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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序海军发展壮大是他一生的牵挂吴胜利  刘晓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
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
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海军现代化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我们敬爱的老首长刘华清
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他的谆谆教诲仍萦绕耳边。
深切缅怀他为海军现代化建设，为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创建的不朽功绩，追思和学习他不懈奋斗的革
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将进一步激励海军广大官兵把海军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1982年8月，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亲自点将，刘华清同志出任海军第三任司令员。
上任前，小平同志对他说：“你还是要回海军工作，海军的问题不少，要整顿。
”他牢记重托，将整顿的着力点首先放在海军各级党委班子建设上，与海军党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
“约法五章”，提出要从带头学习、增强团结、坚持原则、执行党章、振奋精神等方面，以身示范，
树立榜样。
他与政治委员李耀文同志一起，结合开展整党工作，果断处理了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
来的一系列问题，消除了派性，增进了团结，使大家心情舒畅、通力合作，把党委班子建设成为一个
顾全大局、讲党性、干事业的真正团结的领导集体，受到了军委首长的充分肯定。
为开创海军建设新局面，老首长北起辽东半岛，南至西沙群岛，几乎走遍海军所有的码头、机场、阵
地、工厂，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在调研过程中，老首长发现一些部队存在着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管理松懈以及军容、舰容、港容、
院容脏、乱、差现象，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随即在全海军范围内进行了军容风纪大整顿。
整顿取得了明显成效，海军机关的作风纪律跃入驻京各大军事单位的先进行列，总参军务部和北京卫
戍区分别在海军大院召开现场会议，推广了海军整顿的做法和经验。
为了解决多年积存下来的矛盾和弊端，使海军建设跃上一个新台阶，他带头解放思想，跳出老框框，
坚定而有秩序地推动全面改革。
结合精简整编，他先后组织领导了海军军事训练、院校教育、装备管理、编制体制、后勤保障、战场
建设等多方面的改革。
所有这些改革，他都积极组织、精心谋划和设计，亲自逐一抓落实，并及时将改革成果系统化、规范
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精简整编的情况下，老首长下决心在海军建立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海
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等科研论证机构，使之成为海军建设发展的智囊团。
老首长非常重视基层建设，时刻牵挂战士生活，十分关心基层干部的艰辛。
在一次下部队调研中，当他得知某潜艇支队春节期间官兵连鱼肉都吃不上时，心情十分沉重。
官兵每天都要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连基本营养都保证不了，这怎么得了？
在舰队干部大会上，他严厉地批评了后勤部门同志的不作为思想，引起了很大震动。
他清醒地认识到，要巩固整顿成果、取得改革成效，就必须使部队建设走上正规化的轨道。
早在担任海军某基地司令员和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时，他就非常重视正规化建设，担任海军司令员后，
他更是把加强正规化建设作为实现海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提出了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十项目标，并把
正规化建设与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部队逐步向组织指挥科学化、体制编制合
理化、教育训练规范化、干部队伍知识化方向迈进。
经过上下共同努力，海军部队出现了蓬勃向上、协调发展的好势头。
（二）面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海军建设朝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建设一支精干顶用、
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海军，是老首长考虑最多、研究最深的问题。
他着眼海军的未来发展，率先把目光投向关系海军建设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指导问题。
我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
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
他认为，从作战战场来看，我国不仅存在着陆上战场，而且存在着一个海上战场。
海军是保卫我国海上安全的主要作战力量，又是战略军种，要统管和谋划海上战场这样一个大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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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方向，必须加快发展中国海军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解决好从近岸走向近海的战略指导问题。
1983年至1986年，他亲自带领专家反复研究，多次召开座谈会，先后在多个场合，就海军战略依据、
战略内涵，完成战略任务所必须具备的作战能力，以及对海军建设的要求等，逐一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提出要实现由近岸防御向近海防御转变，并向总参谋部报告了《关于海军战略的简要说明》。
1986年4月，应国防大学的邀请，他专门作了《海军战略与未来海上作战》的学术报告，明确提出海军
近海防御战略，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近岸防御与近海防御只有一字之差，但这是海军建设指导思
想的一次重大突破。
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种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战略，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海军
建设和战略运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根据海军战略，他通盘考虑“七五”“八五”“九五”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和经费，提出“三步并作
一步走，15年向前跨一大步”的远景规划，组织编拟了《2000年的海军》，制定了《海军现代化建设
纲要》，为海军建设发展勾画出一幅催人奋进的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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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军司令刘华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海军司令、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的个人传记。
作者施昌学遍阅与刘华清有关的各种档案、报道，全方位、真实的记叙了这位开国将军在海军司令任
上做出的诸多对新中国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书中首次揭露了中越南海冲突、中国核潜艇研发实验内幕、购买研发航母的艰辛历程等众多对当今中
国有深远影响的政治事件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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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昌学，1957年1月生于湖北监利，1974年12月入伍，海军大校，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著有长篇纪实文学《世纪风流》和新闻作品集《写在大海的报告》等，多次获中国新闻奖和中国广播
新闻奖，一次荣立二等功，四次荣立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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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十章魂系航母 航母，是一个延续百年的中国梦。
毫无疑问，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航母梦的标志性人物，就是刘华清！
 “中国不发展航母，我死不瞑目！
”刘华清这一明志誓言，已经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
 欣闻航母立项上马，耄耋之年的刘华清竖起大拇指连道三声：“好啊！
好啊！
好啊！
” “航母上马，‘走’也放心了。
”当然，他更期盼在“走”之前，见证中国航母编队巡弋大洋的威仪。
 “航空母舰总是要造的！
” “航空母舰总是要造的！
” 1984年1月11日，刘华清在海军第一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再次投放了一颗“震撼弹”。
 这是刘华清就任海军司令员以来，第二次出席海军装备系统重要会议。
早在一年前海军装备技术部党委二届三次全会上，他就突出强调海军装备发展必须适应“近海防御”
战略方针，加速海军航空兵装备建设。
 “海军航空兵的地位很重要，专用飞机、特种飞机都要加强。
”刘华清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马岛海战，可以看出航空兵在海战中的威力是很大的，从一定
程度上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时隔一年之后，刘华清在部署海军装备建设任务时，再次要求重视发展海军航空兵。
在就歼击机、轰炸机、舰载直升机、空中加油机和巡逻预警机等海军特种飞机提出研制规划和具体要
求后，他突然话锋一转，谈起了航空母舰： “海军想搞航母的时间也不短了。
由于国家经济能力不行，看来90年代以前已没有这个可能了。
但是，航空母舰还是要造的。
当前应研究如何把岸基飞机发展到海上去，更好地发挥它的作战威力。
” 这是刘华清就任海军司令员以来，首次就建造航空母舰公开在正式场合表明决心和态度。
自此而始，围绕中国海军要不要发展航母、装备什么样的航母、何时建造航母，在官方和民间掀起了
一场跨越世纪的旷日持久的热议激辩与论争交锋。
其影响所及，不仅引起亚洲各国的高度关注，而且包括美国、俄罗斯和欧洲诸强在内的政治、经济、
军事大国，都难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
 纵观世界航母发展史，这是一个特例，堪称“奇闻”！
 航母，是一个绵延了近百年的中国梦。
 可以说，航母的历史有多久，中华民族的航母梦就有多长。
航母，不仅跨越时空，跨越世纪，而且也早已跨越海空，跨越军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崛起、屹立于
世界强国之林的象征与图腾。
 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最早想圆中国航母梦的代表性人物，是一代海军宿将陈绍宽。
 陈绍宽，谱名必谨，字厚甫，1889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胪雷乡胪雷村。
从1905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驾驶，到1946年与国民党分道扬镳挂冠归隐，陈绍宽日思暮想、孜孜
以求的似乎只有一件事：建立中华民族强大的现代海军。
 在中华民国历史上，陈绍宽是执掌海军关防大印时间最长的一任部长和总司令。
从39岁出任海军署中将署长，到56岁从一级海军上将总司令任上解甲还乡，历时17年。
 1928年12月，陈绍宽被任命为海军署署长兼第二舰队司令。
甫一上任，他就向国民政府递交了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四艘驱逐舰、三艘巡洋舰、二艘潜艇在内的两
年造舰报告。
而他的“长远规划”，是在15年内实现60万吨的造舰目标。
 这是一个跻身世界一流海军的宏伟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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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宽要用他的航母舰队复兴中国久已失去的海权与主权！
 然而，陈绍宽却未能实现他的中国航母梦。
上任仅仅一个月，1929年1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上，陈绍宽的“最低限度”“且为海军
建设上必不可缓”的航母建造案便遭无情否决。
 “奔走呼号，力竭声嘶，莫动群公之听。
”“请缨无路，愧比昔贤；报国有心，敢期异日。
”愤懑异常的陈绍宽公开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冯玉祥，请辞第二舰队司令兼海军署署长。
 刚刚成为名义上全国统帅的蒋介石为稳定海军军心，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陈绍宽，并信誓旦旦作出建
造航空母舰的许诺。
痴迷执着的陈绍宽为蒋介石的攻心之术所打动，不仅收回辞呈，而且担任了新成立的海军部部长。
 蒋介石所给予陈绍宽的航母承诺只是一张画饼。
执掌海军帅印17年间，为了多造几条军舰，陈绍宽不知跑过多少路，拜过多少门，求过多少人。
一部《陈绍宽文集》，收录他为海军讨钱催款亲自写给蒋介石、汪精卫和宋子文的信函条陈，仅1929
年至1934年的五年间就达40件之多，占同期文稿的一半。
 活脱脱一个“乞丐司令”的悲状惨境跃然纸上！
 陈绍宽苦挣苦撑，10年间终于造出了16艘新舰艇，其总排水量不足9000吨。
加上民国初期10年间自造和从英德日三国购买的舰艇，舰艇总数仅45艘，总吨位不足三万吨，尚不及
清末海军实力。
 斯时，日本海军已发展为拥有100万吨总量的强大舰队，为中国海军的30倍，其海军兵力则是中国
的20倍。
与40年前的甲午海战时期相比，中日两国海军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失去了比较的价值。
 抗战爆发，民国海军舰队全部自沉和被日军炸沉于长江，写下了八年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然而，陈绍宽仍然沉溺于航母梦幻之中。
1945年8月，陈绍宽会同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长陈诚和铨叙厅厅长钱卓伦，编制完成了抗战胜利后
的《海军分防计划》。
该计划将中国沿海划分为四个海军区，另在长江、珠江、松花江和黑龙江设置三个江防舰队。
 按照分防计划，每个海军区配置一支海防舰队，每支舰队编配航空母舰3艘，战斗舰4艘，重巡洋舰4
艘，轻巡洋舰16艘，驱逐舰24艘，潜水舰24艘，驱潜舰12艘，鱼雷快艇40艘。
三个江防舰队配置75艘大中小型炮舰。
另外，练习舰队、测量舰队和辅助船队所需舰船数量则视情核定。
 但是，抗战胜利，蒋介石却舞起了内战的魔剑。
 陈绍宽的航母舰队梦想彻底破灭。
当委员长大人火急火燎一日三次电令陈绍宽率舰开进渤海湾阻断共产党军队抢占东北的海上通道时，
他冷冷地回复了四个字：“无舰可派！
” “娘希匹！
”蒋介石破口大骂。
 “拜拜喽！
”陈绍宽孤身只影，“统率”他的60万吨“纸上航母舰队”，默默地回到了儿时的胪雷村。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航母梦的代表性人物，非一代航母赤子陈绍宽莫属的话，那么毫无疑问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航母梦的标志性人物，就是刘华清！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刘华清任舰艇研究院院长时就着意留心世界各海军强国航空母舰的发展和应
用，思考过航母研制问题，并于1970年亲自主持起草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母工程报告，并组织领
导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航母研制专题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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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军司令刘华清》编辑推荐：首部军方出版的揭秘性作品。
书中将详细讲述1988年中越南海战斗、高层关于核潜艇研发争论、购买航母瓦良格艰辛历程等众多内
幕。
有关辽宁舰成型前的研究、实验过程最权威的作品。
邓小平亲自点将，将身后政权平稳交接重任托付的人。
现任海军司令、政委亲自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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