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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包括,一山乡少年,二苏区的磨砺,三不怕远征难,四陕北十年,五戎马生涯（上）,六戎马生涯（
下）,七主政川北,八青年工作战线上（上）,九青年工作战线上（下）,十下放湘潭,十一主陕纠“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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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　农耕之家　　1915年(民国四年)11月20日(农历乙卯年十月十四日)，胡耀邦出生于湖南省
浏阳县中和乡一个贫苦的农耕之家。　　浏阳地处湖南东部，毗邻江西。由于是在湘水支流浏水之北
，故名浏阳。三国时属吴地，开始设县，隋时并入长沙县，唐时复置浏阳县，元中叶升为州，明洪武
时复为县。浏水全长230公里，发源于县东大围山，初为二溪，合流西南行，过县西名渭水，至县南名
浏水，因县名而称浏阳河。复西行人长沙境，向西北汇人湘江，因此长沙城东门，亦名浏阳门。浏阳
河逶迤舒缓，沿岸物产丰富，尤以夏布、花炮著称，近世更因一曲“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而为妇
孺皆知。　　古往今来，湖南三湘大地上，曾有多少往哲先贤、仁人志士，怀着忧国忧民的深情，发
出激扬天地正气的呼声，做出报效国家、民族的壮举，甚至以身赴死。从三闾大夫屈原“长太息以掩
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歌，到明清之际王夫之“宽以养民”的呐喊，千百年来，民本精神和慷慨
捐躯的传统绵绵相承，历久不衰。同样在古朴的小城浏阳，这种传统也在孕育滋长，特别是近现代以
来，更是志士辈出。戊戌变法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以及他
的好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的唐才常，最后都挺身就义，他们就是浏阳人的杰出代
表。这里民风质朴，民气刚烈，20世纪初叶，革命风云激荡，浏阳虽然地处偏远，然而也已经感受到
民主革命的气氛。民主革命以来，这里更是铁血壮烈，澎湃有声，涌现了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　
　胡耀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地域环境中出生、成长的。　　他的家乡中和乡苍坊村在浏阳南乡约四
十公里处。从县城往东南，冈峦起伏，地势渐行渐高；经大瑶，过南川河，渐次走进群山环抱之中。
这里属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余脉，已经没有过于险峻的峰嶂，在条条山冲中，已有大大小小的村落
出现。苍坊村，就坐落在这样一条山冲里。小小的山村依仙傍水，红土壤山上生长着低矮的松杉和油
茶，蜿蜒的溪流跳跃着穿过石滩远去，起伏不平的山间小径傍着块块稻田。十多户人家的泥瓦房、土
砖房散落地依山而建，掩映在周围的竹木树丛之间。　　苍坊村东面一座小山叫笔架山，西面一座小
山岭同它相对，叫做西岭。胡耀邦的祖居，就在这西岭山脚下。屋后是树木葱郁的山冈，屋前是一条
叫做敏溪的溪流，清澈见底，长流不断。这是一座陈旧简朴的场屋，坐北朝南，泥土墙，茅草顶，据
说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中间正屋，相传是供奉祖先的地方，“祥钟淮海，秀毓苏湖”的门联十分醒
目。两边的房屋由胡耀邦曾祖父弟兄两家分别居住，胡耀邦就出生在西屋东上房的卧室里。　　胡耀
邦的先人来到浏阳县中和乡西岭定居，已四百余年。据《胡氏族谱》记载：约在明万历年间，被尊为
“始祖建十公”的胡允钦(字建十，1569-？)从江西高安县浯溏村，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从此扎下根来
，繁衍生息，到胡耀邦，已是胡允钦的第十二代子孙了。胡氏的后代，除胡耀邦这一支世代定居这里
外，还有的迁到浏阳的文家市、岩前、山枣等乡，更有的远迁到了攸县。　　从历史上的移民状况来
考察，西岭胡氏应当算是客家人。顾名思义，所谓“客家”，即非本地土著。公元4世纪初叶，强大
的北方少数民族频繁袭击西晋王朝，中原众多汉人特别是士大夫为躲避战乱，举族南迁，来到江南，
其后唐末及南宋末年战乱之际，又有大批汉人渡江南下。他们带着宗谱、族谱，捧着祖先牌位，颠沛
流离，寻求条件稍好的地方，开荒拓垦，安顿下来，“客而家焉”，因此被称为“客家”。这样的“
客家”人，以落脚于粤东、粤北、福建、江西者为多。想当年，胡允钦也就是辗转流徙，又从江西来
到西岭的。客家人由于艰辛备尝，有共同遭遇，身居异乡，需要互相扶助，所以他们崇尚团结，勤劳
俭朴，有开创局面的奋斗精神，并且十分注重族人的文化教育。这些品格逐渐形成客家人的特征，世
代相传。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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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由五位作者历时15年完成，全书三卷约九十万字，本册为第一卷，主要记述胡耀邦同志
从1915年到1976年的革命生涯，着重描写了他从青少年时代到投身革命，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光辉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团中央工作和到地方工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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