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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传》

内容概要

《陈毅传》由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立项，中共南京军区党委、南京军区政治
部组织编写，倾十年之功，综合千余人次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口述、回忆及无数档案、文献资料，以谨
严平实的文笔还原了博学多才、兼资文武的陈毅元帅的一生。书稿经中共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
会和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两级审定。邓小平为《陈毅传》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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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传》

章节摘录

书摘　　1901年8月26日，清光绪27年（辛丑）7月13日，陈毅出生于四川省中部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
村“一个小地主”家里。　　陈毅，字仲弘（也写作仲宏），原名陈世俊，在陈家按“尧、舜、禹、
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排列的谱系中，是“世”字辈。小名秋江
。　　陈家原籍湖南省新宁县，是清初“湖广填川”时迁到四川的。到汤字辈陈汤佶读书赴考，中了
个拔贡，陈家曾经上升为有田产800亩的地主。 　　陈毅的祖父辈有兄弟两人，父辈兄弟5人。陈家是
“耕读传家”、“义门世家”，家风和顺。陈毅的父亲陈昌礼在5兄弟中读书最多，诗词歌赋、琴棋
书画都懂一些，对陈毅的中文学习颇有影响。陈毅的母亲黄培善（陈毅姑祖母的女儿嫁回陈家的）是
陈毅少年时期品德的主要培育者。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陈毅出生前的这60年间，由于清王朝的
腐败，中国已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变化中，陈家也逐渐败落。
陈毅出生前后几年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荒，再加苛捐重税，陈家的败落加速。陈毅出生时，陈
家已降落到相当于上中农的经济地位。堂兄陈修和回忆：陈毅的祖父和5个儿子共有田40亩，出租8亩
，自种32亩，主要劳力为两个叔父，平时雇一长工，忙时全家参加劳动。　　从陈毅的祖父陈荣盛开
始，大伯陈昌仁、父亲陈昌礼、母亲黄培善都憧憬着陈家的中兴发达，对陈毅他们寄托着很大的希望
。　　陈毅在堂兄弟辈中排行第五，亲兄弟中则是老二。同胞兄弟姐妹5人。陈毅3岁开始跟着两个哥
哥背诵《三字经》，5岁开始由父亲课读《千字文》，半年后，进入私塾就学。　　陈毅7岁那年，外
祖父黄福钦捐200两银子得了个湖北省利川县建南司“巡检”的小官。黄福钦要女婿去帮办文书，并把
外孙带一个去。陈毅于是随父亲到了外祖父的任上。　　巡检司专司“捕盗贼，诘奸宄”的职责。衙
门里三天两头残酷拷打“犯人”。黄福钦还让陈毅去认干爹，拜老庚，结交当地权贵。后来，陈毅得
知那些被外祖父拷打的“犯人”多半是交不起租谷的穷苦农民，有的还是打富济贫的人物。1942年3
月8日陈毅在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信中，曾这样回忆这段生活：“我在那里过着衙门生活。那时候
留下一个至今难忘的印象，就是他衙门里经常毒打犯人，使我在旁边看了非常难受。我很同情那些被
打的人，在我心里开始种下了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的种子”。“在那里过了两年多时间，⋯⋯官府中腐
败黑暗的情况，引起我极端的厌恶⋯⋯”1910年（宣统2年）春夏间，9岁的陈毅由父亲带回四川，经
乐至老家到了成都。还在1909年，陈家已将40亩田产抵押掉由乡下迁到省城，居住在成都东门外的上
河心。　　陈家迁居都市，主要是为了给陈毅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陈毅的祖父和大伯都认
为时势变了，科举已经废止，新学堂已经兴起，陈家要重振家声，只有学“声光化电”，搞工矿实业
，而这些，在乡下不如都市便利。　　在上河心，他们从地主家租了200来亩地耕种。居住的房子，也
是租自那个外号叫“林四顽子”的地主的。　　陈毅到成都后，和堂兄陈修和、胞兄陈孟熙等一起进
了锦官驿两等小学，开始学习新学。和乐至乡下比起来，成都当然算是有现代科技设施的地方了。他
们上下学都经过陆军部四川兵工厂门前，厂里全部是德国进口的机器，附近还有一座大铁桥；加上来
去利川途经重庆看到过的大轮船、大兵舰，便陈毅对科学和工业的神奇力量惊叹不已。他对新学的各
门课程学得都很认真。　　头年秋天，由于突发大水，租田被淹，陈家无租可交，被“林四顽子”以
“恶佃罢租”的罪名告到官府，陈毅的大伯陈昌仁一度曾被拘留。结果，租田的押金被扣，陈毅的祖
父陈荣盛也在败诉后一病不起，不久去世。陈家更迅速地破落下去。　　第二年，1911年（宣统3年辛
亥），开春不久，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席卷了四川全剩陈家的住地上河心一带，是保路同志军过
往和驻屯的地方；陈毅读书的学校附近九眼桥、三官堂一带，是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最活跃的一些场所
；东门牛市口一线，是保路同志军与清军作战最激烈的地段之一。成都各大中小学，也举行了声势浩
大的罢课，并组织了“学生军”，参加了斗争。10岁的陈毅虽然没有参加学生军，但从罢课开始的整
个斗争他几乎全部都经历了。他还亲见焚香请愿的群众遭受清军排枪屠杀的惨景。后来，陈毅在《给
罗生特的信》中说：“我当时还不懂得革命的政治意义，但是暴动的事实为我所亲见，在我童稚的心
灵中激起了共鸣”。　　家庭的遭际和革命风暴的荡涤，使陈毅对封建王朝的腐朽又有了深一步的感
受。当他和胞兄孟熙路过桌台衙门，看见人们在剪辫子以示对清王朝的反叛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上
前把自己的辫子剪掉了。　　由于时局混乱，这年──1911年秋天，陈毅和孟熙回到乐至乡下的外婆
家寄读，上了青海寺的学堂。陈毅格律诗词的基础是这时打下的。青海寺的陈玉堂老师比较同情和支
持当时的革命，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陈毅后来曾赋诗纪念这位老师：“青海设帐启幼蒙，博文
约韵坐春风。出国归来先生逝，只忆音容难寻踪”。　　1913年初，母亲带着他和孟熙回到了成都。
这年，陈毅12岁。家庭的经济已十分困难。华阳县（当时成都分为成都县和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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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传》

（简称华德高）规定每班的前三名学生可以免费。下半年，他和孟熙考进了华德高。陈毅读书刻苦，
和孟熙各在自己的班级里每学期都考取了前三名。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家，对陈毅的影响颇
大。这段时间，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
《封神榜》等书籍，奠定了文化基幢。陈毅作文课成绩优异。 　　P0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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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传》

后记

张衡赋“二京”，左思赋“三都”，均历时十年。刘勰慨叹：“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陈毅传
》是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关怀、指导下，在中共南京军区党委、军区政治部的具体领导下编写的
。我们认为，一位革命的伟人，在总体上都是值得崇敬和歌颂的，但他也有其局限性，为其立传也不
应一味地崇拜和歌颂，而要坚定地实事求是地步入传主的实际。陈帅博学多才，兼资文武。要为这样
一位开国元勋立传，作者与传主之间的距离岂是十年行程所能消弭的！仅仅为了尽可能缩减这个距离
，我们不得不“长行军”、“强行军”；但也深信，凭借陈帅声震寰宇的赫赫功名和他在全国各族人
民心中的德望，编写工作定是多助而能逐步完成的。立传的首要条件是充分占有真实材料。编写组
自1979年冬成立后，便千方百计地“抢救‘活’材料（口述、回忆），发掘‘硬’材料（档案、文献
）”。我们效法蜜蜂采集花粉，奔向陈帅的亲友、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人（包括部分过去的敌人
）采访。十年访问，超过1000人次。其中包括数十位颇有威望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知名人士。
许多耄耋老人的忆述是从病榻上获得的。有的访问未竟，人已谢世，更使人悟到抢救任务之迫切。我
们又学钻井采矿，频繁进出于“勘探现场”——档案馆、博物院、图书馆、文化馆、革命纪念馆、史
迹陈列馆、地方史志办公室，以及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系统和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部门，查阅档案
文书及图片、实物。一旦发现“矿苗”，立即开发，锲而不舍，务求见底。当然这“底”并非朝夕之
功所能见到的。中央军委决定为陈帅立传是得人心的事。我们的采访，处处“绿灯”。热心的人们积
极讲述历史故事，提供资料线索，引导实地调查，展示研究成果，帮助核对史实，安排食宿交通⋯⋯
可谓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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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传》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生动地展现了陈毅元帅的传奇一生。由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立项，
中共南京军区党委、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编写，倾十年之功，综合千余人次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口述、
回忆及无数档案、文献资料，以谨严平实的文笔还原了博学多才、兼资文武的陈毅元帅的一生。书稿
经中共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和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两级审定。邓小平为本书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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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传》

编辑推荐

　　本书生动地展现了陈毅元帅的传奇一生。由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立项，
中共南京军区党委、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编写，倾十年之功，综合千余人次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口述、
回忆及无数档案、文献资料，以谨严平实的文笔还原了博学多才、兼资文武的陈毅元帅的一生。书稿
经中共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和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两级审定。邓小平为本书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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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传》

精彩短评

1、陈毅元帅的军事智慧和外交能力，是值得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肯定的！
2、送给老爸的，应该会很高兴吧
3、还是不错哦的
4、给家里老人买的,非常喜欢,物流也很快.好评
5、正版书，很好的，比一般书号多了，很实惠。
6、给同事买的，听说还不错。
7、一心为民的好元帅
8、有脑子的都知道留在苏区意味着什么。
9、书挺好的，里面的内容介绍的比较详细，对个人传记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哦 。。
10、内容好，包装好，快递好
11、无需多言。。。。。。
12、老刘很少送我生日礼物，这是其中一份。看的是96年版。惊奇发现陈毅爷爷与我生日相同，（老
刘有心啊）于是把这700多页硬生生看下来了。
13、算是把十年前欠的帐补上了。一代儒将，也许军事上都交给粟裕，但是在战略，沟通，组织方面
确有过人之处。更不必说建国后经济外交的成就，纵使“逆流”，也无愧于称“好同志”
14、快递2天就把书送到了，速度很快，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陈毅传的封面破损严重，可见当当的工作人员在发货时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如果是你自己买书会
买个封面破损的么？况且这是我10次买书中的第2次。
15、平邮太慢了！受不了！
16、伟人的一生造就中国的辉煌。楷模！值得一读和收藏。书质量不错。
17、书比较旧，但不影响阅读，很喜欢的伟人，我们都需要这种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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