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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1995年4月10日，陈云病逝于北京。
诚如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讣告所指出：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
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他的一生，是为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解放、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顽强奋斗的光辉的一生。
对于陈云，我很早就注意他。
因为他是上海人，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理所当然应该把他的人生道路写成书，告诉广大
读者。
我注意到，在中国当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中，陈云的地位和影响力，仅次于邓小平。
如果说邓小平决策的改革开放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话，那么，陈云几十年来非凡的贡献便极大地
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但是关于陈云生平的书，却少之又少。
就连关于陈云的报道，也鲜见于报刊。
他的身世，当时除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上登载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之撰写的一千
多字的小传外，鲜为人知。
起初，我不明白内中的原因。
我在采访了陈云的老秘书之后，方知内委。
他们告诉我两件事：一是在大型摄影画册《邓小平》出版之后，有关部门编了一本摄影画册《陈云》
。
理所当然，这样的书，在出版之前，应该送陈云过目。
陈云收到书稿之后，不置可否，压在那里，既不点头，也不退还书稿。
这样，这本《陈云》摄影画册就在陈云那里压了多年；二是一家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陈云出
川》，写的是陈云在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
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电视台知道陈云的“脾气”，拍好后不送陈云过目。
这部电视剧播出了几集之后，被陈云知道了。
陈云马上要求电视台：“停播！
”这样，那部电视剧也就没有播下去。
陈云的老秘书告诉我：“首长很注意报纸、电视、出版物，不愿意宣传他个人。
所以，谁要是写了关于他的书，写好了，必定要送他过目，而他一定会压在那里⋯⋯”秘书所说的“
首长”，便是指陈云。
他们习惯于这样称呼陈云。
后来，笔者在1995年6月27日来到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她证实了陈云老秘书所说的事完全属实
。
于若木说，陈云确实是这样的脾气。
她也举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为例。
那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一名干部写的剧本，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这位干部在工作中了解，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前往苏
联。
陈云出川的过程，富有戏剧性。
有一位曾经担任四川雅安小学校长的席懋昭，在当时受组织之托，护送陈云出川。
于是，那位干部根据这位校长的回忆材料，写成电视剧本《陈云出川》。
此剧本经秘书和陈云家属商量，同意拍摄，未曾报陈云同意。
《陈云出川》拍好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央电视台播出。
陈云晚年由于患白内障及青光眼，视力很差，不看电视，只听新闻广播──他每天一早一晚准时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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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事，总叫人把广播录下来，有空时补听。
陈云不看电视，本来不会知道《陈云出川》的播出。
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向陈云透露。
不料，一位新来的护士却不知道要对陈云“保密”。
她跟陈云说起，昨日在电视里看到《陈云出川》，很精采！
陈云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
”当他知道拍了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之后，当即叫秘书来，了解情况。
他要秘书把剧本拿来给他看。
看罢，他以为不能放这样一部片子。
他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要求停播这部电视片⋯⋯陈云不愿意宣传自己。
他很谦逊。
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中共“七大”上这么说：“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
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
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
”陈云还写过这样的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1982年，在出版《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时，陈云特别嘱咐编者，在后记中要加上这么一
段话：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
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
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
过党中央批准的。
他强调指出，同志们在阅读这卷文稿的时候，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
他一个人的帐上。
正因为陈云非常谦逊，所以关于陈云的报道、回忆文章，在他生前几乎极少见诸报刊。
于若木说，一位老同志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一篇回忆文章，送到陈云那里审看。
陈云看后，虽然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却把文章中关于他的内容全部删去了。
于若木又谈起，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对陈云的书法作品很有兴趣，收集了陈云每年写的条幅，想出
版陈云墨迹选。
可是，未得陈云同意，一直不敢贸然出版。
陈云很明确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在外边吹我，我的经济的领导能力在小平之下，组织人
事以前我搞过，可是，大政方针还是小平拍板，不许出我的书，宣传我的东西一旦发现马上制止。
”关于《陈云画册》，于若木告诉我，被陈云压了七、八年，直至去年陈云病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负责同志再三劝陈云“点头”，以便在陈云诞辰九十周年时出版。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的画册都已经出版了。
陈云还是一个劲儿地“拖”。
后来，他勉强“点头”。
可是，等画册出版时，他已经离世了。
就连《陈云文选》，陈云也不同意出版。
陈云向邓小平建议，不要出版《陈云文选》。
邓小平说：“中央都通过了，出一下也好，很多不懂经济的读了你的书等于补课。
”陈云只得从命，亲自修订《陈云文选》，然后送邓小平处请他定稿。
《陈云文选》出版之后，陈云再三强调：“我的‘文选’都是过去的事情的总结，你们还是多看看小
平同志的东西，他的讲话有很多新颖的内容。
”可以看出，陈云对邓小平非常尊重，推崇邓小平，总是把自己放在邓小平之下。
有一次，邓小平对陈云开玩笑说：“大家封了我‘总设计师’的头衔，我看这里也有你的功劳，你算
是副总设计师吧。
”陈云说：“我们都是设计员，你才是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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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若木还说及，陈云是上海青浦练塘人。
练塘镇政府要修楫他的旧居，他不同意。
后来，当地政府在他的旧居旁修建了青浦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要收集他用过的物品作为展品，他很坚
决地说：“不能给！
”我深知，陈云健在的话，是无法出版关于他生平的书的。
我的写作任务又很多。
正因为这样，我只是作了写作准备，做了诸多相关的采访，没有动笔写书。
在陈云去世后，我这才着手他的传记的写作，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几经增订，才终于写成这本《他
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
在全书之前，为了使读者诸君对于本书的传主——陈云——在中共历史中的地位有一概括性的了解，
我认为，引用邓小平的一段话，最为清楚、准确。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谈话中，说
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伐的领导集体。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
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
，又加了陈云同志。
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
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这就是说，陈云是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核心成员。
这就是说，陈云是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核心成员。
邓小平接着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
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仅次于邓小平的老一辈革命家。
在1930年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二十五岁的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此后，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跃为中共中央委员；在1934年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跃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这时，陈云不过29岁。
从1930年到1934年，不过4年时间，陈云从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擢升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奠定
了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
此后，陈云的党内最高职务是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再度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纵观陈云一生，主要是从事了5个方面的工作：他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领导工人运动起家的；此后在
他的家乡上海青浦领导农民运动；接着他领导中共中央特科，从事反奸工作；到了延安后则从事组织
工作；此后，他转为经济领导工作，以至被人称为“中共经济专家”。
另外，陈云还负责过中共的白区工作，做过军队工作和工会工作。
陈云一生，虽然也有起落，但还是比较平稳，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得益于他出身印刷工人。
所以，在共产国际强调要在中共领导层中加强工人成分时，他得以迅速提升；也正因为他出身工人，
即便在“文革”岁月，虽不得不“靠边”，但还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
陈云办事向来稳健。
陈云的座右铭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交换、比较、反复。
”这十五个字，是陈云一生经验的高度概括。
笔者第一次接触陈云，是在1978年。
当时，笔者在采写20万字的《高士其传》。
高士其是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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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听高士其说，陈云在延安时曾称高士其为“红色科学家”。
为了慎重起见，笔者希望能够得到陈云的证实。
于是，笔者前往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拜访陈云夫人于若木。
她在办公室里很热情地接待笔者。
她谈了自己对高士其的印象之后，对于“红色科学家”之称表示无法肯定，要回家问一下陈云⋯⋯两
天后，笔者给于若木打电话。
她在电话中说，已经问过陈云，他记不清楚是不是说过那样的话⋯⋯这是陈云给笔者的最初直接印象
。
1995年我在中南海陈云家中再访于若木时，她又提起高士其。
她说，陈云其实是很关心高士其的。
在延安时，陈云去看望过病中的高士其，而且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为高士其买
药。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很关心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这本陈云传记很粗
浅，期待着广大读者和中共党史专家们的指正。
我将继续进行采访，加以补充，以求以后能够写出更为充实的陈云传记。
叶永烈2013年1月于上海“沉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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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内容简介：读陈云起伏一生，再现世纪神州云谲波诡；叶永烈抽丝剥茧，
揭秘中共历史事件真相；他深度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和时代进程；邓小平称他是“改革开放的副总设
计师”；他的座右铭：“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

他低调得近乎神秘，却每每在中共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发挥重要作用。
他是中共的“红色掌柜”，他奠定的中国经济体制影响至今。
“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交换、比较、反复。
”是他一生经验的高度概括。
他就是陈云，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在影响着中国。

他是中国两代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在危难之际受命负责中共特科，从事反奸、锄奸工作，其手稿弄
清遵义会议一系列谜团，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又转行当上中共“掌柜”。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结束了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胀。
毛泽东多次说他“右”，但又不得不在经济发生困难时把陈云“请”出来。
作为中国计划经济第一人，他有哪些过人的经济才能？

他在“文革”前经历了三起三落，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属于少数没有被打倒的高
级领导人，遭到的批判也不多，他有哪些高明的人生智慧？

他淡泊名利，低调得近乎神秘，却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发挥重要作用：秘密会见叶剑英商议粉碎“四
人帮”，坚决支持邓小平复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扔出五颗重磅炸弹⋯⋯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通过采访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及陈云的同事、秘书等当事人，获得了大量珍贵翔实
的第一手资料，用生动形象的纪实文学手法，真实再现了陈云起伏曲折的一生，揭秘了重大历史事件
的台前幕后，全面而深刻地展现了陈云多个侧面不为人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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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
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1岁起发表诗作，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反右
派始末》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四人帮”兴亡》及《陈伯达传
》《王力风波始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记录；《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
景式纪实长篇。
此外，还有长篇自传《华丽转身》《出没风波里》《用事实说话——我的采访手记》《走进历史深处
》以及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胡乔木传》《钱学森》《美国自由行》《俄罗斯自由行》《
真实的朝鲜》《今天的越南》，以及记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等。
1989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
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
2005年10月，荣获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台湾《传记文学》在推出叶永烈传记文学作品时，编者按曾这样评价：“作者是历史家，也是传记家
，也是最有成绩的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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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陈云之初 故乡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在贫困中艰难成长 商务印书馆成了“红色的起点” 领导商
务印书馆罢工 返回故乡组织农民革命军 第二章进入中央 出身工人使陈云“沾光” 在六届四中全会面
临尖锐斗争 二十六岁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危急之际受命负责中共特科 向忠发叛变供出了陈云 在“一个
深晚”会见了鲁迅 第三章进入红区 在去“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上遇险 在瑞金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刘英
回忆长征中的陈云 假托军医之口述长征 陈云手稿弄清遵义会议之谜 第四章四处奔波 毛泽东委以重任 
“收账先生”的艰险历程 在上海重逢潘汉年 在莫斯科争得斯大林的支持 搭乘王明专机飞回延安 第五
章延安岁月 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做干部工作要“不怕麻烦” 批评了“大明星”蓝苹 大量读书不断
写作 从哲学中总结出十五个字 当上红色“掌柜” 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 陈云的婚恋 于若木的身世 
周小舟引导于若木加入中共 “你我都是老实人” 第六章转战东北 陈云在飞往东北时遇险 以“中将”
身份出现在沈阳 深夜风雪长白山 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树立中共接收城市的“样板” 第七章
经济专家 告诫表弟不可摆“架子” 出任副总理主管财经 陈云肩挑一担“炸药” 要求部下“一毛不拔
” 再访莫斯科 把粮食纳入“统购统销”轨道 “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八章稳健踏实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毛泽东的“反反冒进” 离“右派”只“五十米” 在“
大跃进”的日子里 “全民大炼钢铁” 毛泽东终于“压缩空气” 陈云“坚持真理很勇敢” 算钢铁细账 
第九章“调整大师” 生病不出 毛泽东“国乱思良将” 毛泽东期望陈云收拾乱局 “调整大师”说话了 
第十章遭到冷遇 再度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上上下下出现“陈云热” “左”派们攻击陈云 支持“包
产到户” 不能不当面向毛泽东谏言 再遭冷遇 第十一章“文革”蒙尘 在冷遇中长期“养病” “战备疏
散”到江西 来了一位名叫“陈元方”的首长 “老表”马骏和陈云的友谊 “客人”初次到厂非常随和 
惊人的记忆力 省革会头头“避见” 终于结束“下放” “一天打鱼一天晒网” 第十二章走出沉默 秘密
会见叶剑英商议粉碎“四人帮” 坚决支持邓小平复出 扔出五颗重磅炸弹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重
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十三章德高望重 出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我要有自知之明” “摸着石头过河
” 为棘手的宝钢问题拍板 “鸟”和“笼子” 正确评价毛泽东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清理“三种人” 第
十四章最后岁月 退居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为席懋昭洗去冤屈 在杭州和上海过着离休生活 夫人于若木
成了营养学家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红色的家风 《南华早报》的提问引起陈云注意 最后一次荧屏
亮相 陈云病逝 “天地同悲悼国殇” 附录：陈云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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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陈云之初 在人生的转折关头，基于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为重要的。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遇，决定了陈云的一生。
 穿着长衫的陈云，跨进位于上海河南中路的商务印书馆的大门，这是他一生极为重要的一步。
 故乡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陈云是上海市郊青浦县练塘镇人。
笔者从上海出发，走访了他的故乡、旧居⋯⋯ 上海这地方，江南水乡风光，河流交错，湖泊却不多见
。
唯一的大湖，名叫淀山湖，像一面硕大的明镜，静静地躺在上海城西南郊。
用淀山湖水酿制的淀山湖酒，是上海的名产之一。
夏日，那儿是游泳的好去处。
 淀山湖属上海青浦县。
浦，也就是河、江。
上海的黄浦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站在上海外滩，见到的黄浦江水一片黄浊，确实是“黄”浦。
青浦的河水则一片“青”波。
 青浦县有三个大镇，即青浦镇（县城）、朱家角镇和练塘镇。
 练塘镇便是陈云的故乡。
那儿地处上海市最西南隅，距市区约60公里，距青浦县城18公里。
 练塘这名字，据说是这么来的：在唐朝天祐年间，高州剌史章仔钧娶妻杨氏，曾住这里。
杨氏世居练溪，人称“练夫人”。
于是，便以“章练”命名此间一塘，曰“章练塘”。
后来又称“练塘”。
 练塘一带，属长江三角洲冲积而成的湖沼平原。
据《练塘镇志》记载，练塘一带大约成陆于7000多年前。
 练塘在春秋时属吴国。
秦朝时属会稽郡。
明朝时属苏州府。
清朝宣统二年，即公历1910年，划归青浦县。
 一条名叫市河（当地人称“市河港”）的小河，流经那里。
小河两岸建起一幢幢房子，沿河便形成了长带形的练塘镇。
河上架起八座桥梁。
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水乡古镇，米行、酱店、南北货店、竹木行、烟纸糖果铺，簇拥在市河两岸。
淡水鱼、茭白、席草是练塘的三大出产。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乙已年）5月11日，亦即公历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这座江南古镇。
那时，这座小镇大约6000来人，尚叫“章练塘镇”。
 章练塘镇有两条街，一条叫上塘街，一条叫下塘街。
在下塘街潭业里闵宅旁边，有一座低矮的小屋，那是陈云父亲早年居住的地方。
后来，他父亲迁往陈徐祠堂东面一座平房里，陈云在那儿出生。
陈姓是章练塘的“大姓”，沈、张、陈、王四姓在小镇上最多，陈徐祠堂，是陈、徐两姓宗祠。
 陈云出生后不久，1907年，父亲陈梅堂积劳成疾病逝。
陈云父亲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所以陈云从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什么模样的。
 陈云的母亲廖顺妹艰难地带着两个孩子──陈云和他的姐姐——过日子。
 陈云的姐姐叫陈星。
 疾病和贫穷紧相随。
陈云尚不足4岁，母亲又被病魔夺去！
 从此，陈云和姐姐陈星成了孤儿，只得靠外祖母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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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就连外祖母也离开人世。
这样，舅父母收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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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编辑推荐：读陈云起伏人生，再现世纪神州云谲波诡 叶永烈抽丝剥茧，
揭秘中共历史事件真相  他深度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和时代进程 邓小平称赞他是“改革开放的副总设
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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