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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莫文骅

今年是百色起义七十周年，广西党史工作部门编写出版《百色

起义人物志》，很有意义。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百色起义是邓小平、张云逸等无产阶

级革命家领导右江各族人民举行的一次起义。百色起义是在党领

导右江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的农民斗争基础上爆发的，在右江地区

乃至广西，都是人民革命斗争活动中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百色

起义的成功，是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正确的策略，发动百万人民参加的经过生死搏斗而取得的。研究

宣传百色起义，离不开研究起义历史人物，离不开宣传起义历史人

物。在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中，邓小平以非凡的胆识、

卓越的才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开展创造性的工作，把革命一步

步推向前进。同时在领导百色起义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名扬天下、

威震四方的军事将领、党政领导入和英雄人物。其中，起义时任地

师领导职务的3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19

人，任省部军级以上领导人的20多人。右江各族人民为百色起义

的成功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数以万计的英烈们的鲜血凝结成了革命的胜利。讴歌邓小平、张

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缅怀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

的革命先烈，是纪念百色起义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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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百色题词并号召说：

“发扬右江革命光荣传统，发奋图强，把百色地区建设好。”今天，我

们纪念百色起义，根本的目的就是发扬百色起义精神，弘扬党的优

良传统，教育后人，激励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拓进

取，做出贡献。百色起义精神，是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人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右江地区实际情

况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也是百色起义英烈和右江各族人民的智慧、

勇敢和实践凝结而成的，蕴含在每一位领导人和英烈的思想境界

和具体行动之中。百色起义精神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精髓

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思想。发扬百色起义精神，主要的一条，是学

好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一贯倡导和

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学习他在百色起

义中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通过了解他的生平、思想活动，达到理

解他博大精深理论体系的目的。发扬百色起义精神，还要通过加

深对百色起义人物的了解，进而激发广大人民改革开放、开拓进

取、团结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全面

推向新世纪。

《百色起义人物志》面世了。它展示了世纪伟人邓小平在右江

地区的战斗足迹和与各族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他伟大的一

生；也展示了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等百色起义领导人的光辉业

绩；记述百色起义期间担任县团级以上领导人的战斗历程；也记述

从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党政军领导人为革命和建设

建立的不朽功勋。通过这些记述，把七十年前红七军将士驰骋疆

场和右江各族人民坚守根据地、确保红旗不倒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有血有肉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通过这些记述，树立永恒的丰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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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英烈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由此可见，该书的出版，对以

史资政，以史育人，进一步宣传广西和百色革命老区，让人们更多

地了解和关心广西和百色，支持广西和百色的经济建设，对激励百

色和广西各族人民继承先烈遗志，发奋图强，建设好广西和百色，

都将起非常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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