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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传》

内容概要

董必武，革命家，法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本书真实生
动地叙述了董必武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全面反映了他在参加领导革命斗争、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中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以及他坚持真理、注重调查研究、关心人民
群众的工作作风和一贯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
 
本书真实生动地叙述了董必武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全面反映了他在参加领导革命斗争、统一战线工
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以及他坚持真理、注重调查研究
、关心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和一贯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他关于统一战线、政权建设、法学理论等方
面的许多精辟论述，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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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
六十五、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
六十六、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上)
六十七、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下)
六十八、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日子里
六十九、“统一战线仍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
七十、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
七十一、扑灭察北鼠疫，同灾荒作斗争
七十二、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
七十三、代理政务院总理
七十四、为新中国政权建设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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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肃反斗争中的审判工作
九十、致力民族团结
九十一、在“八大”提出“依法办事”
九十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前后
九十三、在反右派运动的日子里
九十四、抵制“左”倾思潮
九十五、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
九十六、参与主持全国政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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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当选国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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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植树造林，造福子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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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董必武是一位敏于行而讷于言，且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政治家，熟悉他的人都赞誉他是一个真
正有学问的人。有人概括他终生有两大嗜好：革命与读书。    董必武的幼年时代，新式学堂尚未在他
的家乡出现。幸运的是他的父亲和四叔都是本地较有名望的秀才，在乡里从事私塾教育。这样，他从
三四岁起，就获得父辈耳提面命的启蒙教育。    与其他学童一样，董必武也是从读《百家姓》、《千
字文》、《三字经》发蒙。尤其那本宋末文人王应麟编纂的《三字经》，以其简练、押韵、便于记诵
的特点，成为董必武幼年发蒙的教材。在五岁之前，父亲就一句一句地在昏黄的油灯下教董必武熟读
硬记，背诵得滚瓜烂熟。五岁那年，父亲董基文在黄安城内东街的广善庵塾堂教书，校址离家不远，
董必武未到入学年龄，但常常到那里玩耍。一天，父亲让塾童背诵《三字经》，几个塾童都背得结结
巴巴，连贯不起来。在窗外贪看的董必武就情不自禁地朗声背诵起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
，教五子，名俱扬⋯⋯”一口气背下。父亲听后，满心欢喜，回到家里，当着董必武母亲的面夸奖了
一番之后，第二天让董必武到广善庵跟班上学，并要他在家里开始读一般九岁蒙童才能读的《论语》
。这件事，给董必武的激励很大，终生难忘，晚年偶尔谈起来，仍激动不已。    六岁那年，董必武又
跟随父亲到距黄安城十五公里的李貌村(又名李冕二村)的私塾就读。熟读《论语》之后，在父亲的指
点下，又读起了《孟子》、《大学》、《中庸》。七岁时，父亲为增加点收入，受聘到张煜村一户姓
张的富户家当教师。按常规，富户是不允许塾师带自己的子弟到家中读书的，董必武只能到四叔董素
怀任教的黄安县城易家私塾就读。到八岁，又随姑父到黄安县陈和寺塾堂读了一年书。这种不断迁徙
流动的读书生活，丝毫没影响他的好学精神，他的知识与学习能力与日俱增，除了正课以外，在课余
还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以及《七侠五义》之类的武侠小说。书中那些
迷人的故事，吸引着他爱不释手，以至有时竟读得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P7-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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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董必武是一位敏于行而讷于言，且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政治家，熟悉他的人都赞誉他是一个真正有
学问的人。有人概括他终生有两大嗜好：革命与读书。本书依据大量的真实历史事件和史实资料，客
观记录了董老青少年时勤读书，中年时为革命事业奋斗、老年时为新中国建设出谋划策的伟大一生，
内容翔实，可为广大读者了解董老其人及近现代中国史有所帮助。

Page 7



《董必武传》

精彩短评

1、读了肃反审判的部分，董老先生很有意思，他谈肃反问题，免不了宽大，从宽大与镇压相结合，
到应该宽大一些，再到更为宽大的精神，不过在政法只是党委附庸的情况下，这些都只能是说说而已
～
2、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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