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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纪事》

内容概要

李新芝、谭晓萍编写的《刘少奇纪事(上下1898-1969)》是一部记录伟人生命历程的纪实性著作。
    《刘少奇纪事(上下1898-1969)》讲述了“家世家风”、“母亲的养育之恩”、“上海平民女校理论
教员”、“革命伴侣何宝珍”、“领导湖北工人运动”、“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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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刘少奇家的祖籍原来在江西吉水。明朝中叶，始祖刘时显的儿子刘宝做了湖南省益阳县知县，时显夫
妇俩也跟随儿子一同来到益阳。刘宝离任后，父子们都羡慕湘江之滨的秀丽山川，便没有再回江西，
而带着一家大小搬迁到宁乡县城南沩水和靳水之间的芳储乡茅田滩居住下来。若干年以后，刘宝的儿
子刘邦益的后代又沿靳水而下，搬迁到南塘炭子冲一带居住。此后，刘家世世代代在这块地方安居乐
业，以“耕读传家”。到刘少奇兄弟出世时，已经是第13代了。    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再洲(1791—1875)
在炭子冲当家立业时，还只有三间旧茅草屋子，生活十分艰难。虽然前辈给他留下了很少的几亩田产
，但几乎全部在离炭子冲十多里的茅田滩坟山坪一带，管理十分不便，只得在附近另租田耕种。刘再
洲和他的妻子胡氏带着儿子刘得云勤劳艰苦度日，作田之外，又兼种烟叶，渐渐地家境好转起来，在
炭子冲有了自己的田产。到刘少奇的祖父刘得云当家后，继续不懈劳作和积钱买地，逐渐将炭子冲的
田产扩大到了60亩，并且于1871年将原来的三间旧茅屋改建成为七间较宽敞的新茅屋。这样，在刘少
奇的伯父刘丙林和父亲刘寿生分家时，便各人在炭子冲分得茅屋三问半和田产30亩，又在茅田滩坟山
坪各分得祖田30亩。    刘少奇的祖父刘得云(1833—1882)虽然读书不多，但勤恳朴实，乐于助人，很得
当地人的敬重。他自己的田产扩大以后，生产任务重了，除了每年要请些工人帮助耕种，自己也带领
两个儿子发奋劳作，四时各种农活都是亲自动手。每天天刚亮，他挑着粪篓到山间田野一点点收聚野
粪作肥料，从春到冬，年复一年，从不间断。他自己家境好起来了，并不忘记周围穷困的农友。每当
荒时紧月，附近有些人家粮食接不上新，有到他家来借粮的，他总有求必应，有时干脆让来人自己开
仓去撮就是了。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1865一1911)既会劳动，又是自曾祖以来几代人中受教育最多的
人。他能写会算，心地纯正，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位读书明理的人。他为人忠厚踏实、办事公道，乡间
邻里有什么婚丧喜庆或共同倡议之事，都乐意请他帮忙和主持办理。与他的前辈不同的是，刘寿生并
不热心于积钱扩大田产和房屋，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他的四个儿子中，老大刘墨卿和
老二刘云庭都读了三四年私塾，由于弟妹们一个接着一个，刘寿生便让他们俩较早地担负了劳动任务
；老三刘作衡读了六年私塾，在父亲的督责下，也是操练得写算俱全。父亲去世后，19岁便成了全家
的总管，对家庭经济抓得紧紧的。最小的刘少奇，则是刘寿生着意要让他多读些书的了。刘寿生病重
去世前，他对几个儿子的交代，就是要让“九满”多读几年书，将来当个好的中医师。    刘寿生教育
子女的方法，一方面让他们入私塾读书，懂得“子日诗云”，学会作文打算盘；一方面是严格要求，
教习耕作的全套本领。从刘少奇懂事起，他就随着哥哥姐姐一起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力所能及的田间
劳动了。当然，父亲对哥哥、姐姐的要求更高，因为他们必须担负家庭的主要劳动任务。四哥二十来
岁，主管全部农活，还学会了烧制石灰；六哥也有十七八岁了，身高力大，除了做农活，农闲时还得
出外当脚夫卖苦力；十多岁的七哥正开始学习犁、耙等各项技术功夫；六姐和七姐喂养牲口，绩麻纺
纱，协助母亲做家务。一家大小一年到头都没有得闲的时候。那时候，刘寿生除了耕种自己在炭子冲
的30亩田以外，又在附近租来别人的15亩田耕种，而把离住地较远的30亩田租种给别人。除了依靠自
己带领一家人劳作不息之外，他每年还必须在农忙时雇请零工帮助。刘少奇在后来回忆说：  “父亲
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由于父亲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
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    刘少奇的母亲鲁氏1864年大年三十出生在离炭子冲五里的顾庐塘。外祖父
鲁桂和有30亩田，另外租种别人20亩。他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刘少奇的母亲是女儿中最小的。他
的四个舅舅都在家劳动，一家九口，全靠种地过日子。所以鲁氏和刘寿生结亲，也算是“门当户对”
了。母亲鲁氏在1882年秋与刘家定亲的时候，刘少奇的祖父正重病在床，一家人忧愁着急，无计可施
。于是，按照当地“一喜可以消三灾”的迷信习俗，希图以“冲喜”来解救祖父的病痛。可是，事与
愿违，正是鲁氏坐着花轿来成亲的那一天上午，祖父便与世长辞了。当然，喜事还是照样办完。这一
“冲喜”虽然没有能救得祖父的命，却也给体弱多病，人们素以“书生”相称的刘寿生的家庭带来了
福音。因为鲁氏虽然没有文化，却长得既聪明秀气，又高大结实，而外祖父的大家庭中勤劳俭朴的生
活，又使她从小磨炼得麻利能干，不论粗活细活，持家处事，都是能手。所以，鲁氏来到刘家的几十
年中，一直是家庭中的主心骨。刘寿生在世时，鲁氏不但将一家包括媳妇、孙儿在内十多口的家庭生
活调理处置得井井有条，而且对于一些男人经管的事，诸如四时农活、帮工请人、对外联络、培育子
女等，也能替刘寿生分担部分任务。刘寿生过早去世以后，鲁氏坚韧地挑起全部重担，依靠几个逐渐
成年的儿子，克服种种困难，竞使刘寿生在炭子冲的家业不但没有凋落下去，还渐渐地振兴了起来。
以后，又增加了几亩田产，加修了几问茅屋。    刘少奇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勤劳、节俭、家规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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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有序的家庭环境里。父亲的爽直、忠厚、躬亲劳动而又善于指挥，母亲的干练、坚毅、任劳任怨
，以及哥哥姐姐们的勤勉努力，这种可贵的农家作风，在幼年刘少奇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刘
少奇小时候长得瘦弱文静而聪明伶俐，又是家中的“满崽”，因此，常常得到父母亲和哥哥姐姐的钟
爱。有时候，母亲为照顾他的身体，特意为他做点好吃的菜，哥哥姐姐们也处处爱护他，但是他并没
有因此受娇惯。从五六岁开始，他就跟着哥哥到田边去看牛、割草，跟着姐姐到山上去拾柴、摘野菜
，或者帮助父亲和母亲到菜畦稻田里捉虫除草⋯⋯到了八九岁以后，他便单独出门与邻家的孩子们一
道从事各种野外劳动了。炭子冲的山山岭岭，靳江两岸的田坳溪边，到处都留下了他童年时活蹦跳跃
的足迹。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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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越
功勋。刘少奇同志辉煌而不平凡的一生是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从赴苏俄留学、学习马
克思主义理论，到回国参加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
；从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等地坚持革命活动，到出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南下担
任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从科学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到主持制定“向北
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全国土地法大纲》；从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进行系统的
研究，到建国后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直至含冤去
世⋯⋯刘少奇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刘少奇同志对
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
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等等，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1年7月1日是中
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13周年纪念日。为表达怀念之情，我们利用多年积
累的资料，编辑了这本《刘少奇纪事》一书。    本书编辑体例主要按刘少奇的生平经历划分为八个部
分，即：(一)“上下求索  走向革命”，  (二)“领导工运初露锋芒”，(三)“白区斗争独特贡献”，(
四)“抗日反顽  雄韬伟略”，(五)“解放战争运筹帷幄”，  (六)“开国元勋  呕心沥血”，  (七)“强国
之路  十年探索”，(八)“‘文革’抗争奇冤始末”。所选资料主要是与刘少奇有过接触的当。事人撰
写的文章，也有一部分是身边的秘书、警卫、亲属等人的回忆，还有些文章是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多
年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薄一波、萧劲光、杨献珍、王光美、荣高棠、黄树则、王光英、吴振英、刘
振德、刘源等等。同时，注意选取一些近年新披露的史料和珍闻、趣事，力图真实、生动地反映刘少
奇同志的非凡人生和崇高风范。    本书的编辑，得到了许多原作者的支持和鼓励。目前，由于种种原
因，尚未与有些作者取得联系。望这些作者及时与编者和出版者取得联系。在此，向本书所选文章的
所有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学识的局限，书中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有
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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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很详细 还不错 不过纸张不怎么地
2、之前在书城看到过一次就觉得不错
3、中央文献出版社的都是权威！！！
4、权威性就不多说了，史料很详实
5、很好的书，让我们了解历史，了解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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