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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聂荣臻（1899年-1992年），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吴滩镇。
“五四”运动时在家乡参加了学生的爱国活动。
1919年去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在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化学工程系读书。
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转人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军事。
1925年8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并为中共广东军委成员。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参与向北伐军派遣中共党员的
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
作。
1927年7月，由周恩来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武装起义。
8月1日，在九江南面的马回岭车站组织张发奎部第二十五师两个多团参加南昌起义，8月2日凌晨赶到
南昌，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
潮汕失败后，转赴香港。
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受挫的紧急情况下，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
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工作范围相当于华北)组织部长，5月后在
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坚持秘密斗争。
1931年12月，他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委。
1932年3月，当“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要求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的城市时，他和军团长林彪支持毛
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意见，并向中革军委反映。
4月，作为东路军政委，与东路军总指挥林彪率部在毛泽东率领下，指挥漳州战役。
1933年后，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与林彪率部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率部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
随后和林彪率一军团作为长征队伍的先锋，翻雪山，过草地，打开前进的道路。
9月，在俄界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到陕北后，与林彪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
1936年5月，与代理军团长左权率部参加西征，10月，与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
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与林彪指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后的第
一个大胜利。
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第一一五师一部约三千人在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
边界地区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在建立、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他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发
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
到1938年底，晋察冀边区已发展到72个县，曾被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来电称誉为“敌后模范的抗
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939年冬，指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一千五百余人，击毙被日军称为“
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
1940年春，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作战。
8月，率部参加“百团大战”，组织指挥所部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进行破袭战。
1941年秋，日军七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平西地区大举“扫荡”，并将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合
围于阜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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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指挥主力转至外线作战的同时，率党政军机关一万余人，在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的掩护下，突出重
围，粉碎了日军围歼晋察冀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
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组建大量武
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袭击和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
至1943年后，逐步挫败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和“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
8月，离开晋察冀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8月10日起，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伪军进行反攻作战。
1945年9月，回到晋察冀，10月，与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共同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部队进行绥
远战役。
1947年4月，指挥正太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攻克正太铁路沿线七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使晋
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
11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后，组织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石家庆战役。
1948年8月任华北军区司令员。
194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与林彪、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指挥平津战役。
2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9月任北平(今北京)市市长。
1950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工作，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
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参与抗美援朝的组织工作。
为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关和军事院校，制订军事条令、条例，做了大量工作
。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1958年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1959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五年时间就研制
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
在研制常规武器和民用科研项目上也取得显著成果。
他青年时代曾在国外攻读化学，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但历史却让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和军事家。
到晚年，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建立新中国后，他又成为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者。
    在工作中，他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和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
调动和发扬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推动科技事业不断前进。
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做了斗争。
1969年夏，受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
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
他还是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2年5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他的军事论著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著作巳收入《聂荣臻军事文选》。
他还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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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如，冀西山区架起的“飞线”，是很有传奇性的。
过去，我们的电话线是沿大道、平川架设，敌人“扫荡”的时候，经常遭到破坏。
一九三九年，我们将所有的电话线避开大道，沿偏僻的山坡、山沟架设，有的干脆从两个高耸的山峰
间“飞”过去。
敌人在下面走，眼巴巴的看着天上的“飞线”没办法。
上山破坏，要爬很高的山路，小股敌人上山，有被我们歼灭的危险；大队人马攀登，问题更大，只得
听任“飞线”高挂蓝天。
晋察冀根据地架设“飞线”的经验，八路军总部还推广过。
这些“飞线”开始时是单路单线，后来架成多路迂回线路，把山区的各个县份连在一起，简直是四通
八达，这对及时了解敌情、保障作战指挥，起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不愁电线的来源，敌人铁路线两侧的电话线，就是我们架设线路的“大仓库”，随时可以去收割
。
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群众，曾经展开过收割敌人电线的革命竞赛，一夜之间，我们就
可以得到成千成万米的电线。
　　在群众的支持下，我们从根据地到接敌区，还普遍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男女老幼都是我军的
耳目。
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消息树”就是其中的一种。
各村自卫队、儿童团有组织地传递紧急信件，“鸡毛信”的故事，是当时很常见的事。
每个村头、路口，抗日的群众还设置监视汉奸和坏分子的岗哨，盘查过往行人，没有路条，是不能通
过的。
一旦发现敌人出动，群众就通过情报网，迅速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
山头，我们电话站的电话员，可以据此将敌情及时地报告到各级领导机关。
电话站也组成了一个网，每个站人数不多，十分机动灵活。
在反“扫荡”当中，他们严密掌握敌情，甚至在山头上直接观察敌人的行动，用电话把敌情报告给领
导机关，使我们能及时向恰当方向转移。
等敌人快到跟前的时候，他们赶紧把电话机撤掉隐蔽起来，敌人一走，又把电话架起来，有力地保证
了我们对敌情的了解和通信联络的畅通。
　　平原上的战场建设也是很出色的。
由于敌人进攻常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等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
敌人占了城镇，即凭坚固的城墙据守，不利于我军攻取。
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区军民曾发起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
就拆城来说，仅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二月两个来月的时间，冀中腹心地区的二十四座城堡一扫而光。
在冀中，还有“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冀中群众为使夜间活动的部队不被敌人发现，群众自动地
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
不是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任何的强迫命令，都无法出现这样的奇迹。
　　总而言之，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而敌人呢？
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就像一个
既聋又瞎的人坠入了深渊。
人民这样爱戴我们，这样仇视敌人，日本侵略军还有什么办法不失败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坚持，不但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反而一天天壮大起来呢？
当年，我就是以这样的事实，回答了一些朋友们提出的疑问。
这也是国内外的朋友，在晋察冀实地考察后，从亲身感受中得出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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