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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陈云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的交往

张金才
（中 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 国研究所 ， 北京 １ ０００ ０９ ）

〔摘要 〕 邓 小 平 和 陈云 从 新 民 主 主义 革命 时期 即 开 始交 往 。 他 们 的 交往 分土地革命 战 争 、 抗

曰 战 争 、 解放 战 争 三 个 时 期 ， 尤 以 长 征 路上和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较 为 集 中 。 他 们 在交往 过程 中建 立起

的 良 好 工作 关 系和 个人关 系 ， 为 新 中 国 成立 后 他 们 在 社会 主 义革命 和 建设 以及 改革开 放过程 中

的深 度合 作奠 定 了 良好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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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陈云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西安中 山军事学校工作 了仅 ３ 个月 左右

期 即开始交往 ， 尤以长征路上和抗 日 战时间 ， 即 到中共中 央机关工作 ， 担任 中

争时期为较集中 。 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建共中 央秘书 。 １ ９ ２ ７ 年
“

八七会议
”

后 ， 为

立起的 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 ， 为新避开武汉险恶 的局势和适应革命发展的

中 国成立后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 ， 中共中央于 １ ０ 月 初秘密从武汉迁

以及改革开放中 的深度合作奠定了 良好往上海 。 邓小平随中共 中央机关一同迁

基础 。往上海 ，年底被任命为 中共中 央秘书长 。

当时的 中共中 央秘书长 ， 虽然 只负责处

一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理中共中 央机关 日 常事务 ， 列席 中共 中

央各种会议并做记录 ， 管理中共中 央机

这一时期 ， 邓小平和 陈云 的交往有关的文书 、 机要 、 交通 、 财务 、 各种会

三个重要节点 ，

一是上海时期 ，
二是苏议安排等 ，

“

也为中 央起草一些次要性质

区时期 ， 三是长征路上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文件 （如对次要省 区 的指示 ）

” ｕ］

，但这

前后 。
一

岗位却很重要 ， 工作也很繁忙 。

１ ９ ２ ７ 年春邓小平从苏联回 国后 ， 在邓小平在上海党中 央机关担任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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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秘书长 的两年 间 ， 陈云也在上海领苏区后 ，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 并继

导农民运动工作 ， 先是在上海外县参加续担任全总党团书记 。 在 １ ９ ３４ 年 １ 月 召

领导小蒸 、 松泾农民武装暴动 ， 后随中开的 中共六届五 中全会上 ， 陈云当选为

共淞浦特委迁人上海 。 这是他们 首次同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中 央政治局常委 ，

城工作 。是知名度很高 的 中共中 央领导人 。 因此 ，

陈云在参加领导小蒸 、 松泾农民武在 中央苏区时期 ， 邓小平应该已知道陈

装暴动期间 ， 曾多次去上海 向江苏省委云 的名字 。 他主编 的 《红星 》 报还于 １ ９ ３ ４

报告工作 。 中共淞浦特委机关迁往上海年 ５ 月 ２０ 日第 ４ ３ 期发表过陈云撰写 的

后 ， 陈云也于 １ ９ ２ ８ 年 ９ 月下旬随之迁到社论 ， 严厉批评军委总供给部对工作不

上海 ， 开始 了在上海秘密环境下的革命负责任 的错误／
３ ３在 中央苏 区反对以邓 、

斗争 。 特委机关曾 设在同 孚路 （今石门毛、 谢 、 古为代表 的
“

江西罗 明路线
”

的

一路 ） 与福煦路 （今延安 中 路 ） 附近的斗争中 ， 陈云作为 中共苏区中 央局领导

一家烟纸店楼上 ， 距离中共 中央的
一处成员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运动 ， 但他对所

办公和活 动地址同孚路柏德里 ７ ００ 号很谓
“

毛派
”

头子的邓小平也应该是有所

近 。邓小平和陈云此时是否已有来往 ，笔耳闻 的 。

者无法断言 ， 但认为可能性不大 。 因 为
“

遵义会议
”

前后 ， 邓小平和陈云的

陈云 主要是向江苏省委报告工作 ， 与中直接接触多 了 。 长征开始后 ， 邓小平带

共中 央并无直接工作关系 ， 况且当时秘领 《红星 》 报编辑部被编在第二野战纵

密工作的环境也不便于人们往来 。 形势队 ， 该纵队也称红章纵队 ， 由 中共中 央

严峻时 ， 中共中 央各部门之间也不方便机关 、 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 、 共青

往来 。 当时在中共 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团等单位组成 。 此时 ， 陈云随后卫部队

麟后来回忆说 ：

“

那时 白色恐怖很厉害 ，行军 。 １ ９３ ４ 年 １ ２ 月 １ ８ 日 黎平会议后 ， 为

我们 中 央各部 门就不来往了 。 我参加 中适应机动作战的需要 ， 中革军委决定对

央的几次会议 ， 都是有人带我去 的 。 邓部队进行整编 。 军委第一 、 第二野战纵

小平和 中央秘书处住 的地方我从来没去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 陈云任政治委员 。 １ ２

过 ， 并且也不许去 。

”？月 ２ １ 日 ， 陈云到军委纵队就职 。 此后
，邓

苏区岁 月 是邓小平和陈云的
一

段共小平与陈云有 了直接接触的机会 。 刘英

同革命经历 。 邓小平于 １ ９ ３ １ 年 ８ 月 进人回忆说 ：

“

长征刚刚开始时 ， 我和邓小平

中央苏区 ，

？ 陈云于 １ ９ ３３ 年 １ 月 到达 中央他们常常在一起 。 只要有半天休息 ， 大

苏 区 。 １ ９ ３ ４ 年 １０ 月 ， 他们一起踏上了举家就常常凑在一起 ， 没事干 ， 就吹牛 。 大

世闻 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家开玩笑 ， 成立 了
一个牛皮公司 ， 陈云

在 中央苏 区时期 ， 邓小平和陈云是是总经理 ， 邓小平是副 总经理 。 没有吃

否 已相互认识 ， 根据笔者 目 前掌握的资的 ， 就吹吃的 ，精神会餐 。

”

这段话是邓

料仍无法判定 ， 但此时他们 已 知道对方小平和陈云在长征初期深度接触的生动

的名字则是可 以肯定的 。 陈云进入中 央写照 。 到遵义会议时 ， 由 于参加会议的

１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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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并不多 ，邓小平又担任会议记录 ， 因力 出 击 。 补充主力部队的方式仍应依靠

此 ， 他们在 ３ 天会议期 间应该会有更多游击队 ， 但不应一 口吞完 。 枪支问题 ， 应

的接触与 了解 。由平原回来部队来调剂 。 地方武装 、 政

府武装与正规军要改善双方关系 ， 要真

二
、 抗 日 战争时期打游击 。 地方部 队应 出动 ， 正规军指挥

他们必须经过合法手续 。 在谈到 国 民党

抗 日 战争时期 ， 邓小平和 陈云分处 问题时说 ： 国 民党 的发展 ’ 主要是采取

前线和后方 ， 他们 的接触限于邓小平三
特务工作方式 。 利脑叛徒反共 ， 我党

次到延安开会时 ， 以及料平酿就力 雜予纖 。 ＿ 民党的斗争方针是在

行区和华北祕经龍况致中共中 央肖 篇条件下 ， 联合 来抵制 。 抵制

西北财经办事触 ， 難时細 的絲
方駐要麵众力量 ， 締群众来反对

已 十分密切 。又 寸 ｉ兑 ： 汰

１ ９ ３ ８ 年 ９ 月 １ １ 日 ， 邓小平 到达Ｈ
—部分坏分子 ’提高对政权工作的注意 。

安 ， 作为晋麵区代細陈云－起参加
一

切政权的改革及参议会的建立 ， 应完

了 ９ 月 ２ ９ 日 至 １ １ 月 ６ 日 召开 的 中共扩大
＆把握在党手里 ’但不应排挤同情分子 ’

的六届 六中全会 ，并分别作大会发言 ，就
鑛好安置 同情分子 。 在谈到军队问题

抗 战 １ ５ 个月 以来地 区和部 门工作进行
时指 出 ： 学习 晋冀察整军精神 ， 要注意

实质 ， 应放下架子 ， 先充实基干 ， 然后

？
缩制变小 。 军区的整理 ， 应采取这样的

曰
方式充实主干 ， 抽 出

—部分干部学 习 。部

抗战的经验和体会 ， 就抗战新阶段的形主

势 、 华北抗战 的任务 、 开展游击战糾
＾＝３

工作 ’ 将军队与地方党的关

及在统－战线 内部与 国 民党顽 固派的 斗
…

１ 〇 月 ２ ９ 日 ， 邓小平又在会上作 《关
争等问题作 了 阐述 。 邓小平指 出 ： 国 ＳＴ地方工作的报告 》 ，介绍开创晋冀豫尤
党投降妥协危险仍严重存在 ， 虽然有所

其是冀麵后抗 日 根据地 的初步经验 ，

好转 ， 但必须估计麵面性 ， 必麵＃
阐述敌后根据地的建党 、 建政 、 武装斗

万－ 。 无论政治 、 思想与群众力量各方
转问题 。 这个报告使中共中 央对冀南

面均应注意 ， 应估计到突变 。 事情应 向
抗 日 根据地的情况更加 了解 ， 对其发展

着坏的方面想 ， 提高 自 己警惕 。 在谈到

华北 冋题时指 出 ：现在主要任务是巩固 。

陈 云于 １ ０ 月 日 在全会：

卜作关于

发展由±至下是可 以 的 ’ 但巩固必须 Ａ青年工作 问题的报告 。 当 时他兼任 中共
下至上 ， 否则无法巩固 。 在谈到游击战

争问题时指出 ： 应从坚持华北抗战着眼① 旧 派 ， 又 称
“

旧 军
，，

， 指 国 民 党 山 西地

来开展游击战 。 应 以分支袭扰 ， 结集主方 实 力 派 阎 锡 山 指 挥 的 晋 绥 军 。

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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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报告指 出 ：取本身 ， 能看到它运动 的将来 。 有 了远见 ，

消 中 国 共产 主义青年 团 的政策是正确才能对事件的认识更加尖锐 。 远见就是

的 ， 取得了成绩 。 以后青年工作不要只马列主义 。 党内 团结很重要 。 要想达到

采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
一

个办法 ，思想上 的 团结 ， 党内 的 同志 ， 特别是 比

而要采取各种方式 。 巩固与扩大统一青较高级机关的同志 ， 看问题的方法要差

年组织的方针是争取把三 民主义青年 团不多 。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中 要互相尊重 ，

作为全国青年合作的机关 ， 但在实现之要虚心 。 掌握用人之道 ， 主要是方法问

前 ， 还需要吸引青年参加其他组织 ， 以题。 第一 ， 要全面认识人 。 每个人的短

求走 向统一 。 战区青年运动要来一个大处中 也有长处 。 能够看到 短中有长 ， 长

转变 ， 由学生运动转变为工农青年运动 。中有短 ， 则每个人都可用 。 不要只看一

在云贵川桂大后方 ，
要先采取公开合法件事情 ，

一个时候 ， 要上下左右看 。 看

的方式进行学生工作 ， 如通过基督教青人要大公无私 ， 能提意见的干部是好的 ，

年会 、 办合作社等等 ， 使其慢慢转到工不提意见的不见得是好的 。 第二 ， 用人

农青年工作 。 党领导的青年工作要有统要气魄大 。 用干部要实现六个字 ， 即要

一

的组织 ， 但具体形式上可采用联合办使人
“

敢说话 、 敢做事
”

。 如何使人敢说

事处形式 ， 作用是总结和交换工作经验 ，话 ？ 主要是态度问题 ； 少戴高 帽子 ， 不

发展组织联系 。青委工作可 以相对独立 ，要什么都提到原则 的高度 ； 对新党员批

但它仍是党委 的一个部门 ， 不要成为第评要恰当 ， 要使他们有接受的基础 。 如

二党 。 党组织在调动干部时要照顾青委何才能使人敢做事 ？ 上级领导干部 ， 常

干部的稳定性 ， 勿使其流动太大 。 青年常 因为 责任心的关系 ，对下级抠得太紧 ，

干部的 团结对 团结全国各党各派的青年结果下级的 自 动性 、 积极性都培养不出

有很大作用 。青年人的好处是勇敢做事 ，来 ； 应该告诉做工作的 同 志 ： 错误是免

有话就说 ， 但也有弱点 ， 就是好胜心很不了 的 ， 成绩一时不会很大 ， 不要怕犯

大 。 说话要谨慎 ， 不要刺激 。 爽直是好错误 ， 要大胆去做工作 ，

？ 领导不要什么

的 ， 但忍耐性不够也是不好的 。 要 以冷事都去过问 。 第三 ， 爱护干部 。 不要拿

静客观的态度来看问题 。气量要大些 。去干部打桩子和抬轿子 。 要解决干部的 日

小异而求大同 。常问题 ， 使干部安心 。 对干部要负责 ， 不

陈云在报告中还就中共中央组织部能提上来又打下去 。培养干部要十多年 ，

的工作 ， 谈了加强党 内 团结 ， 掌握用人但损失 干部只有几句话就可以 。 教育干

之道问题 。 他指 出 ：
国 际指示对我们今部需要耐心 。 要使干部觉悟有转弯的余

后工作有很大帮助 。 自 １９ ３５ 年遵义会议地 ， 对犯错误的 同志 ， 应该继续使用 ， 将

到现在 ， 中央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 这功补过 。 第四 ， 做模范问题 。 每个同志

主要是 因为 中央集体有政治远见 ， 起了应当做遵守纪律 的模范 ， 对遵守纪律 的

把舵作用 ， 不会被某些现象所蒙蔽 ， 能要奖励

看到现实 的本质 。 同 时 ， 不停留在事件邓小平这次到延安参加中 共扩大的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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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六 中全会时 ， 知道了 陈云 和于若木最穷 困的 ， 但它却能与装备最现代的 日

结婚的事情后 ， 马上就作了一首打油诗 ：寇进行顽强 的斗争 ， 并胜利地完成了 自

“

千里姻缘一线牵 ， 鼻痛带来美姻缘 。 中己的任务 ， 钳制 了 敌人的九个师团 ， 即

山政策女秘书 ， 先生路线看护 员 。

”
［７

］意占全 国寇兵的 四分之一的兵力 ， 给予 日

思是说孙 中山 跟宋庆龄的结合缘于宋庆寇 以严重的打击与 消耗 。 它配合了华北

龄担任孙中山 的秘书 ， 而于若木为陈云友军 ， 协助 了 当地政府 ， 动员 与组织了

作鼻痛护理也促成了 陈云和 于若木 的美广大的华北人民 ， 从 日 寇 、 汉奸手上夺

好姻缘 。 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 陈云回广大的 国土 ， 创立 了许多块的抗 日 根

和于若木相识相恋 的经过 ， 也反映 了邓据地 。 它在最 困难的环境中 ， 为了保卫

小平和陈云关系 的密切 。我们 的 国土 ，没有
一

天不在与敌人战斗 。

１ ９ ３ ９ 年 ４ 月 ２ ９ 日 ， 邓小平第二次到它不断地打破敌人对于抗 日 根据地的进

延安 ， 和陈云
一道参加 了 ７ 月 ３ 日 至 ８ 月攻 ， 并坚持着广大平原的游击战争 ； 它

２ ５ 日 召开的 中共中 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 。始终至诚地执行着三民主义和统一团结

在等待开会的两个月 时间里 ， 邓小平接的方针 ， 实行了一些进步 的措施 ， 启 发

触了 毛泽东等 中共中 央领导人和来 自 各了 民众的民族 自 尊心与 自 信心 。 依靠着

个根据地的负责人 ， 参加 了
一

些会议和这些 ， 给 了华北抗战以新 的生命 。 因 此 ，

活动 。 会议期 间 ， ７ 月 ７ 日
， 邓小平在延活跃的华北战线 ， 给了全国各个战线 以

安各界举行的抗战两周年并公祭抗战阵很大的助力 ， 特别是在保卫西北的任务

亡将士纪念大会上代表八路军前方将士上 ， 起了很大的作用 。 当此抗战两周年

发表讲演 。 讲演中说 ： 八路军两年战斗纪念之际 ， 八路军和华北人民献给全国

不下数千次 ， 千万 民族战士 ， 为祖 国流同胞的 ， 不但是它的光荣战绩 ， 更主要

尽了最后一滴血 ， 八路军在华北牵 制住的 ， 还是它 的一颗赤诚为 国 的心 。 华北

敌人九个师团 ，连伙夫都深 明抗战大义 ，的斗争 日 愈严重着 ，它将
一

如过去两年 ，

所以八路军是坚决抗战的 。 有些顽 固分准备在任何困难环境 中 ，为保卫华北 ， 保

子造谣中伤 ， 说八路军
“

游而不击
”

， 或卫中 国而奋斗
“

不游不击
”

， 已完全为事实所揭 穿 。 八陈云在会上作 了两次发言 。 针对汪

路军抗战两年以来 ， 收复了广大失地 ，
死精卫的投降活动和 国 民党顽固派的倒行

伤达十万以上 。投降派反共分子的毁伤 ，逆施 ， 使国 内 团结抗战局 面出 现的严重

并不能丝毫有损于八路军 ，
只显得他们危机 ， 陈云在 ７ 月 ３ 日 的发言 中说 ：

反共

的无稽而已 。 八路军一定要把 日寇驱逐就是投降的准备 ， 有人对这
一

点还不 了

出去 ， 建设独立 自 由幸福的新中 国 。

？解 。要用事实说明 国 民党投降的危险 ， 以

７ 月 １ ６ 日 ， 为纪念抗战两周年 ， 邓教育群众 。 在 ８ 月 ２ ３ 日 的发言中说 ： 现

小平在 ７ 月 ７ 日 演讲稿的基础上写成 《八在 日 本的基本方针是要实行政治诱降 ，

路军坚持华北抗战 》
一文 。 文章指 出 ： 谁反共危险与投降危险是不可分的 。 我党

都知道八路军的武器是最坏的 ， 生活是在政治上必须对国 民党施加压力 ， 在党

１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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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提出反对投降危险是动员群众所必强行抑制物价 ， 结果更促进商人囤积居

需 的 。 发言还对 自 首分子 、 党员年龄 、 党奇 ， 形成有行无市的局面 。

费 、 其他党派加人中共等问题提出 了 意１ １ 月 １ ５ 日
， 邓小平和滕代远 、 杨立

见 。

ｔｉ ｗ三致电 中共中央转西北财经办事处 ， 通

会议期间 ， 陈云还于７ 月 ８ 日撰写了报 １ １ 月 上旬华北地 区经济情况 ： 最近敌

晋冀豫工作之意见 ， 对邓小平所在的晋人积极紧缩通货 ， 效果很小 ， 只有粮价

冀豫地 区 中共组织工作进行指导 。 意见稍落 ， 伪钞依然不振 。 由于通货膨胀 ， 物

指 出 ： 晋冀豫党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有价飞腾 ，所 以敌人在采取紧缩政策同时 ，

强大 的党组织 ， 培养 了 大批干部 ， 积累又要强收物资 ，在银根吃紧 的条件下 ，不

了许多经验教训 ； 帮助 了军队扩大 ， 组但伪钞不能提高 ， 更迫使囤积居奇 ， 黑

织 了地方的队伍 ；
开始有计划地组织群市流行 。 天津有些货不涨也不落 ， 并无

众 ； 现正在打击敌人的进攻 。 晋冀豫是成交 ， 有行无市 。 内地外汇因敌人紧缩 ，

华北抗战 的基点 ， 也是保障黄河、 联系稍感缺乏 ， 土布 、 食盐 、 棉花上涨 ， 山

黄河南岸 的基点 ，是我们 的必争之地 。晋货依然上涨 。 ２ ５ 日 ， 邓小平和滕代远 、 杨

冀豫地区情况复杂 ， 必须正确把握统一立三致电 中共中 央转西北财经办事处 ，

战线原则 ， 广泛开展群运工作 。 党的工再报华北地 区经济情况 ／
１ ２ ：

作及其指导 ， 要根据不 同地区 的不同情１ ２ 月 ２ ６ 日 ，邓小平致电 中共中央并

况有不同 的任务和步骤 。 党的活动要深转西北财经办事处 ， 报告 １２ 月 上半月 太

人到村 ， 每个区先抓好一个地方 ， 树立行经济状况 ：敌对我 山货掠夺的办法 ，是

模范 。要改变组织机构层次过多的情况 ，经过各种收买 ， 并加公开掠夺 ， 对我 山

多提拔本地干部 ， 多发展女党员 ／
１ １ ］

货价格加以 限制 。 敌人的货币政策 ，

一

１９ ４４ 年 １ １ 月 至 １ ２ 月 间 ， 邓小平就面是紧缩通货 ，

一面又发行大票 ， 市上

太行区和华北地区经济情况 四次致 电 中流行很多 ， 黑市更加厉害 。 太行内地粮

共中 央转西北财经办事处 。 而此时正是价普遍下跌 。 由 于山货待价不出 ， 因此

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 。内地很便宜 ， 盐价稳定 。

［ １ ３：这些 电文对

１ １ 月 １ 日 ， 邓小平和滕代远 、 杨立陈云 了解太行 区和华北地 区经济情况 ，

三致电 中 共中 央转西北财经办事处 ， 报进而更好地领导边区财经工作 ， 发挥 了

告太行区的经济情况 ： 太行区近半月 来积极作用 。

内 地情况无甚变化 ， 除 山货外 ，

一般物在 １ ９ ４５ 年 ４ 月 ２ ３ 日 至 ６ 月 １ １ 日 召

价均看下落 ， 尤其是粮食 。 敌人加紧掠开的中共七大上 ， 邓小平和陈云一同 当

夺物资 ， 首先是棉花 ， 其次是粮食等 ， 对选为中共 中央委员 。 ７ 月 ， 邓小平第三次

我山货统制相 当严格 ，采取低价吸收 。 因到达延安 ，作为中共第七届 中央委员 ， 和

为伪钞跌价 ，

一般商人存货不存款 ， 有陈云一起参加 了 ８ 月 ９ 日 召开 的 中共七

货不 出手 ， 敌人也无可奈何 。 还报告 ：
天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 。 会议着重讨论

津物价继续上涨 ， 伪币充斥市场 ， 敌人时局 问题 ， 通过根据六届七 中全会和七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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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表意见修改的 《 中国共产党章程 》和况 。 邓小平说明上海情＃严重 ：

“

煤粮两

《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 》 。 陈云在发荒 。 接收 旧人员十五万 ，
工厂原料缺 ， 运

言中指 出 ： 罗章龙组织非常委员会 、 第输贵 ， 开厂难 ， 学校多 ， 税收少 ， 开支

二省委和 区委 ， 是不允许 的 ， 是反党 的 ，
大 ， 被迫大发行 。 农村全部 以物易物 ， 或

这一点应当说清楚 。 当时有人反对六届光洋市场 。

”

邓小平与两月 前已从东北来

四 中全会 ， 但未参加反党组织 ， 有的参北平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的陈云面谈上海

加了 又出来 ， 这也必须说清楚 。

〔１ ４〕情况 ，

“

提出 厂校及人员疏散 ， 向各解放

此次回延安 ， 邓小平还于 ８ 月 ２３ 日区求援
” 〔 １ ６ 〕

。 中共 中央政治局十分重视

和陈云一起参加 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邓小平的报告 ， 决定委托陈云去上海主

会议 。 会议分析抗战胜利后 的 国 内 外形 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 。 ７ 月 １ ６ 日
， 陈

势 ， 讨论党在新形势下应采職方针和３致 电东北局财＾李富春 、 叶季壮 ’ 转

对策 。 陈云在发言 中指 出 ： 现在打大城 报邓小平所谈上海情况 ， 请叶季壮离开

市不合算了 ， 应搞乡 村 ， 搞小城市 。 力
＇

沈阳赴上海参加财经会议前 ， 研究东北

城市没有进去 ， 有主客观的原因 。 新自
胃否挤出 １ ５ 万至 ２ ０ 万吨带壳粮支援上

口号应该是争取鮮 。 可能有些人隨
肖 ， 并祕从上紐

－

部分工厂学校到

进大城市而不大高兴 。 只要我们是团结＿

的 ， 就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打跨的 。 准备

持久这－条很重要 ， 要准备最坏的可能
合与会者意见 ， 改变了原有设想 ’ 决定

ｗ－立足于恢复与发展生产来解决问题 。 他
性 ， 但不放弃争取好的局面 。 要指 ７Ｋ各＾“ 丄 ， ^

说 ： 这件事情要慎重 。 应将解决 目 前困
地把小城市的机器好好保留起来 ， 做经伽喊 、 ＋

ｉ
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 回 事 ， 分开来

ｆ
上的准备 。 ＝后 ， Ｐ小平飞返太ｆＴ

处理 。 不能因为 目前有 困难 ， 就把许多

工厂搬走了事 。 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

一条件并不容易 。 例如 ， 从原料的供应来
二 、 解放战争时期说 ， 纺织厂可 以搬到棉花产地 ， 但工厂

＿生产需要有适当 的厂房 ，还需要有电力 、

解放战争时期 ， 邓小平和陈云分属 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 ， 这些条

不同战场 ， 由于战事紧张 ， 因而交往较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 。 估计上海工

少 。 为数不多 的几次交往发生在解放战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 ， 目前应力争维持

争胜利和新中 国成立前夕 。生产 。

” ｃ ｉ ？

１ ９ 斗９ 年 ７ 月 Ｉ ４ 日 ， 时任 中 国人民解邓小平与陈云在这时期 的第二次交

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 中共 中央华往是共同参加新中 国 的开国大典 。 １ ９ ４ ９

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 ， 从上海到达北年 ９ 月 ３ ０ 日 下午 ３ 时 ， 邓小平和陈云出

平 ， 向 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华东局工作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的 中 国人民政治

及大军渡江与接收南京 、 上海 、 杭州情协商会议第
一

届 全体会议最后
一次会

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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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在会上 ， 他们均当选为 中华人民共（ １ ９〇４
—

Ｉ ９ ７ ４ ） ： 上 ［
Ｍ

］
？ 北京 ： 中 央 文献 出 版

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 政协全国委员社 ， ２ 〇Ｕ
：９ １ ， ９ ６ ．

会委员 。 １０ 月 １ 日下午 ２ 时 ， 邓小平和〔 ３ 〕 中 共 中 央 文献研 究 室 ． 陈云传 （
一

）

陈云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中 央 文献 出版社 ，
２ 〇１ ５ ：Ｉ ５ ５ ．

民政府委员会第－次会议 。 会议宣告中
〔 ４ 〕 中 共 中 央文 献研 究 室 ？ 邓 小平 画传 ： 上

华人民共和 国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 ， 賤
〔 ５ 〕 〔 ８〕 〔 １ ２ 〕 〔 １ ３ 〕 中 共 中 央 又献研 究 室 ．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

届全体会议
邓 小平年 谱 （腕—

１ ９ ７ ４ ）
： 上閲？ 北 京 ： 中

９ 月 ２ ９ 日通过 的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央 文献 出 版社 ， ２ ０ ０９ ：２ ３ １

—

２ ３ ２ ， ２ ５ ６
—

２５ ７ ，

议共同纲领 》 为政府施政方针 。 下午 ３５ ４１
－

５ ４２ ，５ ４ ５ ．

时 ， 邓小平和陈云登上天安门城楼 ， 出〔 ６ 〕 〔１ １ 〕 〔 １ ６ 〕 中 共 中 央文 献研 究 室 ． 陈

席 中华人民共和 国开国大典 。 毛泽东 向云文 集 ： 第 １ 卷 ［
Ｍ

］ ． 北京 ： 中 央 文献 出 版社 ，

全中 国 、 全世界庄严宣告 ：

“

中华人民共２ 〇〇５ ：
 ８４
—

９ １
，

Ｉ ９ ６
—

２〇２ ， ６８８ ．

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 了 。

， ，

邓小平〔７ 〕 陈 云纪念 馆 ？ 于若 木 画 传 ［
Ｍ

］
． 上 海 ：

和陈 云作为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的开 国 元上海社 会科 学 院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４ ：４ ０ ．

勋 ，共同见证了 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建〔 ９ 〕 中 国人 民解 放军 军事 科 学 院 ， 中 共 中

立一个人民 当家作主的新 中 国 ， 这是他
央文Ｍ 究 室 第』＿ ？ 邓 小平军 事文 集 ：

＾丨 ＃第 １ 卷 ［
Ｍ

］
． 北京 ： 军 事 科学 出 版社 ， 中 央文

们 参加革命 ２ ０ 多年来一直为之奋斗 的》 ，＆

献 出 版 社 ， ２ ００ ４
：
１ ０３

—

１ ０４ ．

崇高 目 标和伟大理想 。 如今这个 目 标和〔 １ 〇 〕 〔 １ ４〕 〔１ ５ 〕 中 共 中 央 文献 研究 室 ？ 陈

理想终 于在他们盛年的时候变成 了 现
云年谱 （修订 本 ） ： 上 ［

Ｍ
］

． 北 京 ： 中 央 文 献

实 。 新中 国成立后 ， 邓小平和陈 ７？在社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５

： ２ ９ ８ ， ４ ８６ ， ４８ ８
—４ ８ ９

．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中 ， 又开〔１ ７〕 中 共 中 央文 献研 究 室 ？ 陈云 文选 ： 第

始 了并肩 战斗的新征程 。２ 卷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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