，付
出了巨大的心血，所有的哈军工人都应该感谢他。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    炽热的情感，生动的
语言，传神的细节描绘，构成《陈赓大将与哈军工》一书突出的文学特色。作为哈军工学子，我将永
远以陈赓院长为楷模。以实际行动去弘扬哈军工精神。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景全    《陈赓大将与
哈军工》是一部催人奋进的好书，作者以严谨的治史态度和丰富翔实的史料，准确反映了陈赓大将创
建哈军工的艰难历程，记录了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兴铭    陈赓大将是我们
崇敬的民族英雄，他在晚年殚精竭虑，创建了一代名校哈军工。《陈赓大将与哈军工》一书为我们提
供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描绘了一个英雄群体的崇高形象，这是我们民族和我们军队的精神财
富。    ——原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上将黄献忠    《陈赓大将与哈军工》是一部新中国的军校大史，一
切关心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人们不可不读这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锡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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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增订版)》由著名作家越南、王大鹏、松鹰、沈国凡、彭名燕；著名党史专家吴
殿尧、刘学民；著名军事评论家马鼎盛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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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在《哈军工传》的基础上，作者又深入挖掘和研究史料，撰写出《陈赓大将与哈军工》一书，该书可
贵之处在于一个“真”字，通过作者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陈赓大将在国防科技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
绩。——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伯龙《陈赓大将与哈军工》让我回忆起在哈军工读书的峥嵘岁月，作为哈
军工第一期学子，我感谢作者把陈赓老院长的深邃思想和高贵品格活生生地描绘出来。——中国科学
院院士 邢球痕读过《陈赓大将与哈军工》，不禁热泪盈眶，仿佛又回到刚走进哈军工大院的年代，又
看到陈赓老院长的音容笑貌。作者多年来详细调查史实，认真撰写哈军工系列文史作品，付出了巨大
的心血，所有的哈军工人都应该感谢他。——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山炽热的情感，生动的语言，传神的
细节描绘，构成《陈赓大将与哈军工》一书突出的文学特色。作为哈军工学子，将永远以陈赓院长为
楷模，以实际行动去弘扬哈军工精神。——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景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是一部催人
奋进的好书，作者以严谨的治史态度和丰富翔实的史料，准确反映了陈赓大将创建哈军工的艰难历程
，记录了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兴铭陈赓大将是我们崇敬的民族英雄，他在晚
年殚精竭虑，创建了一代名校哈军工。《陈赓大将与哈军工》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
故事，描绘了一个英雄群体的崇高形象，这是我们民族和我们军队的精神财富。——原沈阳军区政治
委员、上将 黄献忠《陈赓大将与哈军工》是一部新中国的军校大史，一切关心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
的人们不可不读这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中国工程院院士 卢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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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与哈军工》

精彩短评

1、传奇英雄，汉唐风度！这才是陈赓大奖的真实写照！！一部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传神之书！—
—此书一读感人，再读则泪下！！要感谢作者的贡献。
2、写史，不是书摘，更不是拍电视剧一般的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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