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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传》

内容概要

《叶剑英传》由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立项，军事科学院组织编写，历经十余年努力，
聆听叶帅生前56次回忆谈话，查阅军内外100余家档案馆等单位所收存的史料，走访近千人，根据大量
第一手资料再现了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辉煌的历史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书稿经中共中央军委和
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邓小平为本书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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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张国焘居心险恶，竞企图危害中央，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
部南下。在此党和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剑英看到这份电报，火速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并设法提
供了一份军用地图。中央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脱离了险境，使张国焘危害中央的图谋落了空
，也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的一幕。
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1981年，邓颖超在接受爱泼斯坦、刘洪、曾淑芝
采访时说：“他（张国焘）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
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薄一波在谈到叶剑英一生中两件最大
的贡献时说：“一件是长征途中获悉了张国焘要陈昌浩南下的电报，及时报告毛主席，保证了中央和
中央红军按原定方向北上。记得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指定我把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修
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
志插话，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
大事不糊涂’，剑英足以当之！我想主要指这件事，当然还有其他的事！”当时曾受叶剑英之托保管
甘肃地图的萧向荣和接到叶剑英电报立即从包座返回总指挥部的刘志坚，以及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
工作的叶子龙、陈昌奉、黄有风、范金标等回忆密电事件和中央脱险的经过，都证实了密电确实是迫
使中央突然率领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徐海东将军当年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张国焘
密电事件，但他听毛泽东亲自向他谈过这件事的经过和叶剑英的功绩。徐文伯回忆说：“父亲生前非
常敬重叶剑英，常常告诫我们要好好向叶伯伯学习，毛主席多次夸他大事不糊涂，当年张国焘闹分裂
时，多亏他把张要右路军南下的密电送给毛主席。主席说，好险啊，差一点脑袋就搬家了！”此外，
还有一些与张国焘密电事件有关的当事人、知情人，以及许多参加过长征，了解同张国焘斗争情况的
老同志，如凯丰、成仿吾、萧劲光、何长工、黄克诚、伍修权、罗瑞卿、耿飚、杨成武、宋任穷、许
世友、宋时轮、李聚奎、王平、陈士榘、李伯钊、余秋里、欧阳毅、孔石泉、莫文骅、孙毅、方强、
叶楚屏、吴烈、何廷一、曾希圣、童小鹏、钱益民、石敬平、贺俊桢、周涌、钱江、戴镜元、李质忠
、颜太龙、范希贤、徐国珍等著文、谈话，回忆张国焘的密电事件，都有同样的记述。他们认为，叶
剑英获取张国焘密电这一功劳已载入史册。当年，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是张国焘错误路
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党中央同张国焘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当年参加长征同志的个人命运问题，更主
要的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1982年3月12日，叶剑英看过吕黎平回忆的电文抄件后说：“意思是
这样。”其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杨尚昆、胡乔木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10月6日，叶剑英
办公室工作人员摘录了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关于密电的谈话材料，并整理一份《关于吕黎平回
忆长征途中张国焘“密电”事件的一些情况》。他们把这些材料呈报叶剑英。叶剑英看后，当即报给
杨尚昆、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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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叶剑英元帅诞辰98周年之际，我们将历时八载撰写的《叶剑英传》奉献在读者面前。这部书经中央
军委常务会议讨论审定，最后报江泽民主席审批同意出版。邓小平同志题写了书名。叶剑英元帅是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位德高望
重的领导人。叶剑英的一生，同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与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
起。他在党的领导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为人们永远怀念。20世纪80年代初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军事科学院承担了编写叶剑英元帅传记的任务。院里从各学术部、所抽调人
员组成编写组编写《叶剑英传略》。在粟裕政委、宋时轮院长直接领导下，先后由李振军副主任、相
炜副政委、谭旌樵副院长具体负责分管编写组工作。参加撰写《传略》各章执笔完稿的有：组长许卓
亭，副组长范硕，以及成员：李鹿辉、张烈山、童德先、雷光鸿、丁家琪、杨祥伟、倪素英（负责资
料）、吴祥顺等。经四年努力，1984年5月，写出十几万字的《叶剑英传略》送审稿。宋时轮院长审阅
后，特请奚原、莫阳、王时春、雷英夫等领导和专家帮助审阅书稿。接着，院里将《传略》送审稿报
送中央军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1984年7月，宋时轮院长指示编写组成员分别返回各部，留下范硕
、丁家琪、倪素英三人继续兼顾完成书稿。1986年10月，叶剑英元帅与世长辞。编写组留守同志在加
紧修改《传略》书稿的同时，投入起草叶帅悼词、碑文及编辑《萦思录——怀念叶剑英》等工作
。1987年1月，经军委审定批准的《叶剑英传略》由军事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至此，编写工作告一段
落。从1988年开始，已纳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后改为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编制系列
的《叶剑英传》编写组接受新的任务，着手撰写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决定出版的九部元帅传记之
一的《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由范硕任组长，先后参加的成员有丁家琪、倪素英、金立昕
。在院党委常委的领导下，进一步收集资料，调查访问，重新撰写。经过五年的努力，至1992年陆续
写出50章70余万字的初稿。在写作过程中吸取了《叶剑英传略》和其他有关著作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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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剑英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是一项反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发展、繁荣
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光辉业绩的宏伟工程。它的主人公包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毛泽
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
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卓著的元帅、将领，参与新中国创建大业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个方面
的著名爱国人士，贡献突出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劳动模范，以及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和
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这些传记的意义远远超越记述个人生平的范围，它们是
新中国开国史、建国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基史、创业史的浓缩，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倍
加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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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伟人的好书
2、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很久以前看过的，就感觉太啰嗦。没有什么激励性。
3、老爸很喜欢 当天网上拍的 第二天下午就到 速度很快
4、烂书，对于花帅的私生活只字未提，全是一些爱党爱国的说教。
5、别人介绍给买的，很有幸，我买了，学习了伟人的为人与处事
6、光辉的一生。
7、成功人仕总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尤其年轻人和孩子
8、老公一定要我帮他买叶剑英传。多读书，读好书，读书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9、书很不错，我很喜欢，纸质很好的，印刷的也很清楚。
10、一口气读完，叶帅最难得的是在关键时刻立场坚定，推荐大家读读。
11、作为十大元帅，必经历一些岁月的打磨，值得我们学习！
12、是自己想要的版本，纸张也不错，非常满意！
13、十大元帅，人人都应敬仰之！推荐
14、不错啊，书好看。
15、叶帅传记，推荐
16、伟人就是伟人，不平凡！
17、期待赶紧看完
18、写得比较平淡，有点失望
19、一代英才，风流倜傥
20、大帅的真正家国情结
21、写的非常的详细，可以详细了解叶帅。
22、书，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叶剑英晚年的描述。
23、他和李先念到底谁更会玩啊
24、难怪会成为花帅 xDD  以及当代中国这套传记还是写的很扎实的。虽然材料取舍和观点上有时不
免过于官方，但至少不回避问题——光张国焘那封电报到底存不存在就写了得有好几页吧。。PS 叶帅
的诗还是觉得题方志敏烈士遗像的那首最好。就像一直觉得陈老总最好的作品是梅岭三章一样。所以
写诗这件事情上情绪到位确实是会加分的。PSS 现在一想到徐帅主持叶帅葬礼时劝阻了他的几位夫人
前夫人出席和叶选平那句“我们现在与这七位女性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就憋不住笑。。
25、2014年10月12-13日读，2014-343，图26。

26、质量可以，无锡发的快递比较快
27、休闲看看，不过比我想象的枯燥了点儿
28、质量不错，继续！
29、书很好！不错！我看了之后感觉很好！
30、叶剑英元帅无论在军事或政治的智慧是高超的。是他在中国的重要关键时期，维护了党和国家的
稳定！
31、相信当当，一如既往的好~
32、书很好，快递也很快。谢谢商家。
33、再一次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全景全貌，叙事较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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