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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在五千余年中华文明史上，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历史事变，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震荡之深刻，促进之巨大，是前所
未有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是一部地覆天翻的历史转折的壮丽史诗。
　　作为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最主要标志，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以此为界石，大致可以说，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从旧民主主义进到新民主主义，是为争取建立人民
共和国而奋斗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为谋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民主
主义革命的年代；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则是为建设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为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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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贺龙1916年起义参加护国战争。
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南昌起义总指挥。
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湘鄂边区根据地的创始人。
率部参加了长征。
抗战时期，先后任一二0师师长，晋西北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司令，西北军区司令等职。
全国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
指挥部队解放昌都，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 追求正义始终不渝　　贺龙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穷农民之家。
曾祖父考取过武举，贺家一门世代有习武之风。
贺龙从小喜欢练武，还常与村童玩冲杀打仗之类的游戏。
有一次村里有个恶霸想试试贺龙的胆量，就乘贺氏父子与他同桌吃饭之机在桌子底下放了一枪。
他满以为这突然的枪响会把贺龙吓个半死，可是年仅七岁的贺龙处之泰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从此，贺龙的豪胆在乡里出了名。
　　因家境贫寒，贺龙只读了几年书。
十四岁那年因不满恶霸之子的霸道行为，一怒之下挥刀砍伤了他的脚板。
之后，贺龙扬长而去，跟随马帮，跑四川、入湖北，靠贩运盐、桐油和药材为生。
在世道黑暗，盗匪横行的年代，吃“赶马贩货”这碗饭既辛苦又危险，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
但贺龙从小生就了不怕困苦和死亡的性格。
他在马帮中从少年步入青年。
在走南闯北中不仅磨练了意志、锻炼了胆量，而且了解到天下的穷人走到哪里都伴随着贫穷和受人欺
压。
在艰苦的磨炼中，他是非曲直观念更加明确，追求正义之心更加强烈。
他还自发地生长出救国救民的意识。
　　辛亥革命的涛声影响了贺龙，使他产生出追求真理的思想。
1914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
1916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传遍全国。
贺龙接受革命党的指示，在石门县等地组织武装。
二十岁的贺龙在家乡组织了二十多名农民，拉起了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
当他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立即高兴起来，他在贩盐时深知盐局剥削坑害百
姓，罪大恶极，而税警更是为虎作伥。
他和叔叔向别人借了两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来个农民乘夜色闯入盐局。
贺龙亲手砍死税警队长，缴获十五支步枪，二支手枪和九千斤盐。
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解放了俘虏。
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从此传扬开来。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为鼓励起义军曾举此例，他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出了
一个军。
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已经有了两个营的兵力，还怕干不起来吗？
”　　贺龙砸了盐局，夺了枪枝，有了自己的队伍。
他率队返回桑植县除掉了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朱海珊。
然后走出桑植县加入了护国军，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营长。
1918年，贺龙改任湖南靖国军营长、团长，1922年奉命入川作战，升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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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的国民革命军虽比旧军阀进步些，可是本质是仍属于剥削阶级的部队。
但贺龙却对部下管理甚严，绝不准自己的部队侵扰百姓。
　　1926年8月，共产党派周逸群来到贺龙的部队，向他宣传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贺龙以朴素的进步
思想为基础，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
他决定让周逸群办政治讲习所，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培养合格的干部。
不久贺龙通电加入国民革命军。
　　北伐战争开始后，贺龙奉命加入北伐军。
先后任第十五师师长和第九军第一师师长。
因作勇敢，屡战屡胜，贺龙被提拔为第二十军军长。
此时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欢迎共产党派干部到自己的军中任职。
由于共产党充作二十军的骨干，使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增强，而贺龙在北伐军的所有国民党
将领中，是最亲近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此时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却在行动上按共产党的意见办事。
　　在北伐战争中，贺龙率部先后攻克石门、澧州、公安，突破了北洋军阀的长江防线，攻克重镇宜
昌。
夺取武汉之后继续作战，攻占敌人重镇武胜关。
在临颍大败奉系军阀，取得了攻占武汉之后的辉煌胜利。
　　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到轰轰烈烈的北伐军事行动中的军长，贺龙在思想上完成了从自发地追求正
义到接受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
在此基础上，他已经被共产主义思想深深吸引，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2． 武装革命浴血奋战　　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共两党决裂，国民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共产党
却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共产党决定抓枪杆子搞武装斗争。
1927年7月，周恩来找到贺龙，向他介绍了蒋介石的反共和国民党已走向反动的事实。
贺龙当即表示，同国民党决裂，坚决服从共产党的指挥，搞无产阶级革命。
之后，他根据共产党的指示率部从武汉出发，经九江赴南昌。
　　共产党决定组织南昌暴动。
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再度会见贺龙，此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贺龙向周恩来表示：“共产党
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向他下达了率领二十军参加起义的决定，贺龙表示坚决执行命令。
贺龙受命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共同领导起义活动。
　　8月1日凌晨，起义枪声打响，贺龙一马当先率领自己的部队攻打朱德培的总指挥部，他站在最前
沿指挥战斗。
经过激战，消灭国民党南昌守军，南昌起义胜利。
　　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有计划有组织地撤出南昌，准备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
南下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
9月初，起义军到达瑞金，根据贺龙的要求，他在这里经周逸群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
参加了贺龙入党仪式并讲了话。
贺龙表示，永远跟党走，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攻打潮汕地区时连连授挫，面对强大的反动武装，起义军失败并分散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贺龙等绕道香港去上海寻找党中央。
在上海找到党中央后，贺龙了解到党中央坚决搞武装斗争，走武装夺取权的道路后，主动要求到湘鄂
川黔一带搞武装暴动。
党中央同意了贺龙的要求，他立即杀向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大革命失败，武装起义连连受挫，革命斗争进入低潮，革命高潮时期一度活跃的地区，此时到处
洒着烈士的鲜血。
在这种情况下搞武装斗争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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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贺龙从来不怕艰难曲折，从不惧怕战争和死亡。
本来党组织让他与刘伯承一同去苏联学军事，但他觉得入党时间短，需要在风雨中锻炼，自己要求留
下来搞武装斗争。
　　1928年1月贺龙进入洪湖地区组织革命武装。
在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起三落”。
到洪湖地区很快就组织起数百人的队伍，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搞了“五县年关暴动”，打击了反动武装的气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
。
但由于没有及时抓部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很快就归于失败，斗争也被迫转入地下。
三月，贺龙回到自己的家乡拉队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三千多人的武装部队，这支队伍的
成分复杂，有的是亲族关系应召而来，有的是贺龙在旧军队中的部下。
队伍还未来得及整顿和训练，就遭到国民党正规军队的进攻。
这支松散的队伍经不住强大敌人的进攻，很快就失败了，剩下不足一千人。
贺龙率领剩下的人退入湘西，经过整顿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打土豪，发动群众，红军又有了发展。
在小埠头设伏取得歼敌数百，击毙敌旅参谋长的胜利。
之后，队伍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贺龙任军长。
但从八月至十月，这支队伍连遭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袭击，死伤惨重。
战斗又连连失败。
最终剩下一百多人。
　　面对困难和挫折，贺龙革命之心坚定不移。
他总结了失败的教训。
在剩下的人中经过整顿只留下九十一人，成立了党支部。
1929年到来的时候，贺龙率领着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在鄂西地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在鹤峰县，全歼
县团防大队，缴获枪支一百多，并在这里建立起红色县政权。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贺龙领导的这支队伍不断扩大。
1930年7月，贺龙率部在公安与红六军合并，组成红二军团，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
湘鄂西革根据地连成一片。
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控制了党中央并把错误路线推行到各根据地。
王明的代表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他排挤贺龙，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结果葬送了根据地。
　　历经磨难的贺龙，不怕失败和挫折，他又与关向英一起率红三军向西南方向挺进，打了几次胜仗
，扭转了被动局面，建立起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5年11月，贺龙奉命率部长征。
1936年7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在甘孜会议上，他与朱德等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迫使张国秦同意北上。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贺龙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
　　3．抗击日寇挺进冀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任八路军第一二0军师长。
他奉命开赴晋西北抗日最前线。
1937年9月10日，贺龙率部参加了忻口战役。
一个星期之后在雁门关设伏，击毁日军运输汽车一百多辆，毙敌五百多人，夺回雁门关。
1938年2月，出兵袭击太原日军机场，破坏北同浦路，一度使日军运输补给线中断。
随后在晋西北与日军再战，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夺回县城七座。
　　1938年底，贺龙率部挺进冀中。
冀中平原是日军一系列重要据点的心窝。
北有北平，东有天津、沧州、德州，西有保定、石家庄，这些城市都是日军的重要据点。
在冀中插入一支部队，就会使驻周围各城市的日军随时都感到不安。
　　贺龙率部于1939年2月进入冀中，不久即迎来了日军的扫荡。
冀中是一望千里的平原阔野，在春冬季节部队不容易躲藏，这对打惯了山地游击的部队是全新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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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贺龙针对这一新情况，采取了避敌锋芒，与敌周旋，先疲后打，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四月下旬，日军一部进攻河间县东北部的齐河村。
贺龙认为这是一个歼敌的机会。
就利用敌人寻我决战的心理在村中埋伏一营兵力拖住敌人，组织另外几个团迅速围歼。
同时派出部队阻击增援之敌。
齐村战斗持续三昼夜，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七百多人，创造了平原地区大规模歼敌的范例。
　　1939年夏，冀中平原连降大雨，太行山洪水下泻，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大水消灭冀中平原上的我
军，于是就掘开滹沱河、子牙河、潴泷河，华北平原一片汪洋。
但水乡出身的贺龙本来就喜欢水，他立即下令开展全军性的游泳活动，并号召水上练兵。
从水乡带出来的老红军战士立即成了训练骨干。
在很短时间里，北方干旱地区和山村成长起来的战士也学会了游泳。
在学会游泳之后，又大搞水上练兵，很快形成了水上战斗力。
在群众的支援下，一二0师建造了许多木船、木筏，展开了水上侦察，水上游击。
利用大水与日寇斗争。
日军本想利用大水消灭我军，结果未占到半点便宜。
　　1939年9月下旬，贺龙率部在行唐以西的陈庄包围了日寇第八混成旅，经数日激战，歼灭日寇一千
四百多人。
十一月，配合聂荣臻部在黄土领歼一千五百多人，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
贺龙在晋冀抗日最前线与日军激战两年多，大小战斗数百次，毙伤日伪军两万多人，扩大并巩固了冀
中抗日根据地。
　　1942年6月贺龙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当时正值敌人对我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的时期，经济困难非常突出。
贺龙领导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把部队打仗的热情全部用于劳动生产上，贯彻了毛泽东的“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方针。
打破了经济封锁，渡过了经济难关，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4．解放战争驰骋西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绥远
战役的胜利，歼敌一万二千人，解放了缓东等地。
内战爆发后，贺龙先生担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晋缓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
区司令员等职，率部转战于西北战场。
他配合彭德怀，顶住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压力，粉粹了国民党军队对晋绥解放区的多次进攻，使晋
绥、晋察冀和热河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6年7月，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打了晋西北战役，一举攻克朔县、宁武、繁峙等八座县城，极大
地震动了山西军阀阎锡山。
1947年3月国民党集结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与敌坚战，贺龙紧密配合组织保障
，全力以赴地集中人财物力给予支援，有力地支持了西北战场我军的作战。
在组织后勤支援的同时，贺龙还组织部队参战。
　　1949年底，贺龙率十八兵团和第七军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入巴蜀作战。
乘敌人惊慌逃向成都方向时，抓住战机一举歼敌八万余。
不久，率部配合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解放成都，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集团，迎来了全国的
解放。
　　建国初期，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领导并完成了对国民党九十万起义、投诚部队的改造。
还与刘伯承、邓小平共同领导了西南地区的剿匪任务。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消灭土匪八十五万人，稳定了西南地区的局面。
　　1950年10月，贺龙率兵进入西藏，武力解放了昌都，歼灭反动的藏军主力。
然后向西藏地方政府宣传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在政策的感召下，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赴京签署了“十七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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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得以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拉萨。
　　在国家的和平建设时期，贺龙除了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体委主任外，在军内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职。
特别是在1964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重视战备训练，强调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为我军的建设积
极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遭到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迫害，面对残酷的打击，贺龙刚直不阿、
嫉恶如仇，最终于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
临终前在痛苦的煎熬中他已进入时断时续的昏迷中。
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信真理、正义必胜，人民是最公正的。
他说：“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
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贺龙含冤而死后，毛泽东曾说过：“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曾多次指示为贺龙平反。
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决定中充分肯定了贺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
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贺龙军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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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北伐军向河南胜利进军的过程中，南京和武汉两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反共反人民的逆
流正在发展。
许多北伐军的将领，已经在他们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进行&ldquo;清共&rdquo;。
他们对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或残酷屠杀，或撤职逮捕，或&ldquo;礼送出境&rdquo;。
在这种情势下，贺龙诚恳地对周逸群说：&ldquo;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
行共产党的决定。
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
&rdquo;周逸群十分感动。
　　6月26日，贺龙回到武汉。
汪精卫正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形势对共产党更加不利。
28日，贺龙主动去拜访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林伯渠，请他介绍当前形势。
7月初，贺龙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
　　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热情地说：&ldquo;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
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
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rdquo;周恩来也热情地说：&ldquo;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rdquo;贺龙说：&ldquo;钦佩不敢当，我一直追求能让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政党。
最后，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rdquo;周恩来说：&ldquo;贺龙同志，我们当然是相信你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rdquo;贺龙说：&ldquo;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
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
&rdquo;　　贺龙与周恩来这次见面，奠定了他们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
贺龙还会见了共产党员朱德。
　　与此同时，蒋介石、汪精卫都分别派了他们的高级军政官员来拜会贺龙，用封官许愿那一套进行
拉拢，但是，全都被贺龙拒绝了。
　　进入7月，武汉的形势更趋复杂。
汪精卫一方面想以武汉政府的武装同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打出了&ldquo;东征讨蒋&rdquo;的旗号，命
令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率领所部，包括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部
队沿江而下，东征讨伐蒋介石；另一方面，又一步步地撕下了左派的假面具，日渐暴露出镇压工农大
众、背叛革命的反动嘴脸。
　　作为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坚决站在工农大众一边。
他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　　7月8日，贺龙派第二十军的船
只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
　　7月10日，贺龙同意周逸群转达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建议，把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各地武
装工人纠察队秘密编入了第二十军教导团。
贺龙高兴地说&ldquo;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是层层克扣，
要么干脆不发，肥了&lsquo;大脑壳&rsquo;，苦了当兵的。
现在不同了，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很愿意编到我这里来。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有一点点子进步喽！
&rdquo;编进来的工农士兵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贺龙信任他们，有意通过他们来改善部队的政治素质
。
军部特务营，是最可靠的警卫部队，贺龙让共产党员唐天际当该营第一连副连长，共产党员吴溉之当
第二排排长。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开始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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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挺身而出，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二十军的旗帜
，并且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同时，又将在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
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许多人在第二十军担任了政治工作。
　　7月17日，贺龙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他说：&ldquo;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了，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同共产党分裂
了。
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年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
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
这条路行不行？
不行！
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
这条路行不行？
不行！
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
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
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你们愿意跟我搞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送你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娘老子问好
。
可是有一条讲清楚，不许拉走部队。
&rdquo;　　当天，贺龙又在第二十军教导团讲话说：&ldquo;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今后还会
有人要叛变的。
可是，不用怕他们，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头，两条手臂，没有什么了不起，只
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rdquo;　　7月19日，贺龙派船送朱德离开武汉去九江。
　　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作为北伐军的高级将领而且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
这样的革命胆略和逆潮流而动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贺、叶的部队并没有停止东调。
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
　　贺龙刚到九江，就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
双方寒暄几句以后，谭平山就十分认真、严肃地说：&ldquo;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
事。
&rdquo;贺龙也严肃地说：&ldquo;好，信任我贺龙，我当然唯命是从。
&rdquo;谭平山说：&ldquo;汪精卫7月15日彻底叛变以后，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
研究对策。
20号，中夏、立三和我，还有叶挺、聂荣臻开会研究，我们认为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
动，实行武装暴动。
我们确定计划后，由中夏、立三去庐山和瞿秋白商量，秋白也完全同意，并报告了中央政治局。
今天，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夏、立三和我们的多次电报，以及秋白的口头汇报，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
并派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
云卿，我们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
&rdquo;贺龙激动地站了起来说：&ldquo;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
重大的机密告诉我。
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rdquo;谭平山兴奋地说：&ldquo;我要谢谢你，有二十军参加，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
&rdquo;贺龙说：&ldquo;谁也莫谢谁，我们大家一条心，为中国工农做一点点子事情嘛！
&rdquo;　　贺龙的坚决态度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进而决定贺龙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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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到南昌，28日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
急电请示在武汉的中共中央。
　　这时的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
　　武汉政府领导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来拜会贺龙
，拉交情、套友谊，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参加反共。
　　贺龙大笑一阵，说：&ldquo;我从民国三年18岁参加中华革命党以来，汪先生的大名就灌了满耳朵
，真是如雷贯耳喽！
汪先生谋刺摄政王的大勇更是天下皆知。
国共合作以来，汪先生慷慨激昂地说：&lsquo;一定要联俄联共，一定要平均地
权&hellip;&hellip;&rsquo;汪先生的话，还在我耳朵边边上打转转，如今一变脸就大杀大砍起共产党员和
工农大众来了。
我在四川住过，川戏里的变脸把戏也没得汪主席来得那么快哟！
我贺龙奉劝两兄一句，我们这些玩枪杆子的，斗不过那些善于变脸的政客，哪一天人头落地，恐怕还
不晓得是怎么落的呢。
何必不趁着手里有枪，为中国办些好事，也不枉生在世上一场嘛！
&rdquo;　　黄琪翔、朱培德没能说服贺龙，反被贺龙抢白了一通，悻悻地走了。
　　紧接着，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从庐山发来电报，要归他指挥的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
&ldquo;项庄舞剑，意在沛公&rdquo;。
开会是假，剥夺贺龙、叶挺的兵权是真。
　　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急忙找到叶挺，将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的阴谋告
诉了叶挺。
他们商定邀贺龙和中共党员高语罕、廖乾吾到甘棠湖，以划船赏景为掩护，一起商量对策。
　　贺龙、叶挺、叶剑英等乘小舟，荡漾在碧波之中，紧张地商量着关系革命前途的大事。
叶剑英说：&ldquo;汪精卫、张发奎调贺龙、叶挺上庐山是企图把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贺龙、叶挺
，解除兵权。
&rdquo;贺龙说：&ldquo;汪精卫靠不住，尽人都信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一些人不大相信呢。
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
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不去，我们只去南昌。
&rdquo;叶挺说：&ldquo;张发奎和我当年都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营长。
北伐以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能想得到关键时刻他会这样
干呢？
&rdquo;贺龙说：&ldquo;知人知面不知心嘛！
我们不上他的当，坚决和他们拼！
&rdquo;　　他们决定当天行动：贺龙和叶挺到九江火车站，命令由第二十军控制的列车运载叶挺和第
二十四师官兵先走，贺龙和第二十军部队后走，迅速开赴南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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