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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回忆录》

内容概要

《粟裕回忆录》除开头一章对其参加革命的过程有所交代外，其余各章都是以战争事件来展开叙述的
。讲的基本上是战争事件的战场背景，作战对象，力量对比，战役对策以及征战过程，最后都有战事
的检讨、总结和重观，很少涉及物是人非的议论，这也是粟裕“将德”高尚之处。粟裕在篇幅中对战
区转折点、战役转折点的提法和阐述，这是他的一个“创意”，他总是按对这个“点”的或隐或显之
分析判断来估摸、组织或结束一个战役的，这是一种值得后人学习的对局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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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回忆录》

作者简介

粟裕，湖南会同枫木树脚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
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连长、营长、支队长、第六十四师
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治委员，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
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 1935年起任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
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
中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起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参加了苏中、
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
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
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
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
务委员。198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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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回忆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枫木树脚谈起  长工阿陀  开蒙  出走  进入省立第二师范  参加学潮  投笔从戎第二章 南昌起义
前后片断  教导队的生活  参加起义  南下广东第三章 激流归大海  正确的决策  真正的英雄  大庾整编  上
山打游击  湘南起义  井冈山会师第四章 在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  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  学习建设根据地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战略转移中  在反“围剿”斗争中  经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反面教育．  第五
章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从瑞金出发和攻打福州  转战闽东闽北  挺进浙西  活动于皖
赣边  到达闽浙赣和组成红十军团  谭家桥战斗  怀玉山失败  历史的教训第六章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挺进
浙西南  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第一次反“围剿”  浙南党内的一些分歧  第二个发展时期  第二次反“
围剿”  迎接抗日高潮第七章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江南新四军挺进苏北  全力对付韩德勤  建立以黄桥
为中心的根据地  决战黄桥，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第八章 苏中抗日斗争  苏中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任务  工
作重心由城镇到乡村的转变  根据地基本区的争夺  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领导重心的再次转移第九章 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  新的形势和任务  渡江南进，胜利会师，  
周密筹划  轻取孝丰  巧夺天日  诱敌深入，连歼顽军  大举反攻第十章 苏中战役  小雨欲来  先在内线打
几个胜仗  选择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作战  首战宣泰  再胜如南  三战海安  奇袭李堡  进一步明确了作战
方针  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  攻黄救邵，七战七捷第十一章 苏中战役后的华中战局和宿北战役  华中野
战军主力由苏中北移  主动放弃两淮  决心在淮海打一个大歼灭战  集中兵力，打敌一路  整编第六十九
师全军覆没  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第十二章 鲁南大捷  以新的作战胜利实现战略意图  选择打击目标  紧
张的战前准备  歼敌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  歼敌第五十一师第十三章 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  战前
的敌我态势  抓住战役间隙进行休整  果断改变战役决心  迅速挥师北上  敌变我变  战役获得全胜第十四
章 英雄孟良崮  强敌云集，发动重点进攻  耍龙灯，创造战机  割歼强敌的决心和部署  喜见贼师精锐尽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  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分兵”  向鲁西南挺进  沙土集作战
方案的预想  战役经过及主要经验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  集中兵力，大战中原  审时度势创战机  取开封，
攻敌必救  再歼援敌  胜利转移第十七章 济南战役  中央军委攻打济南的作战方针  攻济打援的具体部署  
攻占济南外围防御地带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争取更大胜利第十八章 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渡江计划的演变  战役前的形势  打过长江去  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  钳击吴淞，解放上海第十九
章 真正的铜墙铁壁  人民是父母  一切为了前线  不竭之源  英雄的山东民兵  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编后记
附录 粟裕谈淮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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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回忆录》

编辑推荐

　　粟裕是我军很有特色的一个指挥员，在战争年代他带兵 打仗很动脑筋，在解放战争初期他曾2次
向中央和毛泽东提议修改中央的战 略决定，并提出了自己很好的战略设想，他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非
常优异 的作战成果。建国以后，他注意总结作战经验，本书就是总结了他 的过去带兵打仗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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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回忆录》

精彩短评

1、真正的军人以坦荡的胸怀，真实地记录了经历的军事历史，以个人的真实成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
发展、一个政党的壮大。粟裕是一个善于思考、总结、领悟的军事天才。是近年来我看过的军事影片
、军事传记文学中最好看、最动心的一本好书。感谢粟裕！
2、真正分析战争的艺术
可惜是国内战争
可惜没有淮海
可惜
3、粟裕好像纯粹是为了战争而生的，关于他的晚年令人唏嘘不已，不过，他最后还是得善终的，源
于他良好的道德，而那个整他的人，虽然也令人唏嘘不已，但整人的下场却要悲惨的多。也许，从某
个角度上讲，大将军还算是幸运的，譬如他和韩信比的话。
4、饱含军事观点也满是人生哲学。做人、经商、打仗、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深深体会到战略、战
役、战术三位一体的意义。很是值得一看！
5、虽然有些话还是偏主旋律，但是通篇读下来还是很让人激动的
6、与其说这是粟裕大将的回忆录，不如说这是将军呕心沥血而成的一部现代战争兵书。粟裕将军的
品德、度量、智慧、执着在解放战争年代几乎无人能比。仅在战役指挥方面林彪元帅堪与其比。甚至
称为战争军神的刘伯承对其评价甚高。我读过《粟裕兵法》，《粟裕大将军》，也读过《华东野战军
征战实录》，确实领略了将军战役指挥的微妙。同时这本书的装帧非常好，当当网发货也及时。
7、书是好书。只是粟大将解放后的遭遇让人叹息。应该是和他长期处在远离中央的边缘打仗，和中
央的领导接触少，没有强硬的靠山有关系。非嫡系啊，受排挤。刘少奇，饶漱石倒是欣赏他，可是他
们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靠边站的早也有一点好处，就是文革没怎么波及到他。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吧。为何元帅一定要十名呢？看看苏联的元帅，只要资料和功劳够了，没有政治上的错误，一般都能
封帅。为什么我们这就一定限制个十？人才岂能是名额能限制了的？
8、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略、思路非常清晰，真正是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进步
9、经典
10、这确实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一直对粟将军心怀景仰，作为共和国里真正的长胜将军，粟将军的为
人与作战非同一般。这本回忆录与他人的写法不一样，基本上是以历史事件为主线，而不完全是以个
人成长的时间为主线。这样的写法让我们对一些事会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喜欢军事的朋友看完这本书
就象是在国防大学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一样，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可惜的是将军辞世太早，这本书只
写到了淮海战役就截止了。可惜，可惜，就象粟裕大将未能成为开国元帅一样。
11、土木不及一粟。
12、不言人过，不表己功，可钦可敬可叹
13、解放战争中立最大战功的常胜将军粟裕，华野负责军事指挥的副司令员。解放战争中歼灭国民党
军245万，其中有国军的三大王牌胡链的11师、邱清泉的5军、王牌中的王牌74师，歼敌总数居各野战
军之首（第二为中野225万、第三为东野180万）。
  粟裕将军指挥最经典的战斗是孟良崮战役，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全歼国军精锐中的精锐整编74师，
严重打击了国军的士气和动摇国民党的统治。1948年5月在西柏波毛主席和粟裕将军有一段对话“去年
的这个时候，你们打了一个大战”，答“在孟良崮消灭国民党74师”。
“在中国大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amp;#34;，答&amp;#34;一是蒋介石,痛哭精锐中的精锐整编74师全军
覆灭”
“另一个”，答“是陈诚”，“不足挂齿”，“何应欽”，“何足道哉”“是白崇禧”，&amp;#34;离
题万里，另一个是我毛泽东啊”。从毛主席和粟裕将军的对话中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共两军的将军
中，无人能取代粟裕指挥孟良崮战斗，攻歼74师。从不服人的林总对粟裕将军英雄惺惺相惜，称粟裕
尽打神仙战，当代“孙武”刘伯承称粟裕将军为我军最优秀的将军。
14、网购《粟裕回忆录》，正版，印刷精美，很喜欢，正在拜读。
15、粟裕的军事战略眼光,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变化中捕捉战机的能力,从一次战役延伸到下几次战役的洞
察能力,料敌如神的精确算计能力,知己知彼的分析能力,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艺术水准,战前准备和战后总
结的详尽,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最杰出的将领,无出其右.他的高尚的人品,谦让的风格,不惟上,对客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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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回忆录》

物的较真态度,敢于承担责任和压力的魄力,更是我军老一辈革命家的代表.由于58年的冤案,他成了我党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才华没有得到更大舞台的展现.也使他的个人声誉和
形象受到了伤害,很多人侵占转移了他在解放战争时的功绩,人们长期对他的事迹了解不够.粟裕对外的
政治水平也是比较高的,但在人民内部他的政治斗争能力却不及格,很早就成了&quot;纸老虎&quot;,陈庚
对他的评价是很准确的.
16、未完稿，由楚青修订。
17、这个版本不错，印象里是最新的，希望了解我军最优秀战役指挥员的人应该认真读一读！
18、可惜淮海战役不写
19、书的印刷制作堪称精品。粟裕写书的风格朴实简练，描写了将军从普通学生到成熟指挥员的成长
历程，读来很受启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尤其有独到之处。最后增补了以前未发表的淮海战役的
记述。对军事爱好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20、文字之间透露军人作风。
21、我到手的这本书已经是第四次印刷了。封面、内文用纸、印刷、版式都相当不错，只是**在仓储
及物流过程中不小心，封面有些折角了，很是可惜。 当然，这本书并不是非买不可的，出版了多少年
，想想还是买一本算了。一则许多观点和论述都是杨奎松自己专题论著中出现过的，这本书只是按照
丛书要求，分几个专题进行了重新拼装整合，再则这种丛书虽然作者都是术有专攻，且都是国内各领
域的大牌，但囿于体例和某些意识形态要求，很难有大的超越。所以，杨奎松自己似乎并不太愿意多
提这本书。 《内战与危机(1927-1937)》以1927─1937年间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为线索，叙述近代社会
在这段错综复杂的特殊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完成名义上的统一中国后，从实施训政、实行宪政到强
化军事、国防、教育、经济基础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行农村武装割据、创立
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壮大红军的艰难历程。书稿以翔实可信的史料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舞台上两个
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曲折交涉，再现了自“
九一八”事变后两党政策的转变、中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合作的实现这一清晰的历史脉络。 《内
战与危机(1927-1937)》以1927─1937年间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为线索，叙述近代社会在这段错综复杂
的特殊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完成名义上的统一中国后，从实施训政、实行宪政到强化军事、国防、
教育、经济基础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行农村武装割据、创立苏维埃共和国、
发展壮大红军的艰难历程。书稿以翔实可信的史料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舞台上两个政府（南京国民
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曲折交涉，再现了自“九一八”事变后
两党政策的转变、中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合作的实现这一清晰的历史脉络。 王晓渔对此书的评价
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有意味的。：《中国近代通史》，我倒是读过两卷，一本是王奇生先生的《国共
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一本是杨奎松先生的《内战与危机(1927-1937)》。这两位先生的著作
，我早有拜读，对他们有着特别的信任。与他们的其它著作相比，这两卷写得较为中规中矩。但如果
耐心阅读下去，它们会更新我们对这十三年的一些认识，它们对这十三年的描述也相对比较清晰。王
奇生梳理了国共从联姻到离婚的过程，还注意到不同话语隐藏的立场，他指出“北伐”是南方国民革
命军一方的表述，从北洋军阀一方而言是“南征”。由此也可以看出，他选择了旁观者的视角，不是
站在历史的其中一方，像感情破裂的夫妻一味论证己方如何正确、指控对方如何错误。杨奎松梳理了
国共从离婚到复婚的过程，虽然已经比较详尽，可惜限于篇幅还是有个别地方让人期待更多的细节，
比如他指出1928-1930年间，“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国内大量翻译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些著作有多少是在租界出版，有多少是在国民
党的统治区出版，因为这关系到国民党对言论的控制指数。
22、了不起的军事指挥家
23、虎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将费力区变成熟悉区，将恐慌区编程费力练习区，不断应对实际情况
变化，改变和提升策略，在将成熟但未完全成熟时考虑升级战局。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从农
村保卫城市，到先占领城市歼灭有生力量在撤出到以城市为主。没有一成不变。
24、就算是看过吧！天目山之战之后的部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觉得这个回忆录更像是严肃的报
告！！！
25、完全意义上的军事科学和军事指挥艺术的体现
26、粟裕真的太神了，可以封为战神
27、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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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好书！买了放在办公室，原来的计划是每天午休前看一会，结果每次都会看到午休时间结束。美
中不足的是地图用的图例相似度太高，区分起来有点吃力，还有张图上有块区域给标错了。总之，书
是好书，粟总也是本人的偶像之一，不过出版社的校对功夫还有待加强啊。
29、一部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记录了粟裕将军指挥多次战争的经历，可以看到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和
高度智慧。郑重推荐！
30、语言平实，论事不论人。对于了解过去很有帮助。
31、书简单翻了一下，史实比较详实，之前看过张雄文写的《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
过多的添加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过分的拔高了粟裕。太多的贬低了别的将领，
而这本书就比较好，注重史实，值得想去了解粟裕的人一看
32、粟裕是居功至伟的一代名将，他为我国的解放战争作出了无法代替的贡献，而从不居功自傲。这
样一位受人尊敬的功臣，在解放后却得到不公的待遇。这可能就是政治吧。真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
样的事情了。
33、粟裕同志名列大将第一，不是因为他在大将中的资历和人事关系，只因为他的才华、战功和军内
的地位，堪比元帅。二十多年前流传着粟裕同志“争帅”的说法，那时，他还健在，但他在生前不发
一言，从未为自己辩白过。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今天，这一切都已是朗朗昭昭。粟裕，
一个行伍出身却成为军中秀才的才子，一个貌不惊人却是满腹韬略的儒将，一个素有战略眼光且不畏
权威的标准军人，一个克己任事、正己修身的君子。我发现，在这样一个人面前，有时语言的表达竟
然显得有些苍白。粟裕，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啊？！粟裕是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士兵成长为我军杰出
的高级将领的，这一资历，放眼现代军事史，大概只有苏联的布柳赫尔元帅——中国人称为“加伦将
军”的，可与之媲美。可是这个第一大将，其个人历史却充满了悲剧色彩。他参加过南昌起义，但在
南下时却被误当做已牺牲而弃之路旁——这和布柳赫尔也很相似。在战争中受过多次伤，一只手残废
。经历过中央根据地残酷的“肃反”，只因为是老实人一个，无人忍心攀咬而逃过大劫。他做为军团
领导人之一，率军北上抗日，以为自己的部队是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打的旗
号就是“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主力部队先行探路的，孰不知竟然是被上级做为“战略游击队”为
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为主力长征打掩护而准备做牺牲的。这支部队的最终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粟裕的
个人命运可谓充满了悲情。战场本就是十足危险的地方，而粟裕一生的军旅生涯中，多次充当箭头人
物。这类军旅角色谁都知道是什么性质的人物，所以，粟裕同志在战场上是地地道道的履险无数。令
人可敬的是，粟裕是我真正看到的极个别的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境界的人。他有化腐朽为神
奇、变被动为主动的超人能力，大概原因就在于此吧，他最终能从战场上活着走下来，成为受人敬仰
的首位大将。但这位百死一生的大将，在没有了硝烟的时代里，却仍然让呛人的火药味儿薰倒了。且
一直未能再重登历史的前台。对于粟裕来说，也许一切都看淡了，看透了。但对于人类的良知来说，
我们不能不多问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受了20多年冤屈的粟裕，到改革开放多年后才去世时也未能平
反？为什么淮海战役的文章他不写，淮海战役的书他不读，淮海战役的电影他不看？本书做为个人回
忆录，就跳过了淮海战役一节。我们若有正常理智来判断的话，这些当然是不正常的。难道.....真的
是.....淮海战役，功高盖主（这里的“主”指邓而不是毛），所以，粟裕健在时一直未能平反？但愿历
史能经得起人类的良知的拷问，但愿一切的不平都是历史，而不再成为新的历史。如此，才使我们纪
念粟裕，这位新中国第一大将的挚情更具有现实意义。
34、我首先不是军迷，很少看军事方面的书，买这本书也是偶然，买来后也没有立即看，结果是今年
中秋节放了三天假，无意间从书架上翻看这本书，看着，看着，我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军事
专业书，不是一般的传记，作者叙述时用的方法非常奇特，除青少年部分平平叙述外，以后基本上都
是在讲述作者的思想，作者在每次打仗布局的思路方法。非常独特。我不是军人，但我想，我国现代
解放军军人都应该细读这本书，研究这本非常有军事价值的专业书。正是这部书的独特叙述方法，深
深吸引着我三天，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巨著。我对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大将肃然起敬，说实在在这之前，
知道陈毅元帅的多，对粟裕大将军，了解不多。但透过这本书，知道粟裕将军为人，和品德。用兵如
神的智慧。做为一代名将，粟裕将军将载入大中华历史长河中。非常遗憾，没有看到著名的淮河战役
，不知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篇章，作者，怎么就省掉啦，嗨！遗憾！！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名
叫&lt;粟裕回忆录&gt;,不太准确，应该叫《粟裕用兵法》或《粟裕兵法》，其实就是一本现代版《孙子
兵法》。建议现在，做企业的老板或经济工作者，也应该仔细看看，对生意的布局上是会有非常大的
帮助的！粟裕大将军是个奇才！就是当代的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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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非常值得一看的一本书，强烈推荐，我要收藏！！
36、受到时代局限性的影响，但比较真实的反应了粟裕大将波澜壮阔的一生。
37、书很好，还原了粟裕将军戎马一生，甚至可以成为个人的励志书籍来看。
38、哥哥非常喜欢粟裕,早就想买,终于有货了
39、从中，我们可以吸取战争的经验和智慧，特别是组织战役需要考虑和协调的各方面，从正反角度
审视和研究，站在当事者的地位思考和决策，从而驾驭战场形势，掌控发展方向。移植到生活的现实
中，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其思考方式和方法、途经和对策，直接应用于具体的事项，都能带来成
功和胜利。
40、毕竟不是自己人
41、伟人的书值得学习
42、这本书写得很好。不过我我有个提议，若再版时可考虑把文字弄小些，细些，这样可能更有利于
视觉。
43、粟裕是一个很⋯⋯的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将才，当然，他身上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这些不如
意决不会影响到他在垂留之际对此书写作的认真态度。读后此书不仅会在策划谋略方面有所收获，更
会在克服困难与挫折方面有很大收获。还会学会做人、对党员也很有帮助。
44、回忆录，准确说是一部战争回忆录，也许对于军事工作者，更有参考价值，我读来，心里充满了
对将军的敬重，他是把一生交给战争了，这是一部生命的汇成书。
45、作为70年代的后辈，虽然对战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大学之前对粟总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所接受到的知识中，最喜爱的是刘伯承、陈赓、陈毅、徐海东、徐向前、林彪等，对似乎默默无闻的
粟裕居然排在大将第一位很是奇怪，曾经找来将帅传系列中粟裕那一本看了一下，似经历也不过平淡
无奇，基本都是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打了几个胜仗之类的内容。
及工作后，从收集到的其他回忆录和野史中逐步了解到，华东实际是当时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党国
成败在此一举，中原逐鹿以此为根本。作为方面军军事实际领导的粟总，似不应如此平淡无奇。
更进一步的了解使我深感羞愧，曾经找来一些关于淮海战役前后的内容，回忆录看了一下，更是莫名
其妙、没头没脑。总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底层。只有战役的最高军事领导者的回忆录才可以将
考虑战争的方法、决策的过程、应变的想法写的如此明白。
才明白粟总出神入化的指挥和应变能力，多次以弱胜强的战果，堪与古之孙子、吴起，曹操、岳飞、
陈庆之比肩，即使55年封帅也不为过。而因为中央在陈总与饶因华东军政主席上的事情找平衡，使粟
总失去了让更多人了解的机会。
历史总会在人为扭曲之后逐步回复他本来的面目，可是因为时间的流逝，也使我们永远无法了解粟总
在指挥淮海战役中的真实想法和指挥过程，只有从对豫东战役记录中差可想象，而整个二战的战场上
，中国战区也仅有此战达到了欧洲战场的规模。党军在此，自己为自己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此外，政 治烙印太明显，作为华中军区、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主要领导之一的饶漱石，居然只字未
提，对后人研究和了解那一段历史不太公正。
但瑕不掩瑜，此书已成为俺的经典收藏，与戚继光、孙吴、揭子兵法一道传世。
46、回忆录就是真实。
47、军事才能人品智慧一流相当喜爱
48、从书中可以看到一个士兵如何成为第一大将,对战争的理解,把握,回顾,对每个细节的处理都精益求
精;而且人品非常谦逊,从不争功,任劳任怨,有长者风范;对党和国家,民族的无限忠心和热爱,值得一代代
人来学习!
49、向粟总敬礼《粟裕回忆录》与第一版比少了书前的照片，让我们少了一个瞻仰粟总风采的机会。
可能是楚青老遵照粟总“不突出个人”的指示。感谢军科绘制的配图，只是有些草简。希望军科多做
此类工作，给将帅回忆录都配上图。请解放军出版社再版时，将重要配图用彩印，不要只考虑成本。
书后增加楚青老整理的“谈淮海战役”，已在其他媒体看到，此次上下文连贯读到。通读全书，深为
粟总的人格所感动，怎么也看不出“大盗盗国”！再一次向粟总敬礼
50、不臧否人物，仅关注战争的个人回忆录，不愧是PLA最纯粹也最杰出的军人
51、后期就是纯军事了，不太懂，没看完
52、战争是要死人的， 指挥的艺术，  从小兵到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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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是我们对于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也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准则。根据虚假材料所得出的
任何结论， 最终都会既害人又害己。
53、粟裕不但是个了不起的将军，而且更是个正直朴实的人。看这本书可以真实还原历史，了解当初
那些艰苦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还没看完，但是很喜欢。书的质量还行，放在手边阅读很不错。
54、还没看，很佩服粟裕将军。
55、粟裕，一个真正从士兵走向将军的传奇。若论现场指挥打仗，中国近代史上无出粟裕之右者，这
是一本真正的将军关于如何打仗的如何思考战争如何决策指挥战争的最真实教科书。粟裕的个性很单
纯，虽然一再低调做人，一再让位，不争军功，但最致命的弱点是不懂政治，这是他的最后人生悲剧
的根本原因。姑不去臧否人物，评论是非，就这本书的价值而言，绝对不在任何一本所谓神圣兵书之
下。建议对军事有兴趣、对共和国战争史有兴趣的人士一定好好读读这本书。
56、粟裕是我多年来一直想了解的伟人，原来从各书籍中，只片面的读到过其人的军事天赋。现购买
到他亲写的回忆录，能全面了解他传奇的一生。
57、孤军奋战，尤可钦佩。
58、游击战—运动战——战略决战，粟裕不同于主席倾入大量资源培养的林彪，完全靠自己一点点打
出了一个最强战斗力的三野，论战功和大兵团指挥，老毛之外无人能敌，为人谦逊二让司令，三让元
帅，一生艰辛也正应了老头那句“军事满分，政治不及格”，古来可比，唯有王阳明也
59、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60、出自粟裕大将的夫人之手，属他的真实回忆的完整记录。比较真实的还原了历史。对于研究事物
发展规律，和矛盾论的朋友，不可不看。
61、去年在粟裕大将诞辰一百周年时没买着，今年终于买着了2008年4月第二次印刷的版本了！
62、当之无愧的大将之首。
63、我一直是一个军事爱好者，酷爱读书。早在好几年前就想读这一本书了。今天我终于购买了它，
将其永久收藏。很好，很好。
64、粟裕大将的回忆，文如其人，低调、真实！
65、系统地介绍了粟总长对于战争本质的规律的掌握，真实地体现了为新中国的诞生先辈所付出的努
力与斗争。语言简洁流畅，思路清晰明了。
66、在一期北京台的电视上知道了此书，看到两位部队的人介绍粟裕将军、介绍这本书，心向往之。
等待了许久总算等到了当当到货的通知，于是毫不犹豫的买下。
67、很喜欢的一本书 以后还要光顾
68、粟裕同志写的非常好，可惜没有写淮海战役。
69、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读战史多战略，此书因是回忆录，从率领
十人百人到百万之众，故有很多战术、很多细节。做基层指挥员情节读来更有意思。每一战役都配图
，对照着看更清楚。可惜最大的淮海一节没有。因为历史原因，没有留下专著，确是可惜了。
70、似删去某版中“淮海战役得请小平同志谈”等句，值得一记。
71、看到许多人对这本书做了评论，想来会不错，而且是粟裕大将自己所写，能从他的谈话文笔中察
觉到他的性格品行作风，就决心买了。书挺好的，另加了他夫人转述整理的对淮海战役的回忆，内容
更完整，更能勾勒出粟裕大将的伟岸风貌。
72、粟裕将军不管是他的军事谋略、人品、业绩都可以称得上千古一人。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人，
许多事，都将被风化掉，被淘汰掉，但属于他的一切一切，绝对是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怀念与称颂，
就象朱可夫在过去的苏联与现在的俄罗斯的境遇那样。现在，在民间，他的形象不是越来越显得格外
地光彩照人吗？也许再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再来重新拍摄有关解放战争的影片时，粟裕的形象、
地位、作用将与现在有天壤之别了！当今的任何人即使再有权力，也无法阻挡几十年几百年后我们的
后人去为一位蒙冤几十年，被压制了几十年，到死也看不到平反的伟人歌功颂德！看看中国的历史，
看看现在民间对粟裕的评价，就知道什么叫公道在人心？
73、战争最要实事求是
74、战争是打的智慧和经济，真正面对面的打，那已经是最后阶段了
75、买给我爸的，军事狂人，他说挺好。
76、仔细阅读，或许真能学会怎样打仗。
77、库房存货不多了，所以得到的书封面不是很干净，不过书很有价值，是本人写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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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用了10来个晚上，把《粟裕回忆录》看完。看后的感觉只有四个字——意犹未尽！其实把这本书
命名为《粟裕回忆录》有点勉强，没有多少关于自身的回忆，惟有妻子楚青写的一些话到是更像粟总
的回忆录。看到楚青女士的那段文字，才知道粟总带病写回忆录。每一场战役，都写的那样的详尽，
真的不容易，也在此建议各位买此书的读友：为了尊重粟总的成果，买去之后一定要好好读。也正是
这一场场详尽的战役回忆录，更加突出了楚青女士在文字中写到的粟总强调的那句话——战争是要死
人的戎马一生，百战百胜，但是却不失谦逊，每场战役的胜利，粟总都归结到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而
他自己的功劳仅仅轻描淡写的过了一下，每场胜利，好像和他没什么关系，他更像是旁观者。也正是
这样，更加突出他无冕元帅的伟大称号！
79、哎，失望⋯不知道是不是写了太多检讨，回忆也被自我篡改了，所有话都是钦定史观
80、了解粟裕将军的心路历程
81、文笔流畅，内容好看。我学到了许多战争方面的知识。
82、中国第一军事家的回忆录，值得收藏
83、字体大点，内容不错！粟裕大将强！
84、可惜 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之作 淮海战役 没有回忆 也许 顾忌太多吧
85、对于了解粟裕将军的部队有收获
86、粟裕是我最佩服的将军之一，收到书时十分的高兴。这本书实际上叫《粟裕战争回忆录》更合适
，绝大多数篇幅都是在讲述他从参军入伍以来的大小各种战斗。纵观全书，可以更深入和真实的了解
从南昌起义到南方游击、日军侵华战争以至于解放战争的国内实际情况。我们随着粟裕的回忆，走进
那段艰苦的历史真实事件中去。并且，通过书中的讲述，对于***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英勇斗争有了更多
的了解。改变了很多不正确的观念。本书又象是一本军事教材，粟裕将军在回忆中，将每一次战斗的
敌我部署、敌情分析、我方策略等介绍的十分详细。对于大型战役的战斗过程虽然看起来比较复杂，
甚至要结合地图才能更清楚了解相关情况，但这更增加了我对粟裕指挥和领导能力的崇敬之心。书中
还体现了粟裕将军谦虚的另一面，他几乎将每次战役的胜利都归功于党中央和上级的领导，自己从无
争功抢名之事。一代名将，值得纪念。一本好书，值得收藏。
87、嫡系！嫡系！
88、等了好久终于把这本书买到手了！！!真值！！！这根本就是一本近代的兵书，每场战争力量对比
具体而详细。战争指挥是门无止境的艺术，重新认识到要战胜敌人是需要综合力量的，并不是单纯从
兵力的优势就能取胜的。粟裕不愧是共和国第一大将！！！人品性格都值得后人学习
89、学到了很多的军事斗争战略战术，确实很生动，不贵是一代名将
90、虽然最崇拜的近代军事家是十大元帅！。但这本书感觉像记流水账。
91、这本书真的很喜欢，很好，不多说的极力推荐，第一遍看完，觉得会是床头书，经常翻出重看一
类。
92、能读一年的书
93、内容很好，粟裕将军的一生，是值得后世推崇的。他戎马一生，可称上“常胜将军”，却不恃宠
而骄；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却不“小农”，不贪图名利，就拿推让“华东野战军”司令一事，就可见
一斑；他深谙“吃亏是福”，在晋升军衔上，他百般谦让，放弃“元帅”，而屈尊十大将之首。粟裕
将军，您安息吧！
94、正如粟裕将军本人一样，性格低调，但指挥千军万马的豪气流露于字里行间。
关于淮海战役的部分，网上也看了一些资料，不免有些感慨。
95、解放战争，粟裕真心是神！一团三战神，搞得我也想去叶挺独立团报道了。
96、这哪里是回忆录！根本是一本军事教科书！
97、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独立发展。
98、虽然很遗憾的没有关于淮海战役的回忆，不过仍不失为一本真实的有气节的好书！粟总最伟大的
杰作应该是淮海战役，也正是淮海战役给粟裕的后半生蒙上许多的悲剧色彩。淮海战役，功高盖主（
这里的“主”指邓而不是毛），所以粟裕一直未能平反。“淮海战役的文章他不写，淮海战役的书他
不读，淮海战役的电影他不看。”可见粟裕是有骨气的！另外电影《黄桥决战》里边也没有粟裕的名
字，可以想见粟裕蒙受了多大的冤屈！本人并非一个十足的军迷，不过研究一下粟裕，可以对中国建
国后的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99、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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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无冕元帅
101、其战争水平自不至我人言，其为人也能从中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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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了粟裕大将的回忆录，有一点触动深切：中国军队打仗计划都是战略、战役、战术三线指挥共
同制定的，充分发挥了各层面的积极性。这样战斗，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啊！
2、作为传记，其实不是很名副其实。换做战争笔记倒更贴切些。里面最多的篇幅是对每一次作战的
详细介绍，细到各种路线图，所以军史爱好者应该是必须读一读的，尤其是关于孟良崮和淮海大战的
部分。当传记读稍显枯燥。
3、解放军最能打仗的将领，单以战功而论，要强过元帅里的大部分，作战狡诈如狐，个人以为指挥
艺术更在林彪之上，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是其经典之作，这本回忆录有鲜明的个性，粟裕更多的是
从战役指挥角度来讲解一次次战斗，读这本书，等于粟大将亲自给你讲课一样。你可以更深刻的领会
粟裕的指挥要点和谋划思路，以及他那些无与伦比的智慧里面永远闪烁的辩证法光辉。
4、虽然受到无数挫折，有同志怀疑、陷害，甚至被监视...经过了种种始终保持了如一的品格和坚定地
理想有点心伤，谢谢粟裕将军所做的贡献，这本书很好很真实，对于打仗细节讲得也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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