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在我军历史中，有许多非凡的统帅，也涌现出一大批卓越杰出的参谋之才。十

大参谋长就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

叶剑英、徐向前、左权、罗瑞卿、粟裕、肖劲光、杨勇、周士第、郭化若、李达等曾

是我军十位著名的参谋长。他们在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参与人民军队的缔造和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驰骋大江南北，讨伐旧军阀，反“围剿”，打日寇，推翻蒋家王

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亲自带兵纵横战场，或在幕后出谋划策，以壮丽的人生

和杰出的智慧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征尘未洗，投身新国

家和新军队建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贡献。十位参谋长，在

弥漫的硝烟中崛起，人生经历各不同，每个人的风格也不一样，然而，他们英名远

扬，各种故事广为流传。本书选取他们人生经历、战斗生涯、情感婚姻以及个性特

征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描述十位参谋长传奇的人生和他们独具特色的个人魅力，

展示共和国军队参谋长群体的风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这是了解和学习我党我军光辉历史的一本较好的参考书。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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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17年入云南讲武堂。参与筹建
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
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
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和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
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福建军区司令员、军委四局局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后在南
京、汉口、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
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
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
区代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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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第
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叶剑英：关键时刻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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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展览被开除

1897年 4月 28日，叶剑英出生于广东省梅县偏僻山村雁洋堡一个叶姓人

家。

叶剑英的父亲叫叶钻祥，他虽然考中过武秀才，练得一身不错的武功，但一

直没有用武之地，结果，武秀才只得做酿酒、磨豆腐的小本生意，每逢圩日去镇

上摆摊叫卖。叶剑英的母亲陈秀云是贫农之女，没有读过书，嫁到叶家后，操持

家务外，还常给人打短工，赚些收入贴补家用。叶剑英是他们的长子，起初名叫

叶宜伟，父母称之为阿伟。

15岁时，叶宜伟就读于东山中学，不久，东山中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叶

宜伟被选为会长。

1915年东山中学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时，省教育司通知梅县各中学举办学

生成绩展览会。任学生自治会长的叶宜伟和许多教师、学生都主张大张旗鼓地

办展览，但校长却不同意，他说：“办展览用太多人力，会影响毕业考试。”

其实，他心里是怕在展览会上私办学校超过官办学校会惹来麻烦。

叶宜伟和丘宏铨等人没有理解校长的苦衷，他们代表学生自治会去拜见校

长，说：“我们东山中学在梅城一向受压，校长先生，这次为何不把成绩拿出

来，叫他们看一看呢？”

校长：“你们年轻不懂事，我们的成绩压倒别人，人家就会借口找岔子，说

这个不符合章程，那个违反了制度，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年轻气盛的学生仍不示弱。叶宜伟说：“校长如果觉得不便，就由我们学生

自治会出面好了。”

这些话刺痛了校长的自尊心，他不高兴地说：“这个学校是你们当家，还是

我当家？”

叶宜伟立即说：“现在民主共和了，办好学校，大家都有份！”

“放肆！”校长说，“赶快回去，规规矩矩上课，谁再闹事，就以开除论处，

休想拿到毕业文凭！”

校长的用意，终于未被学生们接受，叶宜伟、丘宏铨等学生还是热热闹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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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起了展览。结果，校长大发雷霆，作出了开除叶宜伟的决定。

叶宜伟只好怏怏地回到了雁洋堡老家。

二、两问都督唐继尧

叶宜伟的祖父叶福智以挑担叫卖糊口，共有 5个儿子，依次为铭祥、钦祥、

鉴祥、锡祥、钻祥。他们先是挑担叫卖，后来前 4人相继出走南洋谋生。叶钻祥

虽然留在家乡经营小本生意，也时时往返雁洋和南洋之间，为华侨和眷属传信

带物。

叶宜伟被学校开除后，决定到南洋去。既然父兄们能走南洋，我为什么不

能？他决定去南洋闯一闯，找一条谋生的路。

然而，当叶宜伟来到马来西亚，找到几个伯父后，才知道他们自己都生活不

下去。找工作无门，结果这位 19岁的青年陷入了苦闷和彷徨之中。

正是这时，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人到达南洋，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学

习，叶宜伟打听清楚后毅然报名，被录取了。

经过香港，绕道越南海防、河

内，叶宜伟来到昆明，跨进了云南

讲武堂的大门，在登记学生的花名

册上，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宜伟”

改为“剑英”，意为“剑胆英武”。

叶剑英进入了云南讲武堂第 12

期学习。

云南讲武堂是清朝末年设立的，

光绪年间叫过武备学堂、新操学堂、

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小学堂等名字，

宣统元年正式叫云南讲武堂。清廷

创办讲武堂的初衷是出于编练新军，

对付民族民主革命，培养维护反动

统治的工具，但从这里走出的人，

叶
剑
英
入
云
南
陆
军
讲
武
学
校
前
的
留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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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成了推翻清廷的中坚力量。

叶剑英进入讲武堂时，校长蔡锷已经去世，独揽云南省军政大权的是唐继

尧。

袁世凯称帝不久就一命呜呼，继任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争夺权利，

赶跑复辟的张勋，毁弃孙中山 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想以

武力建立独裁统治。于是孙中山又掀起护法运动，进行护法战争。唐继尧表面

上响应护法运动，暗地里向段祺瑞政府妥协，支持桂系军阀陆荣廷剥夺孙中山

的职权。

唐继尧的这一切，都依靠在云南讲武堂培植的亲信和骨干。为了更严密地控

制讲武堂，他让亲弟弟唐继虞当校长，打击拥护孙中山的军官和师生，亲手制订

校规不许学生阅读其他书籍和报刊，封锁外界消息，禁止谈论政治问题……对

这些，叶剑英从心里不赞成，并慢慢产生了反感。

唐继尧自称是王阳明的信徒，常到讲武堂讲王阳明的学说，什么“万事之理

不外乎心”，什么“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陈词滥调，一套一

套的，并要学生读习王阳明的著作。

叶剑英知道王阳明这个人，也读过王阳明的文章，但不熟悉王阳明的哲学思

想。为此，他特意到图书馆借了一套王阳明的《王文成公全书》，在课余时间认

真地进行了阅读。

一天，唐继尧又到讲武堂来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讲着讲着，突然问

学生：“阳明先生的学说深如瀚海，敝人略说一二，不知诸君领会没有？如有不

明者，可以发问。”

学生们相互看着，谁也不吭声。

突然，叶剑英站起来说：“报告，学生有不明之处，想请教都督。”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叶剑英的身上。

唐继尧看了看，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一科的？”

叶剑英：“报告都督，我叫叶剑英，是炮科的。”

唐继尧点点头：“好，好，你说吧。”

叶剑英：“知和行的关系，是哲学的一大问题，自古以来中国的学问家们争

论不休。孔夫子说：‘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孟夫子说：‘人之所不学能

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墨经上说：‘知，材也，接也。知

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吾路知。’诸子百家对这个问题各持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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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相同。请问，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要者何在？是知先于行，还是行

先于知？”

唐继尧抬头看看叶剑英，又低头翻了一会儿讲稿，但是，他大讲阳明学说，

又自称为阳明信徒，这个问题却弄不清楚，心想知与行就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般，回答不好反而会出洋相，急出了一身汗，但是，众目睽睽之下他又不好不回

答，突然他灵机一动，反问道：“你认为呢？”

叶剑英：“谨遵都督教诲，学生以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是以知为

行，以知代行，知源于行。”

“何以见得？”唐继尧问。

叶剑英：“因为王老夫子说过：‘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可见，凡是思念

之萌，情感之动，意志之决，在他看来都是行。”

唐继尧轻轻点点头，说：“阳明学说后继有人了。你还有什么不明之处？”

叶剑英：“还有一事请教都督大人。”

唐继尧：“说吧。”

叶剑英：“请都督大人示教，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先生的

‘知难行易’有何异同？”

这时已背离了孙中山学说的唐继尧，对叶剑英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但

又不好明显地表示出来，就挥挥手说：“孙中山不能和王阳明比，他们的主张也

不尽相同，敝人所说的是阳明学说，诸君要细心领会。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唐继尧的不高兴，学生们看出来了，都为叶剑英捏一把汗。

但是，因为第一个问题回答得好，唐继尧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学生那样给叶剑

英过不去，事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因而叶剑英得以继续在讲武堂学习。

三、与日本武士比武

云南陆军讲武堂位于昆明市翠湖西岸的承华圃，由于蔡锷、唐继尧以及该校

大部分教官都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因此，学校的教学方针、规章制度、课程

设置、训练方式等，几乎全部采用日本士官学校的一套办法。校方为培养学生们

的尚武精神，还仿效日本士官学校开设剑术课程。讲武堂的学生们无不把练就

005



参
谋
长

十
大

一手出色的劈刺术视为无上荣耀。叶剑英在中学时期就爱好剑术，非常喜欢这

门课，课余时间，他常常独自一人寻个僻静之处，按照课堂上教官教的一招一

式，挥剑苦练。

在学校重金聘请的众多日本教官之中，有一位长得矮矮墩墩的年轻中尉，出

身武士世家，平素好勇斗狠，加上精擅劈刺术，经常与人比试功夫。但是，他与

人比武并不是用竹剑劈刺，而要求用真刀比试。几位中国教官曾接连败在他的

刀下，为此，他得意洋洋地自称“全校无敌”。

日本教官不可一世的神气，激怒了血气方刚的叶剑英，他下定决心，杀杀这

位骄横武士的傲气！叶剑英把自己的想法悄悄地对同宿舍的一位名叫金至顺的

朝鲜族同学讲了，金至顺早就盼着有机会能教训教训这位狂妄的日本人，没等

叶剑英说完，便连声叫道：“好！好！剑英，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

干！”

从此，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每天天不亮就来到操场，摆开阵势，你来我往

地对劈对刺起来，一练就是数百个回合。

半年之后，二人的剑术水平日臻精纯，叶剑英胸有成竹了。

于是，他找到那位日本教官，不卑不亢地提出了比武要求。

早已四处寻衅惯了的日本教官，压根儿没料到会有人主动上门挑战，他大为

惊讶，使劲地睁大眼睛，盯着眼前这位器宇不凡、英气勃勃的年轻人，操着生硬

的中国话问道：“你的，哪里的干活？”

“炮科 12期学生叶剑英。”

“噢！”日本教官重重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早就听教官们议论过，炮科有位文武兼备、苦练剑术的中国学生叶

剑英。只是他一向盛气凌人，根本不屑于同中国学生们来往。所以，对叶剑英是

只闻其名，不识其人。

“叶君，你的，要试试的，我的，厉害吗？”

叶剑英只是平静地说：“教官，明天就比，怎么样？”

“明天？哟西！哟西！”

叶剑英正想告辞离开，那日本教官追在后面喊道：“叶君，你是真的比试，

还是假的比试？”

“当然是真的！”

“那好，你的，勇敢大大的！我们比试劈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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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刀！叶剑英思想上没有准备。这可是要真刀真枪地对劈啊！要说其后果，

轻则骨断筋折，重则有性命之虞。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叶剑英于是斩钉截铁地答道：“好！劈刀就劈刀，

一言为定。”

第二天清晨，日本教官践诺而至，叶剑英早已等候多时了。比武的消息传遍

了全校，操场上密密匝匝地围满了前来观战的教官和学生。

双方穿戴好了规定的防护服。在一位教官的裁判下，比武开始了。

这位日本教官的功夫果然好，只见他一边“呀、呀”地大叫，一边双手舞

刀，寒光闪闪，气势汹汹地猛扑过来，对准叶剑英的头、胸、腰三处要害猛劈，

凶狠无比。叶剑英不敢怠慢，闪转腾挪，左格右挡，两人走马灯似的战在一起。

围观的人鸦雀无声，场子里只听得俩人的钢刀丁当作响的撞击声。

20分钟过去，两人已经斗了数十回合。日本教官使出浑身解数，想速战速

决，但是久战不决，心中不免焦躁起来，暗暗后悔不该小瞧了对手。他这一分神

儿，脚步先乱了，攻势也弱了下来。叶剑英见状大喜，迅速地转守为攻，连劈带

刺，一招猛似一招，直逼教官，结果把对方逼得连连后退，只有招架之功，却无

回手之力。正待对方虚晃一刀，企图脱身之际，叶剑英一个箭步，疾跃上前，大

喝一声，举刀凌空劈下，对方慌忙举刀抵挡。叶剑英顺势将对方的刀按在下面，

狠劲向下压去，对方则拼命向上顶着。两人对峙了足足两分钟，这时，日本教官

的脸早已涨成了猪肝色。接着，他双脚一软，“咕咚”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

口中连声说道：“轻一点，轻一点，我的，认输！”

“好哇！”人群中齐声喝彩。

这场酣斗，使日本教官对叶剑英的劈刀术心悦诚服。按照武士道的习惯，他

从地上慢慢爬起来，立正，向前走几步，向叶剑英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将自己

亮锃锃的战刀赠给了叶剑英，以示钦佩。

这把战刀，叶剑英一直珍藏在身边，从来没舍得丢掉。

四、战淡水

1920年，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他拒绝了云南督军署授予他的炮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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