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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述》

内容概要

《黄克诚自述》自1994年10月出版，重印三次，在社会各界产生较大影响。书中部分内容被收人中央
军委审定的《黄克诚军事文选》。本次再版，我们在原“自述”的基础上，增补了三篇谈话和一些历
史图片。三篇谈话均出自黄克诚口述。一篇是他1959年在庐山会议的发言，另外两篇是他20世纪80年
代关于毛泽东和林彪评价问题的两次谈话。三篇谈话均选自《黄克诚军事文选》，我们对文字进行了
校订。历史图片均由黄克诚子女提供。再版后的《黄克诚自述》，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了解这位无产
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不平凡经历和为党做出的伟大贡献，更深刻体味他那博大胸怀和一贯坚持的求
真务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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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述》

书籍目录

再版说明
自述
1 我的家庭情况
2 上学
3 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北伐前后
5 湘南暴动
6 千里奔波找党 辗转白区一年
7 来到红三军团 两次打长沙
8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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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述》

章节摘录

　　1第一部分1949年以前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凡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时候，总是把肥皂泡吹得满
大，虚张声势，尽干那种自欺欺人的蠢事。其结果，无不以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而告终。我的家庭
情况上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前后湘南暴动千里奔波找党 辗转白区一年来到红三军团 两次打长沙第
一、二、三次反\"围剿\"赣州、水口、乐宜诸役第四次至第五次反\"围剿\"2第二部分1949年以后我不能
不表态说几句话，我说：我和彭相处久了，许多事都看不清楚。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过还是要请主席
来领导，我认为他不是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有感觉，今天的会使我认识更全面
。希望彭能冷静地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等等。调任湖南在中央军委、总
参、总后工作庐山风云（1）庐山风云（2）庐山风云（3）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2）在“文化大革命”期间（3）在“文化大革命”期间（4）在“文化大革命”期间（5）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6）3第三部分我的观点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了一群
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
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
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作出全面的在庐山会议第五小组会上的发言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
想...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林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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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述》

编辑推荐

　　黄克诚在逝世前几年中对他自己的一生经历作了详细回忆，当时他双目已近失明，因此由克诚讲
述，夫人唐棣华和他的子女们忠实地记录整理。文内所述之事，都是黄克诚自己说的，因此人民出版
社选用《黄克诚自述》作为书名，很是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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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述》

精彩短评

1、这书看了就不敢搞革命了。。。。。于是它出版了嘛？
2、黄大将的战争回忆告诉我们，戴眼镜在战场上多么危险，保护视力是多么重要。XD
3、他的错误属于那个时代，他的成就却属于自己
4、很有参考价值，难得的史料，史观也很客观
5、果然自述比较客观，文革斗的蛮惨的，自己的一切属于党。
6、黄号称一生敢言，但他的回忆录里是温吞水，成好好先生了。
7、一般，与张爱萍的回忆录比，高下立判。
8、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的认了错，很想知道那位提议“反戈一击”的“中央领导同志
”是谁，刘或周？
9、《黄克诚回忆录》只有上没有下，内容是《黄克诚自述》中解放前的内容，约占80%吧。《黄克诚
自述》是多次被我军专业军史党史专家推荐的一本书，主要在于黄克诚写的真实。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
看黄克诚回忆录，从27年到35年这段时期，就像武侠小说主角修炼一般，不断碰到各种人物，然后两
页以后这些人物都挂掉了，然后又是一批其他任务，接着又都挂掉了。不论多牛，只有运气好的、命
硬的才能坚持下来。
10、令人尊敬。
11、照黄的自述，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倒掉纯属中枪，但又曾听人言，正是张的发言改变了庐山会议的
方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拍案称奇黄克诚
13、通过老一辈革命家的自述，通过黄克诚的经历跟更能了解那个大时代发生的事情。我从中更感受
到一路走来的艰辛，路途的险恶，还有一将功成万骨枯。
14、敢说真话的将军；对林彪的评论：很能打仗、别人好的意见能听从。
15、看的是94年版。
16、老实人，也聪明，也讲点良知，但是必须要注意，他的聪明才智是有限度的，他的立场绝对不能
说是客观公正的，尤其是对毛的评价方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的身份。
17、语言很朴实，但是值得一看
18、冰冷雨天和温相都如此推崇的书，的确，大将之中，最喜欢的是陈赓，最值得敬佩的，应该就是
他了。
19、这第二版很令人失望
20、〖201008〗比吴法宪回忆录差远了，写的太平淡，讲的也没太多新东西，一般吧
21、辗转白区的那一年最有意思，27年之后国民党里仍然有许多同情左派的人，派系复杂，取舍难定
。
22、黄克诚担得起自己的名字，耿直boy@_@
唐棣华文笔真是好，可惜这本书49年后的部分比较少。
23、直言
24、有机会买一本94年的版本，看下面评论说不尽一致。
25、感觉讲述的还比较实在
26、PLA里难得的老实人，湘南暴动后在国统区落魄一年的记录最有趣，组织上给钱是头等大事
27、很久以前看的，黄克诚是难得的好人。
28、有优秀共产党人的作风，其实更是一个好臣子吧，对中国现代化的追求太过猛烈l一些。书中提到
的一些事件，颇能反映中共决策中层的面貌。对朝鲜战争前后整编军队的回忆，可以管窥中国军队现
代化的飞速历程。
29、1984版， 从政工的角度看代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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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述》

精彩书评

1、《黄克诚回忆录》只有上没有下，内容是《黄克诚自述》中解放前的内容，约占80%吧。《黄克诚
自述》是多次被我军军史党史专家推荐的一本书，主要在于黄克诚写的真实。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
友可以找来读一读。写几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吧。黄克诚的姐姐因有癫痫，自己上吊自杀，恰好被父亲
看到，父亲反倒帮着姐姐踢开凳子。如此的冷酷无情的社会。又一次反围剿，黄克诚是师政委，打仗
东奔西跑，二十余天没有草鞋穿，纯靠肉脚板奔波几百公里作战。被封锁物资匮乏到有一次林彪见了
黄克诚问要盐吃。由此可见当时的艰苦不是现在一般人能理解的。看黄克诚回忆录，从27年到35年这
段时期，就像武侠小说主角修炼一般，不断碰到各种人物，然后两页以后这些人物都挂掉了，然后又
是一批其他任务，接着又都挂掉了。不论多牛，只有运气好的、命硬的才能坚持下来。我党早期也是
杀人不眨眼的，搞农民运动杀人无数。看现在的宣传中反动派怎么杀共产党，那么共产党就是怎么杀
反动派的，死人无数！在红军肃反时期，杀自己人杀的更凶。 这就是历史。黄克诚带领新四军3师三
万五千人46年出关去东北，是当时出关十万大军的主力之一。黄克诚到东北后以后勤、地方工作为主
。52到59年，其是总长，有权。59年以后，被和彭德怀一起打倒。黄活到87年，78年后做过中纪委书
记。
2、黄克诚这本自传是那一代将帅的回忆录中比较可靠和实在的。没有给自己拔高粉饰的假话，没有
作报告的空话，更没有类似“党内出了奸臣”这种嚼老婆舌头式的屁话。虽然黄自认为没有学问，但
比很多有学问的人写的东西耐看得多。黄克诚将军在书中折射出的做人做事的态度原则，我想正是共
产党人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黄克诚这本回忆录里有很多人，不管是对大革命时
代分道扬镳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后来众说纷纭在彭德怀问题上起了各种好和不好作用的将帅战
友，黄都没有一个字的贬低。包括对林彪元帅，在几乎所有红墙回忆录都要把这位百万雄师曾经的统
帅捎带几句，想不出来编也要编几句的情况下，黄克诚仍然坚持说，林彪已经自己给自己做了结论，
不须别人说长道短。黄克诚是个真正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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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述》

章节试读

1、《黄克诚自述》的笔记-重点摘录

        重点摘录。

2、《黄克诚自述》的笔记-第206页

        多年之后，超越领导关系的上下级之间的军事战术讨论或聊天。
缺乏更多语言描述，当时对话场景也是容易失真的。
矛盾：四平保卫战，从战术角度看，黄克诚对；从战略角度看，毛泽东对。

对现象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会因介入的角度和视野不同，不存在谁对谁错，世事多是如此。

任何针对某一现象看似对立的观点，往往没必要马上急于分出黑白，时间会解决一切。

急功近利于即刻得到真理往往短视，但往往人人如此。

3、《黄克诚自述》的笔记-第304页

        主席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意见的争论，
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庐山会议

4、《黄克诚自述》的笔记-第1页

        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有一个原反对毛的一军团的干部何笃才，下放到三军团黄那个师当宣传科长
，何很称赞毛的本事，没有人能超过。“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
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
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有不得
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使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
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李会顺从，骗取了信
任，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
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李韶九可谓江西时期的康生，此人采用逼
供信，大肆捕人，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因而激起富田事变，造成大打“AB 团”的错误肃反。
         这段记载在高华的《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里面可以得到印证：

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 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
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
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
用，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两人在一起
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请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
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
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
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①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
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 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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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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