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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軍人生涯中，陳賡轉戰大半個中國，
歷經北伐、南昌起義、長征、抗日戰爭、

解放戰爭，多次憑着超人的機智和勇敢化險為
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被授予大將
軍銜。後人評價他稱，無論在硝煙瀰漫的炮火
中，還是在情報保衛工作的隱蔽戰線，抑或是
解放後國防科技的開拓，陳賡都是英勇無畏又
功勳顯赫的英雄。
陳賡的祖父陳翼瓊是湘軍猛將，與晚清著名湘軍
領袖曾國藩是老鄉。祖父12歲便投奔湘軍，從一
個伙夫當起，轉戰數省，驍勇善戰，最後積功官拜
花翎副將，御封「武顯將軍」。如今，陳家大堂上
懸掛着「陳」字大旗、80斤重的大刀，以及曾國
藩和曾國荃兄弟的親筆題字。
不過，祖父陳翼瓊卻不准兒子從軍及做官。
陳賡的父親雖然謹遵父命，身處鄉里，不求功

名，卻也心懷天下，從康梁變
法、辛亥革命到湖南農運，他無不同情支持。
陳賡的母親則做過農會主席，樂於助人，亦擁
有不凡的家國情懷。因此，他的四子一女都是

軍人，下一代亦有人從軍。

承父志效命沙場 被周恩來稱「福將」
陳賡原名庶康，字傳瑾。幼年的庶康對

祖父傳授的「幼從戎為官致富，善戰聞於當
時」印象頗為深刻，故13歲投奔湘軍時，他
改名為「賡」。陳知進表示，賡的本意即繼
續、連續，「父親希望繼續傳承祖父的事
業，決心效命沙場、建功立業。」

家族數代從戎 講黨性講義氣
黃埔軍校時期，陳賡曾與軍閥作戰，千鈞

一髮之際，將絕望中欲自盡的蔣介石救出鬼
門關；上海特科時期，他則協助周恩來保衛
黨中央機關，剷除叛徒，營救同志。上世紀
30年代初期，陳賡不幸落入敵手，蔣介石親自
勸降，他在嬉笑嘲諷之間，置蔣介石於尷尬之
境，最後脫出敵營；紅軍長征時期，他將在草
地上命懸一線的周恩來救出病魔之手，被周恩
來稱之為「福將」；抗美援朝時期，陳賡任志
願軍副司令員，力主坑道鬥爭，為最終勝利打下
堅實基礎。
「從小耳濡目染，我們接觸的都是軍人。」

陳知進說，數代人的從戎影響，養成了陳家獨
特的家風，「我們家傳的軍人性格，都是性情
中人，既講黨性原則，又講義氣，這是我們家
的傳統。」
那是在1948年，作為解放戰爭三大戰役之一的
淮海戰役，是解放軍犧牲最重，殲敵數量最多，政
治影響最大、戰爭樣式最複雜的戰役。在淮海戰役
第二階段圍殲黃維兵團時，陳賡與黃維是對手，二
人也是黃埔軍校的同期同學。陳賡了解黃維，也相
信自己能夠打敗他。彼時，陳賡統一指揮第四縱
隊、第九縱隊和第十一縱隊，相當於一個團的兵
力。不過，在面對裝備精良的黃維兵團時，他仍不
敢掉以輕心。

後人評其為上甘嶺戰役幕後功臣
11月27日，第一次攻擊受挫，陳賡果斷下令
停止第二次攻擊。「我方衝鋒的地點距離敵人的
前沿陣地太遠，中間有一段開闊的地形，這樣衝
下去只會造成更大的傷亡，父親不能拿將士們的
生命做賭注，」陳知進說。於是，陳賡下令開展
迫近作業，挖交通溝，縮短攻擊距離，減少部隊
傷亡，他甚至要求交通溝要挖到距離敵人前沿陣
地40餘米的位置。但是，這需要時間，而按照
野戰軍司令部的要求，陳賡的隊伍必須在29日
發起總攻，那麼只有一天一夜的準備時間，根本
來不及。
在這種情況下，陳賡不顧可能會受軍法處置的後
果，堅決要改變野司命令，延長總攻時間。幾番爭
取，仍堅持己見，最終野司同意了他的意見，黃維
兵團被順利打敗。事實上，陳賡的堅持也為後來的
上甘嶺一戰奠定了軍事基礎。故此後人評價認為，
上甘嶺戰役鮮為人知的幕後功臣，其實是當時已離
開朝鮮回國的陳賡。
陳知進說：「父親的身上有一種拚命精神，心底
無私，睿智機敏，極具戰略眼光。戰爭時期，他為
保家衛國、解放勞苦大眾與敵人拚命；建國以後和
平時期，又為了新中國的國防科技、百姓的平安和
自己拚命。」
「父親對我們最大的影響，就是教會我們樂觀熱
情、俠肝義膽，踏實做人、勤懇工作，不為高官厚
祿所惑，甘當人民公僕。」

「是的，小學課本
裏的長征故事《倔強
的小紅軍》裏邊那位
老 同 志 ， 就 是 我 父
親，這是一件真實的

事情，父親也因此心痛半生。」
那是在 1935 年 8 月，紅軍長征開始

過草地，身為中央紅軍幹部團團長的
陳賡腿部受傷無法緊跟部隊行軍，因
此被落下很長一段距離。當時的他，

身旁只有兩位警衛員陪同，身後還牽
了一匹馬。為了跟上大部隊，他們不
敢耽擱，始終不停追趕。不久，陳賡
遠遠看到一個約有 12 歲左右的小紅軍
坐在路邊，走近詢問，原來他也掉隊
了。

沾滿污漬的軍裝、被凍得又青又紫的
小腳板，小紅軍的模樣讓陳賡心疼不
已，他指了指身後的馬匹，讓小紅軍騎
上去。誰知，小紅軍滿不在乎地說：

「老同志，我的體力可比你強多了，你
快騎上走吧。」

見拗不過小紅軍，陳賡趕緊拿出青稞
炒麵遞給他，可小紅軍仍然沒有接受，
還拍了拍自己鼓鼓的挎包，告訴陳賡自
己的糧食比他的還多，掉隊是因為要等
同伴，並不是其他原因。陳賡也就信以
為真，繼續趕路。

「如果能活下來 一定是棟樑之材」
不過，由於始終未見到小紅軍和同伴

的身影，陳賡不由得擔心不已，突然，
他好像意識到了什麼，連連驚呼，「上
當了！」果然不出所料，當回頭找到小
紅軍時，他已在原地停止了呼吸。再打
開他的挎包，裏面分明是一塊堅硬焦黑
的犛牛骨，上面還有一排清晰的牙印。
陳賡不禁淚流滿面，懊悔不已，這是小
紅軍寧可自己餓着，也不願分掉戰友的
糧食。

在此後的人生中，陳賡每每提及此
事，難過之情溢於言表。「父親說，
小紅軍是個機靈鬼，也非常聰明，如
果能活下來，一定是棟樑之材。」陳
知進說。

陳賡：為國為民 拚命精神貫一生
從戎40年戰功赫赫 解放後拓國防科技

在湖南

省湘鄉市

龍洞鎮泉

湖村開國

大將陳賡的故居裏，有一副對聯：德循羊

祜，源紹吉安。陳賡大將之女、解放軍總醫院麻

醉手術中心原主任醫師陳知進說，這是陳家家

訓，出自曾祖父、清末湘軍武將陳翼瓊之手，意

為品德要學習西晉名將羊祜，博學能文、清廉正

直，同時不要忘記祖上源起江西吉安。

她說，正是嚴謹自律的家風，讓父親始終牢記初心和民族大義。「我們傳承父輩的精神，是告訴

後人，他們選擇革命是經歷過血與火的戰鬥、生與死的考驗，才堅定地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凱雷 北京報道

見小紅軍犧牲 令他心痛半生

●陳賡故居坐落在湖南省湘鄉市龍
洞鎮泉湖村。 受訪者供圖

在別人眼裏，陳賡是一位傳奇
的大將，一生從戎，戰功赫赫，
在子女眼裏，他就是一位慈愛
的父親。他格外疼愛孩子，而
且毫不掩飾。他不僅愛自己的
孩子，對別的孩子也傾注了很
多的愛。他生前收留很多烈士
子女，對待他們視如己出。不
過，儘管疼愛，他卻對孩子們要求嚴格，絕不允
許他們滋長一丁點特權思想。陳知進說，父親的俠骨柔腸、熱
情幽默，讓孩子們學會更加熱愛生活。
在陳知進的記憶裏，小時候家裏總是十分熱鬧。「父親對戰
友，特別是犧牲戰友的孩子尤為心疼。每到周末都會把他們接
到家裏玩，孩子們鬧騰，甚至把貓放到他的脖子上，他也不生
氣，還用鬍子扎他們（玩），因此得了個外號叫『鬍子爸
爸』。」
她還記得，在延安時，有一對夫妻被陳賡派去做情報工作，
工作環境頗為兇險，陳賡對他們的一對兒女視如己出，常常把
他們接到家裏玩。以至於多年以後，這兩個孩子都記得那位親
切的「鬍子爸爸」。

身教重於言教 日記傳承信念
在外人看來，戎馬倥偬的陳賡一定會經常給子女講述自己的
革命家史，其實不然。「他一回憶到過去的事情就難受，因為
當時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一般不講這些事。」陳知進說。在
她的印象裏，父親對孩子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從不過多
講述理論，而是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響孩子。身教重於言
教。」
陳賡還有記日記的習慣。在行軍打仗中，這一習慣也堅持
着，時至今日，他的日記本都保存得非常完整。改革開放後，
母親傅涯曾致力於父親日記的整理工作，並於1982年出版第
一版的《陳賡日記》。作為一位高級軍事指揮員，父親日記中
關於戰爭的記述有很強的史料價值，陳知進至今仍對其中重要
內容如數家珍。她說：「這是我們家風家訓的好教材。」

1961年，陳賡帶家人去上海養病，他帶孩子們去看自己在上海中央特
科工作過的地方，去參觀國民黨和汪精衛當年設置的監獄，給孩子們看
監獄裏陰森森的天牢、水牢和地牢，並告訴他們，新中國的解放和現在
的幸福生活是烈士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後來父親告訴母親，要把父輩們戰鬥的事情講給孩子們，要懂得珍

惜幸福生活，當然很多我們還是從日記中慢慢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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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知進 受訪者供圖

●斯諾夫人
拍攝的陳賡
全身照。
受訪者供圖

●陳賡夫婦和子女們在一起。
受訪者供圖

●●在行軍打仗中在行軍打仗中，，陳賡也堅持記日記的習慣陳賡也堅持記日記的習慣。。
圖為保存完整的陳賡日記本圖為保存完整的陳賡日記本。。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陳賡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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