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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为了纪念郑位三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共红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建议重新出版《郑位三传记》一书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即表示同意。
本书即是在《郑位三传记》(1988年版)的基础上稍做修改而成。
    二、我从1980年就开始进行搜集和整理有关郑位三同志革命实践活动的资料，共查阅了郑位三同志
写的论文、报告、读书笔记、日记和他为党组织起草的文件、电文等200多万字的文献资料，先后访问
了郑南宣、戴季英、郭述申、刘华清、程子华、陈先瑞、肖望东、刘顺元、张劲夫、任质斌、顾大椿
等100多位与郑位三同志在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郑位三的夫人蒲云同志和他们的子女为我查阅资料、
调查访问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原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现政治学研究院)所长李会滨教
授审阅了第十一章有关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问题的内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值此再版之际，尽
管他们中有些同志已不在人世，但我仍要对他们再一次的表示感谢。
    三、在第一版《郑位三传记》撰写的过程中，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中共湖北省委、中共红安县委对
撰写和出版该书十分关心，徐向前元帅为该书题名，原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为该书写
了序，郭述申、刘华清、张劲夫、肖望东、陈先瑞、刘少卿、郑绍文、顾大椿、郑南宣等同志亲自审
查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原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原湖北省委秘书长吕乃强、原湖北
省顾问委员会委员余英和湖北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中共红安县委党史办公室、红安县革命博物馆等单位的有关领导
同志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此也再一次的对他们表示感谢。
    四、为了尊重历史，此次出版对原第_版的内容并未做大的改动，只是在附录部分增加了后来一些新
的关于研究郑位三的文章。
    五、《郑位三传记》既是一本人物传记，也是一部历史著作，我在撰写本书时，参考和引用了大量
的历史资料，如中央和有关部门发的文件、电报，有关领导同志的公开讲话、回忆记录、谈话记录、
日记等，这些史料都未公开发表过，所以引用的格式可能不是很规范，但为了尊重史实，让感兴趣的
读者在阅读时有据可查，我在脚注处还是尽可能详尽地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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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位三传记》是一本红色人物传记，较完整地介绍了郑位三同志的成长过程、革命活动和对中国革
命事业的卓越贡献，同时也概括性地反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发生、发展直至取得胜
利的伟大历史过程。

书中材料丰富、内容翔实、分析深刻、文字流畅、通俗易懂、可读性强，是一部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
统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教材。

《郑位三传记》由刘光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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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光明，男，1935年生，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现已退休。
长期在华中师范大学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民主党派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对湖北地方革
命史和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也颇有研究。
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理事、湖北省
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还兼任过华中师大政治系(现政法学院)中共
党支部(现为党委)副书记。
出版的专著、合著、主编和参编的著作有10多部，在《中共党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
。
其著作、论文多次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的专家》为题撰文介绍了他的学术成
就，并将该文收入他们编写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省社会科学界名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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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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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战斗在鄂豫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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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领导鄂豫边区的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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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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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立志走革命道路    一、幼小心灵中的进步烙印    在湖北省黄安县北部、大别山中段南麓的大斛
山下，有个住着70多户人家的马鞍山村。
1902年(清光绪28年)10月21日(农历9月20日)，郑位三就出生在这个村子的一户农民家里。
    这里是群山起伏、沟壑纵横的丘陵地带，从北往南有紫云寨、游仙山、大斛山、三角山、黄杨寨、
鸡公山、天台山等大山，北与河南省的罗山、光山(今新县)交界；东与湖北省的麻城毗连；西边有大
别山的主峰老君山、金牛山等，与湖北的礼山(今大悟)相接；西南边二十多里远处有一中心城镇七里
坪，是通往黄安县城的要道。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鄂东北党组织的活动基地，黄安农民运动的大本营。
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又是著名黄麻起义的策源地，后来成为鄂豫皖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里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仅马鞍山这个总人口不到300人的村子，参加红军的就有80多人，据现在能够查到姓名在民主革命时期
牺牲的烈士就有48人之多。
    马鞍山村一带的农民，主要靠种田、打柴维持生活；有少数人兼做木工、泥瓦工、篾工、铁工等手
工业；还有极少数人开办些小型的商店、药店，或做些肩挑的小生意。
郑位三的父亲叫郑维翰，原来靠种一石二斗多田地维持全家生活。
后来，学了点医道，帮助当地农民拿脉看病，成了全村一位有名的中医先生。
辛亥革命失败后，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反动军阀政府的捐税名目繁多，加上年景不好，不少农民生活
无着，到处逃荒要饭。
郑维翰这时全家有8口人，大儿子郑位三不到15岁，最小的女儿还只有3岁多。
他为了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在1917年春，把自己的一石多田典当给别人，带着三儿郑植棠到七里坪
镇开中药铺，继续行医看病。
    郑位三7岁开始进私塾读苷，是他家中读书较多的一个。
他从小就很聪明，学习也非常用功，很受父亲喜爱。
当时他家虽然人口多，生活困难，他的弟妹都无钱上学，但他父亲还是省吃俭用，想方设法让他读书
，希望他成为家中一个有作为的读书人，将来能在官府中谋个一官半职，为郑家支撑门面。
    大别山区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当时全县只在县城、七里坪和县城南面的八里湾办有3所高级小学，
初级小学全县也只有几所，其余的都是私塾。
教书先生大都是一些五六十岁的老学究，教的内容也全是四书五经、三纲五常之类的儒家经典和封建
伦理道德。
然而，郑位三的私塾先生却是一位深受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影响的人。
郑位三开始读书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夕。
由于孙中山、黄兴、章炳麟等人广泛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使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深受启迪。
郑位三启蒙的私塾先生郑锡云，就是当时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较大的一个。
郑锡云是一个落第的穷秀才。
此人思想较为进步，对当时社会上的传统习俗经常表现出不满的情绪。
他“不恭维‘儒者’，不讲究‘礼教’——为人洒脱，好为翻案的议论”。
可算是一个对现实不满的“异教徒”①。
他除了按照当时政府规定的内容进行教学外，还经常向学生介绍一些他听到的有关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思想和自己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看法，并且教他的学生读一些抑强扶弱的古书，诸如《项羽本纪》
、《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激发学生“对于环境之不满”②的情绪。
尽管他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于环境之不满”，说不出一个所以不满的理由，但他总觉得当时的
那个社会是“不可居”的，是“要不得”的。
认为孙中山的“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是合乎当时历史要求的④。
他的这些举动，“常常被那些‘安分’的庸人们、绅士们，视为‘不可思议”～。
    郑位三是一个聪明好学、肯动脑筋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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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虽然年幼、懂得的事不多，但他爱想问题。
对郑锡云讲的一些新道理，感到特别新鲜。
每当郑锡云向他讲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时，他都听得很认真，记得很清楚，还不时提出一些连郑锡云
自己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如，为什么要打仗，外国人为什么要来打中国人，怎样才能消除社会上的不
合理现象，等等。
郑锡云对郑位三非常喜欢，把他当作自己亲生的小孩一样看待。
郑位三有时因天下雨，或放学较晚不能回家，就住在郑锡云家中。
同郑锡云一起生活、吃住，关系十分融洽，几乎成了一家人。
郑位三从7岁到16岁的9年中，一直同郑锡云在一起生活、学习。
郑锡云的进步思想，在他的幼小心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播下了对封建社会现实不满的种子。
他后来经常说，在郑锡云先生那里读书的这几年，在他个人的历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他后来参加
革命斗争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郑位三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家庭经济越来越困难。
当时一些有钱的豪门子弟纷纷到外地去读“经馆”，还有少数到武汉、北京等地去上大学。
郑位三没有钱进这些学校，只好在1918年，也就是他16岁那年的夏天，自己挑着简单的行李从黄安步
行到离家有150多千米远的武昌城，投考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今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
这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学制4年(其中预科1年，本科3年)，设有金工、染织和图案印刷3个科。
每个科都有实习工厂，学生经常到工厂实习和劳动。
学生伙食费自理，讲义、书籍由学校统一印发。
报考该校的多半是一些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无法负担学费的学生。
毕业后，学校不负责分配工作，由学生自谋生路，少数成绩好的也可继续升入高一级学校，一些有后
台的学生还可由学校推荐安排工作。
    郑位三自幼体质较差，从黄安到武昌，他整整走了5天。
一路上饿了就啃几口母亲给准备的干馒头，喝点冷水；到哪里天黑就在哪里找个地方和衣倒在地下睡
一晚上。
第五天中午到达武昌后，双腿红肿，脚板磨起血泡，瘦弱的身体，已经十分疲劳。
尽管如此，他到学校后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坚强的毅力，准备着入学考试。
由于他学习刻苦，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甲种工业学校的金工科。
他原名叫郑植槐，因为这次考试名列第三，故自此改名为“位三”。
    当时，黄安县在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学生还有韩楚珩、程友儒、张既哲、刘仁轩、刘崇慎、
刘远骥等。
郑位三虽然比他们大几岁，但平时关系很好，他们彼此间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关心和照顾，“亲爱相
处，情感极佳。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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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郑位三传记》曾于1988年，经中共湖北省委同意，在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现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过。
它是一部反映郑位三同志为党和人民战斗一生的光辉革命历史的著作。
该书对郑位三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历和重要贡献都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论述，
对郑位三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作了较为系统、深刻的概括和分析。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郑位三的亲密战友程子华同志在为该书初版写的序言中，称《郑位三传记》
“不仅以大量的历史事实，生动具体地论述了郑位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半个多世纪的光辉业绩，而且概括地反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发生、发展直至取得伟
大胜利的历史过程。
该书内容翔实、分析深刻、文字流畅，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的好教材”。
    第一版的《郑位三传记》问世20多年来，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受到了一些党史、革命史专
家和广大读者的普遍好评。
不少研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史和革命人物的史学工作者在写文章时将《郑位三传记》中的许多理论
观点和历史资料广为引用，作为他们论述和分析问题的依据。
因此，我认为《郑位三传记》对我们今天乃至将来更好地学习和宣传郑位三同志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
，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教材。
    但是，第一版的《郑位三传记》是在20多年前出版的，当时对郑位三同志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资料相当缺乏，“左’’倾思潮的影响尚未彻底肃清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郑位三传记》，总感到
有不少令我不满意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历史问题研究的深入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社会对郑位三同志许多问题的看法
更加趋于客观了。
特别令我欣慰的是，2002年9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有35万多字的《郑位三诞辰百年纪念文集》，
收集了不少回忆郑位三同志革命活动的文章和资料，公布了中共中央1992年10月20日写的《郑位三同
志生平》(见本书附录)，重新客观地评价了郑位三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这就丰富了郑位三研究的
内容，为历史专家学者们进一步研究郑位三指明了方向。
    值此《郑位三传记》再版之际，本应趁此机会将这些内容吸收到书中去。
但由于时间仓促，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实在困难太多，一时无法实现。
因此，我只从《郑位三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我在第一版出版前后公开发表的研究郑位三同志的论文
中选录几篇附在后面，以弥补该书初版时的不足。
在此，对于被选录文章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原湖北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会长
王生铁同志为《郑位三传记》再版撰写了序言，中共红安县委、红安县人民政府对《郑位三传记》的
再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红安县文物局的夏红胜、肖万斌同志，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的叶青、何光
耀同志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袁正科同志，我的夫人李明秀同志为《郑位三传记》的再版，做
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书中如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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