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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被称为“政治元
帅”，毛泽东曾评价他“无私
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
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
得完，撇得开，放得下”。

曾被战士起绰号

1928 年 3 月，罗荣桓任
工农革命军第 1 师第 1 团 3
营9连党代表。当时连里几
个调皮的战士给所有连干
部都起了绰号，新来的罗荣
桓被叫作“大脑壳”。连长
听到后很恼火，把那些战士
狠狠训了一顿。罗荣桓表
示，自己虽然不赞成起绰
号，但绰号并不会影响干部
的威信。那么，干部的威信
如何确立？罗荣桓的回答
是，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
用。他在工作中首先为自
己立了很多“规矩”：凡是要
求战士做到的，自己首先做
到；打仗冲锋时，他和连长
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撤退时
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
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
病号或掉队战士的枪；宿营
查铺时，他会将战士们蹬开
的被子盖好；每逢连队发零
用钱的日子，他和连长、司
务长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
病了，坚持工作，但战士病

了，他嘘寒问暖，还吩咐伙
房做病号饭……

没过多久，罗荣桓就赢
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大
脑壳”的绰号再也没人叫了。

以理说服黄永胜

1928 年初冬的一个傍
晚，突然刮起凛冽的寒风，9
连4班借住的老乡房子又潮
又冷。有个新战士见大家
冻得瑟瑟发抖，就向班长黄
永胜建议抱几捆老乡的柴
草回来烤火，黄永胜说，“老
乡的东西不能动”。但是，
这个战士没把班长的话放
在心上，很快从老乡院里抱
回一捆柴火。黄永胜让这
名战士赶紧把柴火送回去，
战 士 不 但 不 听 还 顶 起 了
嘴。一气之下，黄永胜打了
这个战士一个耳光。

第二天一早，连党代表
罗荣桓立即找来黄永胜。黄
永胜刚一进屋，罗荣桓劈头
盖脸就问：“你何事打人啊？”
黄永胜急忙辩解：“那个战士
违犯了群众纪律，又不服从
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罗荣桓反问：“这么说来，你
打人是对的喽。”停了一会，
他又问黄永胜：“不知道你想
过没有，你当班长，如果不打

人，有没有法子把全班带
好？”黄永胜一时答不上来。

罗荣桓又问他：“如果你
是当兵的，犯了一点错误，班
长动手打你，你的心里会好
受吗？”见黄永胜低头不语，
罗荣桓耐心地说：“毛委员再
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
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
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
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
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
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
守纪律。你今后无论如何也
不要打人了。”一席话，让黄
永胜心悦诚服。

春风化雨力量大

解放战争爆发时，新组
建的东北民主联军算上地
方部队，不过27万人。到辽
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已
发展到150万人。部队越打
越多，罗荣桓功不可没。

当时很多地区的群众受
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蒙蔽，起
初并不相信共产党的军队。
罗荣桓严格落实土地改革政
策，坚持把剥削者的土地分
给贫苦农民，极大提高了千
百万翻身农民参军的积极
性。当时的松江省（旧行政

区划，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在
刚刚动员了3万人参军的情
况下，又接到了再动员 5 万
人参军的任务，由于严格落
实土地政策，最后实际招收
了5.7万人。

针对东北当时的社会实
际和军事斗争的需要，罗荣
桓决定成立大批独立团作为
二线兵团。这些二线兵团的
标准是，每个独立团为2500
人，第一期计划组建40个独
立团。到1948年3月，东北
解放军又一次整编时，第一
批成立并已训练完毕的独立
团已达 88 个、22 万人，其中
大部分补充到了主力部队。
到辽沈战役前夕，二线兵团
已达164个团、37万人。

在历次战斗中，东北人
民解放军俘虏了数十万计
的国民党军官兵，其中一部
分俘虏参加了解放军。一
些“解放战士”军事技术过
硬，但不可避免地带有旧军
队的不良习气。为此，罗荣
桓通过“诉苦”运动开展了
大规模的思想教育，成功让
这些人改掉了不良习气。
他还大胆提拔了一大批军
事技术过硬的“解放战士”，
极大激发了这些“解放战
士”的革命热情。张岩松

罗荣桓这样树威信 周恩来：回忆母亲泪双流

周恩来的生母和嗣母
在他11岁之前就已相继
去世。在以后的岁月里，
周恩来多次提到过这两位
母亲。1950年1月，周恩
来在一次为党内外干部作
报告时也提到过母亲：

“1946年5月，我从重庆到
南京，南京离我的老家淮
安只有300多华里，我很想
回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
我的两个母亲的坟……”
说到这里，他禁不住声音
哽咽，两眼盈满泪水。可
是，因当时所处的环境和
身份，周恩来不便回乡，留
下了终生的遗憾。

杨继盛：给儿遗嘱说处世

“大明第一硬汉”杨继
盛，受到奸相严嵩父子的
构陷，临刑前，他气宁神定
地给两个儿子写遗嘱：“与
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
诚实……闻人之过，则绝
口不对人言……人之胜似
你，则敬重之，不可有傲忌
之心；人之不如你，则谦待
之，不可有轻贱之意。”他
把“闻人之过不与人言”作
为一种处世之道。联系整
篇遗书，认真品味，谦谦君
子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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