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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传记，记述了聂荣臻的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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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小火车到达侯马车站。
一一五师第二梯队——师直属队和徐海东率领的三四四旅正好行军抵达侯马。
聂荣臻在这里赶上了部队，便与准备到太原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联系的周恩来分了手。
聂荣臻得知日军正兵分两路向太原推进，20余万蒋阎军节节败退。
这时，林彪已经带着第一梯队——陈光率领的三四三旅先行出发了。
第二梯队的干部战士，一个个都恨不得插翅飞到前线。
遗憾的是天不作美，连降暴雨，同蒲路被洪水冲断，致使部队行动受阻。
由于晋北战局吃紧，阎锡山处于不打一仗就不好交代，打又没有把握的尴尬境地。
他希望八路军早点开上去，将日军顶住。
聂荣臻便要部队抢修被洪水冲坏的铁路，赶赴平型关一带阻滞日军进攻。
聂荣臻率领部队于9月中旬到达太原。
次日离开时，太原各界代表、人民群众和东北流亡学生自动聚集在车站，含着热泪高唱抗日歌曲，赠
送各种慰问品，热烈欢送他们开赴战场。
此情此景，自然令聂荣臻和他的将士们为之动情、振奋。
然而，当他们在原平车站下车时，见到的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场景。
诚如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所说的，国民党军队的溃兵“展开长途竞逃的奇观”——当兵的用步枪
挑着抢来的包裹、鸡鸭，当官的坐着轿子，赶着驮有箱笼的牲口，争先恐后、慌不择路地溃逃。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聂荣臻果断而又愤然地说道，“不能让他们影响我们的行军速度和士气，部队立即改变原定经代县
沿大路向平型关的行军路线，绕向五台的山间小路前进！
”通往五台的山间小道上，铺满苍黄的落叶。
聂荣臻率领他的人马踏入这秋色凝重、草木萧瑟的世界，无疑给山野带来了活力。
山道上，一丛丛绚丽的红叶，像是战士们热情的火焰。
聂荣臻的部队是在中秋节时到达五台的。
五台山送给他们的见面礼，却是一场带有寒意的大雨。
看着足蹬草鞋、身穿单军衣的战士们在大雨里坚持行军，爱兵如子的聂荣臻怎不为之心疼呢？
但军情紧急，只有冒雨赶路。
告别五台，穿过龙泉关，于9月23日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下关、上寨一线。
聂荣臻觉得这里地形良好，是进行游击战争的好地方，特别是龙泉关到上寨之间的上下古道，山路陡
峭，地势险峻。
他对身边的干部说：这里只有靠人的两条腿才能行动自如，骑兵活动都很困难，汽车、坦克等摩托化
装备以及大炮等重武器根本无法运动。
日本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而且是经过长征锻炼的铁脚板，怕它什么？
中央确定我们在这里进行游击战，我是充满信心的！
大家的回答当然也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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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聂荣臻元帅95岁诞辰来临之际，这部传记终于问世了。
这使我们深感欣慰。
1980年初，北京军区奉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之命，成立了聂荣臻传记编写组。
由魏巍同志任组长，先后参加编写组的成员有彭正谟、张侠、张桂文、周均伦、刘绳、张赞廷、赵廷
章等同志。
当时，已逾80高龄的聂帅说：“不要搞传记了，还是写个回忆录吧，这样随便一点。
”从此，他就每次给大家谈一个小时左右，有时在他的家里，有时在北戴河海滨。
谈话无拘无束，兴致勃勃。
对那些风雷激荡的戎马岁月，他叙述得相当生动。
这样的谈话，一共有94次，陆陆续续谈了他伴随伟大中国革命的一生。
这些珍贵的谈话使我们深受教育。
组内各同志分别担负了各个部分的写作，在谈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参阅档案、搜集材料，于1982年底完
成了50万字回忆录的写作任务。
之后，又经聂帅三次审查修改，1983年5月，《聂荣臻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许多领导人都看了这本书，称赞这本书写得“实事求是”。
按照聂帅的本意，本可不必再写传记了。
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决定，《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仍要写出完整意义上的传。
于是，1985年新成立了写作班子，仍由魏巍任组长，由周均伦任副组长。
先后调入的人员有：曹建玲、张凤雏、傅崧山、魏猛、贾舒云、王红云等同志。
回忆录与传记不同。
回忆录是自传，是以传主的眼光来观察历史，评价人物，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传记则是把传主置
于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对他的思想和行为作出客观的、全面的评价。
为了把这位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好，还必须搜集更多的素材和资料，查阅、核实史实。
几年来，经过大家的努力，于1990年以前，完成了传记初稿的编写任务。
在此基础上由魏巍、周均伦对初稿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尤其是周均伦同志全力以赴，对书稿中尚不够充实的部分，作了大量补充。
王红云同志也参与了部分书稿的修改工作和大量的日常性工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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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聂荣臻元帅95岁诞辰来临之际，这部传记终于问世了。
这使我们深感欣慰。
按照聂帅的本意，本可不必再写传记了。
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决定，《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仍写出完整意义上的传。
回忆录与传记不同。
回忆录是自传，是以传主的眼光来观察历史，评价人物，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传记则是把传主置
于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对他的思想和行为作出客观的、全面的评价。
为了把这位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好，还必须搜集更多的素材和资料，查阅、核实史实。
但是总观全书，比起伟大而壮观的历史本身，比起聂荣致元帅毕生的辉煌贡献，这部传汜还堆以做到
尽善尽美，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都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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