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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萧劲光传》由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立项，海军有关单位成立编写组撰写。
编写组数十次赴萧劲光的故乡长沙，他工作过的延安、东北，以及他长期工作的海军机关和部队，采
访调查了许多与萧劲光一起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并多次到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海军档案馆
、湖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历经十一年，终于写成此书。
这部《萧劲光传》展示了萧劲光这位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全部战争烽火、政治风雨的杰出人物的一
生，再现了他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中国繁荣富强而奋斗的光辉业绩，以及他不懈奋斗、实
事求是、忠于党和人民、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风格。
书稿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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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漫漫求学路
一、贫苦人家的“书憨子”
二、在长沙长郡中学
三、应着时代的呼唤，到俄国去
四、学不到本事不回国
第二章在大革命洪流中
一、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二、投笔从戎，22岁的国民革命军中将
三、初历战阵，率部参加北伐
四、黄华山留下北伐战争的“见证”
五、紧要关头要坚决听从党指挥
第三章再次赴苏学军事
一、背负着党的希望，汉口新婚别
二、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第四章初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一、进入闽西苏区
二、接受革命根据地战斗洗礼
三、受命创建红军学校
第五章化“剿共”主力为红色劲旅
一、毛泽东再点将
二、按古田会议精神办事
三、平息反水风波
四、红五军团“红”了
第六章铁窗内外命系一“线”
一、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二、“罗明路线在军队的总代表”
三、两种观点两条线
四、不伦不类的审判
第七章戴“罪”建功长征路
一、特殊身份的领导
二、娄山关阻击战
三、红军不是石达开
四、在红三军团参谋长任上
第八章初到陕北
一、主动出击，参加“奠基礼”
二、兼任红二十九军军长
三、出席洛川会议
第九章留守延安(上)
一、任务重于生命
二、剿除匪患，靖乱安民
三、以弱胜强守河防
四、反磨擦，“有理、有利、有节”
第十章留守延安(下)
一、陕北变江南
二、“双拥”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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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笔不可价估的精神财富
四、在党的七大前后
第十一章为了建立“犹如汉高祖之汉中”
一、“万万火急”，转赴东北
二、上奏“出师表”
三、冰天雪地中的七道江决策
第十二章一招妙棋，四保临江
一、保临江首战告捷
二、北拉南打，扭转危局
三、四保临江大获全胜
第十三章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
一、扩大战果，发起夏季攻势
二、唯有轨鞋最是宝
三、通化集训，迎接大决战
第十四章兵不血刃克长春
一、挥师长春城下
二、铁壁合围，筑起坚固的“城外城”
三、不放一粒粮食、一根草进城
四、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十五章在平津战役中
一、夜行晓宿，紧急挥师入关
二、隔断平津，待命进攻北平
三、未曾履任的天津卫戍区司令
第十六章战华中大败“小诸葛”
一、逐鹿中原，挑战白崇禧
二、决战衡宝
第十七章受命组建海军
一、中南海，主席当面授命
二、一个全新的课题
三、海军机关成立“大典”，如是举行
四、定航向，八月决策会议
第十八章打好海军建设的“桩子”
一、打好“组织桩子”
二、打好“政治思想桩子”
三、打好“技术桩子”
第十九章致力解决海军装备问题
一、人民海军最初的“家底”
二、两次率团赴苏考察、谈判
三、落实中苏“六四”协定
四、迈出自行建造舰艇第一步
五、接收苏军在旅顺基地的装备
第二十章建立海军各兵种
一、率先组建鱼雷快艇部队
二、“两杆炮”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三、“海空雄鹰”艰难起飞
四、圆了中华民族百年潜艇梦
五、海防大门立起“四大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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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在战斗中壮大海军力量
一、初战告捷，夺回制海权
二、从“力量后缩”到“力量前伸”
三、协同陆、空军解放一江山岛
第二十二章开展正规化军事训练
一、海军军事训练要规范化、制度化
二、以军事训练为中心
三、军事训练的最高形式
四、人民海军首次海上大阅兵
第二十三章谋求海军发展新技术
一、召开海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二、随军事友好代表团访苏
三、海军装备建设进入新阶段
四、让战舰从浅蓝走向深蓝
五、核潜艇在逆风中破浪下水
第二十四章坚决打击侵略者
一、对未来海上作战的思考
二、受命出击，封锁金门
三、新中国海空不容侵犯
四、西沙岛上雄风永驻
第二十五章被挤至“第三线”
一、直面现实的挑战
二、军委检查团的结论
三、李作鹏来海军“挡第一线”
第二十六章在逆风中搏击
一、该坚持的，什么时候都要坚持
二、打击接踵而来
三、粉碎林彪操纵的夺权阴谋
四、有职无权的海军司令员
第二十七章所谓“上贼船”事件始末
一、因不投票而“结怨”
二、为率先解放60名领导干部“交火”
三、一次党委扩大会开了八个月
四、忍辱负重，战斗不息
五、一生真伪天下知
第二十八章“军神”生活中的艺术情慷
一、别具特色的教子风范
二、寄情属意水墨丹青
三、盛世书怀唱大风
四、大写“人”字下的细事末节
第二十九章最后的期望和嘱托
一、抱病写成“万言书”
二、留给党，也留给后辈子孙
三、离职七年后第二次再交班
四、最后的军礼
萧劲光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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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很显然，南昌之战是江西战场最关键的一仗。
这不仅因为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最富实力、辖地最广，更主要还在于他
所处的“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战略位置。
如打败孙传芳，不仅江西大局既定，安徽、江苏、浙江的军心也会动摇，解决问题易如反掌；如北伐
军败了，则不仅危及既得之湖南、湖北，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也面临险境，北伐军将出现后方危机
。
  所以戴岳、萧劲光所率之六师等北伐军各部一到，双方就摆开决战的架势。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深知此役干系重大，也赶到前线亲自部署、指挥战斗。
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在前线召开政治部会议，要求各级政工人员把工作做细、做实，使广大官兵真正
明了攻下南昌的意义，不怕牺牲，英勇杀敌。
要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拿下南昌。
10月12日攻城战斗打响。
按照部署，第三、第六、第七军等部切断南浔路，阻击北来援军；由第二军的第五、第六师和第一军
第二师攻打南昌城。
六师担负西南进贤门和惠民门的主攻，任务重大、艰巨。
萧劲光与戴岳一起在前线指挥。
为了尽快突破，各团都挑选了由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架梯登城。
因敌人火力太猛未获成功。
这时又传来第十七团团长廖新甲牺牲，该团一营被困的消息。
萧劲光怒火中烧，立即与戴岳一同赶到惠民门附近的机枪阵地，令第二营营长代理团长，调集部队压
住敌人的火力，使一营脱险。
战斗越打越激烈。
城内的敌人为了发扬火力，放火烧了南昌城西南一带低矮的民房。
看到大片民房在火海中化为灰烬，六师官兵无不义愤填膺。
萧劲光跳上一个高台，大声喊道：同志们看到了，军阀为了阻止我们攻城，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
我们是革命军，是来解救老百姓的。
一定向敌人讨还血债！
他的喊话大大鼓舞了全师官兵的斗志，大家越战越勇。
但由于北线作战不利，北边军阀部队打通了南浔路，大批援兵蜂拥而来，南边抚州的军阀部队也在调
动，试图前往增援。
北伐军屯兵南昌城下，腹背受敌，形势不利。
总司令部遂决定调整部署，撤围南昌。
撤围之后，部队经过短期休整，总结了两次攻打南昌的经验教训，再次发起进攻南昌的战斗。
第二次攻打南昌未克，说明了切断南浔路的重要。
此次战斗，总司令部决定首先在南浔路进行决战。
兵力部署是，把第二军两个师均放在南浔方向，第五师协同第十四军攻击抚州，切断南抚之间的联络
，以六师渡赣江，经松溪、万寿宫，参加南浔路总攻击。
六师的具体任务是攻击牛行车站。
双方都清楚这场战斗的重要，倾力相搏，争夺十分激烈。
萧劲光和戴岳、米柳史顾问均在前线，身前身后枪弹不时飞落，他们毫无所惧，镇定自若。
经过一个星期的浴血奋战，坚守牛行车站的敌郑俊彦、张风歧部招架不住，败下来，六师占领了牛行
车站。
是时，南浔路已被友军层层截断。
南昌城内的敌人见增援无望，败局已无法挽回。
便于一天夜晚偷偷渡过赣江，连夜向东北方向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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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萧劲光传》是《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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