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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回忆录》

前言

　　这是一部个人的历史回忆录。 我的青年时期，中国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年代。新与旧，革
命 与反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激烈搏斗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 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实 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引导我走上了共产主义的
道路。戎马大半生，幸 存至今。我的经历是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的奋斗历史， 联
结在一起的。 我们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程是光辉的，也是艰难曲折的。创业维艰 。共产主义是人
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崭新事业。中国革命的每一步胜利， 都付出了极为宝贵的代价。历史唯物主义认
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 的创造者。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亿万革命群众，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
的 结果，是党和人民的杰出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领导 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
强的结果。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利益 的真正代表者，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引导群众摧
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我坚信，我们的党和人民，必将一如 既
往，披荆斩棘，阔步前进，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鉴往而知今。人民群众不仅在创造着历史，同时
也在认识着历史。只 有正确地认识过去，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历历在 目。
谨将我的经历和见闻，汇录成集，呈献史林，以告慰先烈。语不求深 ，但事必纪实。其间上下数十年
，纵横数万里，涉及诸多人物、事件，疏 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正之。 书成仓促，聊
记数语，作为序言。 徐向前 一九八四年四月

Page 2



《徐向前回忆录》

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徐向前回忆录。

我的青年时期，中国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年代。新与旧，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
激烈搏斗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
鲜明旗帜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引导我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戎马大半生，幸存至今。我的
经历是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的奋斗历史，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程是光辉的，也是艰难曲折的。创业维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
有的崭新事业。中国革命的每一步胜利，都付出了极为宝贵的代价。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只有
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亿万革命群众，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的结果，是党和
人民的杰出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结果。事实证
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引导群众摧毁旧世界，建设新
世界。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我坚信，我们的党和人民，必将一如既往，披荆斩棘，阔步
前进，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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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回忆录》

作者简介

徐向前(1901～1990)  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永安村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国民军第
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参谋、团副。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
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1931年起
历任红四军参谋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1939年起历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
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临汾、晋中、太
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7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
席，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
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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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回忆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风雨年代  童年和家庭  读私塾上小学  学徒生活  考入国民师范  教书的岁月第二章  革命生涯的
起点  报考黄埔军校  紧张的学习和战斗生活  在国民二军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白色恐怖下第三章  野火
烧不尽  参加广州起义  奔向海陆丰  坚持东江游击战争  离开东江之后第四章  大别山区的工农武装割据 
初到大别山区  粉碎三次“会剿”  七条游击战术原则和初期的建军经验  一个红军士兵的通信  出击平
汉路   红一军的整编和南下 第五章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上)  双桥镇大捷  避强击弱机
动歼敌  南下之争   白雀园“大肃反”第六章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下)  成立红四方面
军  四大战役的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七章  西行转战三千里  枣阳新集之战  漫川关突围  越
秦岭走关中  再越秦岭南渡汉水  风雪大巴山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第八章  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进据
通南巴  十一桩大事  反三路围攻第九章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木门会议前后  大练兵运动和根
据地建设  所谓反“右派”和“托陈取消派”  三次进攻战役第十章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  从外线进攻
转入内线防御  四期收紧阵地和两次反击战  万源决战防御  总反攻第十一章  冲破“川陕会剿"  川陕甘
计划  广昭战役  陕南战役  强渡嘉陵江 第十二章  长征路上(上)  懋功会师  曲折  向毛儿盖进军  打开北上
的通道第十三章  长征路上(下)  进军川西南  百丈决战  柳暗花明  在道孚、炉霍、甘孜  与二方面军共同
北上第十四章  血战河西走廊  西渡黄河  组成西路军  第一次西进  第二次西进   兵败祁连山第十五章  奔
赴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前后  太原谈判与五台之行  转战晋东南  积小胜为大胜第十六章  冀南平原造“人
山"  初到冀南  会见卡尔逊  反摩擦斗争  平原游击战第十七章  齐鲁烽烟  成立八路军一纵队  发动群众建
立政权  发展武装力量  粉碎新“扫荡”  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第十八章  在延安的岁月  重返延安 
在联防司令部  任抗大校长  参加延安整风第十九章  初到解放战争前线  抗战胜利后  解放运城  临汾攻
坚战第二十章  晋中决战  决战前夜  初战告捷  北上创造战场  总攻歼敌第二十一章  解放太原  参加西柏
坡会议  四大要点争夺战  围困与瓦解  攻城时刻第二十二章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莫斯科之行  关于民兵
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军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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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回忆录》

章节摘录

　　童年和家庭 一九0一年十一月八日（农历辛丑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山西省五 台县永安村
。 五台县位于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个山区小县。交通、经 济相当落后，但也有比较富
庶的地区。过去我们那里流传有“县不如镇， 镇不如村”的说法。镇，指东冶镇，土地好，产量高，
大户人家不少，比 五台县城要富裕些；村，说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同我村仅一河之隔 。阎锡
山老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那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 永安村在五台县西南，滹沱河的北岸。滹
沱河在我们那里回环转弯， 流经太行山南端进入河北省。永安村是个偏僻山村，但借滹沱河河水之利
，农业收成一般是有保证的。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过储备 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
城”之称。 在永安村，徐姓是个大姓，约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三以上。 听长辈们说，我家祖上是三兄
弟，从洪洞县迁居，落脚五台山下。一 代传一代，不知过了多少辈，才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土地与家产
，成为富庶 之门。徐氏家族里，有个叫徐松龛（继畲）的，清朝什么年代中翰林、人官 门，做过广
西巡抚，广东按察史，兼署闽浙总督。著有《瀛寰志略》一书 。 永安村的徐姓，属第三分支之后，
到我这一辈是第十九世孙。 我家原先是一个大户，到我祖父时，家业衰败了。祖父名徐鹤林。据 说
，他雄心勃勃，从务农转为经商，企望借此带来转机，重振家业，光宗 耀祖。但事与愿违，结果不仅
没有赢利，反而赔了本，从此一蹶不振。 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
土地与人 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没有富余，也不欠人家的 。 父亲徐懋淮，
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爷爷去世时，父亲年仅十三 岁，奶奶把他送到外祖母家读书，快二十岁的
时候中了秀才。由于家境越 来越艰难，他就没有再考举人，放弃了仕途，靠教书养家糊口。他教书多
是到“口外”去，大概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和凉城一带地方吧。因 为在本村或附近教书，薪水
太低，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困难。 “口外”教书，一年薪水是一个元宝，合五十两白银。路途遥远，
交 通不便，父亲一年难得回一两次家。有一年他年关回家，半路上被土匪劫 了，闹个两手空空，命
也差点搭上。家里等他回来安排年事，结果白盼一 场。 村里人说我父亲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
公道。他来家也闲不着。 村里有个大小事，像打架斗殴、家庭纠纷、分门立户、典地立契等，往往 
找他调解或作中保，他也乐意办这些事。 由于我父亲常年教书在外，家里生活的实际组织者是母亲。
母名赵金 銮，没读过书，是个农村家庭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在料 理家务，抚养我
们兄弟姐妹上。她节俭勤劳，温柔善良，自己省吃俭用， 但常常帮贫助老。她的性格和品德，对我们
兄弟姐妹颇有影响。 母亲也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佛教。在四大佛山之一的五台山下，佛 家弟子众
多。我们家顶楼上一个角落里，供着一尊木雕菩萨和一尊石刻观 音，据说是从五台山“请”来的。母
亲信仰佛教很虔诚，鱼、肉、蛋、葱 、蒜、韭菜，都不入口，叫做“吃清口斋”；每天夜半人静时闭
目打坐， 从不间断。在她的影响下，我的两个姐姐也信佛。父亲、哥哥、妹妹和我 ，都不信那一套
。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就参加劳动。大姐先月，二姐春月，没读过 书，是母亲的好帮手。哥哥
徐受谦，因为是长子，很受器重，读书也比较 多，但在家里同样得干活。他后来在阎锡山部队当了名
军需官，全国解放 后在太原文史馆工作，一九七五年去世。妹妹占月，长大后，姐姐哥哥们 都出去
了，一些家务活多靠她来干。她在太原女子师范毕业后教过书。、 抗日战争时跑到延安，取名徐达，
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 我从七八岁开始，便帮助父母做些家务劳动。拾粪拣柴，是我经常做 
的。也采树叶，挖野菜，我吃过好多种野菜，养成了吃野菜的习惯。 母亲干活一向仔细、认真，对我
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做什么活，都要 规定数额。拿拾粪来说，每天早饭前必须拾一箩头回来，否则不
准吃饭。 北方农村积肥主要在冬季。寒冬腊月的五更时分是“鬼龇牙”的时辰，冷 得透骨彻心。我
在外边拾粪，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 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里时，母亲见冻成
那个样子，很心疼，又给脱鞋 ，又给暖手。但她从来不说降低定额的话。 在旧中国农村，吃穿用主
要靠自家生产。一个家庭可以说就是一个小 社会。家家户户，年年岁岁，都要想方设法种地、织布，
编制各种盛器、 家具。我也学会了编篮子、笊篱等一些常用的家什。听妹妹说，我离家八 九年后，
家里还用着我编的篮子。母亲想念我，有时看到那篮子就流泪。 正当我度过我的童年的时候，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正处在社会大 变动的前夜。清朝政府昏庸腐败，危机四伏。山西地瘠民穷，加上连
年干 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慈禧太后逃离北京，移宫西安路过山西时，又大 肆搜刮，更加重了人
民的负担。社会极度黑暗，民不聊生，一场推翻满清 帝制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社会革命是
不可避免的了。我那时还 不懂得这些，但从人们的议论和神情中感到，恐慌，忧伤，不满，渴望改 
变现实的黑暗状况，成了生活的主调。只听老人们说：“世道要变了!”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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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回忆录》

编辑推荐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徐向前回忆录。我的青年时期，中国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斗
争年代。新与旧，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激烈搏斗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
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引导我
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戎马大半生，幸存至今。我的经历是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
的奋斗历史，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程是光辉的，也是艰难曲折的。创业维艰。
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崭新事业。中国革命的每一步胜利，都付出了极为宝贵的代价。历
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亿万革命群众，充分发
挥历史主动性的结果，是党和人民的杰出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领导人民自力更
生，奋发图强的结果。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
引导群众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我坚信，我们的党和人民，必
将一如既往，披荆斩棘，阔步前进，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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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回忆录》

精彩短评

1、本来该给5星
2、徐帅的个人回忆录，有很多军事思想闪闪发光，作为当事人对西路军的回忆，史料价值颇高。
3、名帅回忆价值不菲
4、看完后，西路军三部曲又浮现在脑海中，老元帅对于西路军的描述也是欲言又止的感觉。
三过草地，与红一方面军的分分合合，八万红四方面军到三军会宁会师时只剩三万，西渡黄河，孤军
作战，2万多人最后几近全军覆没。留给人以深思啊。
5、收到书的速度很快，到了就开始阅读了
6、2014.06
7、关于四方面军长征前的段落很赞，陈昌浩，牛人啊
8、是比较客观的一本回忆录，也是军事指挥艺术的凝练。白雀园大肃反的确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9、我有这本书，是前几年在新华书店买的。此书是在毛主席去世后写的，里面有些颇值得玩味的提
法。比如红一、四方面军草地突然分手的原因，徐否定了张国焘秘密电报的存在，可是在新版党史第
一卷中，任然明确说有密电，否则中央为什么要突然率仅万余人的部队单独北上，而不带走左路军中
五、九军团，和平分手需要自断经脉吗？更为恶劣的是，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公然推给中央，他作为
西路军的最高军... 阅读更多
10、好书，质量不错呀！
11、徐帅曾几何时也是中国革命最大军事力量的指挥者，带着疑问看这书会收获颇多。首先，徐帅与
张国焘的关系；其次，四方面军为什么在四川经历那么多苦战、漂亮仗依然没有站住脚；再次，四方
面军于一方面军关系值得仔细思考
12、向伟大的革命元勋致敬
13、徐帅的经历非常独特，值得一读。感觉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类似书籍（无论国内外）把原著的名
字改的毫无内涵，统一以“***回忆录”命名，不如原名好，诸如本书《历史的回顾》，类似的还有邓
尼茨的《十年与二十天》，曼施泰因《失去的胜利》，古德里安《一个军人的回忆》等等。作为回忆
录，图片资料模糊不清，特别是本书居然无任何图片，遗憾之极，有愧解放军出版社的权威性。
14、老帅的经历，看了它，了解他的历史，了解曾经的共产党人
15、字里行间彰显着徐大元帅的人格魅力。
16、可以从徐帅的人生经历中认识和感受历史。
17、告诉我们除了井冈山，还有鄂豫皖的根据地也在创造历史，并且发展的更好
18、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位北方籍的元帅，四方面军代表，一生坎坷，与毛派相左，却是粉碎文革的中
流砥柱，也是我的老乡，徐向前元帅。
19、老帅回忆录值得收藏
20、内有珍珠
21、窝囊是大智慧英雄总被雨打风吹去
22、本书可以算是通过回忆录修改历史的一个典型了！徐帅的一世英名啊~~~~
23、非常值得一读！
24、不可多得的第一首史料
25、总体来说写得比较客观，当然某些地方不免有些为自己辩解的意思，但在那个年代能写到这种程
度也是很不容易了。
26、好书啊，当做工具书那么买的
27、主要书写了徐帅的红军、抗战、解放战争经历。红军经历很真实，提供了红军（特别是四方面军
）的许多被正史略过的侧面，比如苏区婚姻、人民战争、西路军等；抗日时期篇幅较少，特色是小规
模战斗的紧凑感；解放战争时期重点写山西攻略，大兵团作战大气磅礴，战争的魅力淋漓尽致。小篇
幅写文革经历，主要是高层政治斗争，没有新意。

28、回忆录所起的作用，辩白自己、贬低已落水的政敌，这本书倒是一项不缺。
29、十大元帅中一位真正的“战神”
30、没开始看，不知道怎么样，翻了一下，有点像写日记的那种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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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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