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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官方版版””
《《邓小平传邓小平传》》

首首次面世次面世
本报记者 申孟哲 陈振凯

所谓的“官方传记”，是指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如《毛泽东传》、

《周恩来传》、《任弼时传》、《刘少奇传》、《陈云传》一
样，《邓小平传（1904－1974）》也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
组织编写出版的。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
办事机构，是党中央的工作部门，同时又具有研究机
构性质。其主要任务是：编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
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编辑、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
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它的前身是 1950 年成立的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由刘少奇任主任。1980年5月，党中央决定将其改组为
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它的历任主任、副主任名单中，我
们能看到胡乔木、胡绳、吴冷西的大名。

以特定角度反映波澜壮阔的历史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曾说，中央文献研究
室要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
平、陈云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每人编写一部年谱，
为他们每人写一部传记。

领导人的传记中，最早出版的是《周恩来传》，全书
分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两部分，第一部分于1989年2
月出版，后一部分1998年2月出版。《毛泽东传》也是分
段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于1996年出版，7年
之后推出《毛泽东传（1949-1976）》，至此覆盖他的一生。
传记大多在领导人重要纪念年份出版。《毛泽东传

（1949-1976）》和《邓小平传（1904－1974）》于领导人诞
辰110周年推出，《刘少奇传》、《周恩来传》、《陈云传》的
出版时机为诞辰100周年，《任弼时传》为诞辰90周年。

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一生经历了无数血雨腥风和

严峻考验。在与国家和历史的融通与互动中，他们坚
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让后来人在理解历史背后智
慧与深意的同时，得到人生的启迪。

揭秘传主的内心体验和鲜活人格

从《拿破仑传》、《富兰克林自传》、《罗斯福传》、
《希特勒传》到《列宁回忆录》、《斯大林传》、《戈尔巴乔
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由》，《强人治国：普京传》，好

的领袖传记、回忆录，一向是历久不衰的畅销书。因为
领袖人物跟时代大局密切相关，甚至就是事件的主导
者，他们的角度沟通了人物、国家与历史，相比普通人
单纯的生活感受，更为宏观、全面和惊心动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和中国经济的
强大崛起，海内外读者了解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愿
望越发强烈，海外政治机构也希望借此了解中国的国
家性格和行为逻辑。老一辈领导人的官方传记基本出
齐，满足了读者对历史细节和内情的渴求。这就像一
个阵地，你不披露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和想法思路，造
谣生事、错漏百出的“传记”与“评传”就会在海外大行
其道。

但官方传记也有自身的制约和不足。
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闫建琪曾表

示，态度严肃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官方传记”与海外出
版的中共领导人传记、回忆录的最大不同。

官方传记，胜在严谨准确。依据的资料多是中央档
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的文稿、电报、讲话记录、工
作笔记、书信，中共中央文件和有关会议记录、与传主有
过直接接触的同志的采访记录和回忆录等。但由于官方
修传性质，容易拘泥史料、色彩单一，既不能跳出来描摹
复杂难辨的情境，也不能深入人物内心。

相形之下，外国人为中国领导人所做的传记，显得
更为丰富和有内涵。罗斯·特里尔（美）所著《毛泽东传》，
从思想和政治角度记叙毛的一生，优美流畅、生动自如，
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敏锐新颖，关注毛的个人生活、个性
和心理分析，引导读者体味故事背后的时代困惑，据此
描绘出他脑海中的毛泽东的真实画像。

迪克·威尔逊（英）所著《周恩来传》，就引用了毛
泽东1949年的话：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
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
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这位伟大
外交家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使那些对共产主义政
权保持怀疑的人，努力收敛了自己的怀疑。傅高义

（美）著《邓小平时代》则廓清历史迷雾，让读者清晰体
会到邓小平如何在失去航图的大海领航，做出正确判
断，抓住历史时机，带领中国走向强盛。

在真实复杂的历史中，伟大人物也会功过相叠、
瑕瑜互见。在审视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和是非功过之
时，给出的资料越详尽、越客观，读者就越会在大
历史观念下对人物怀抱“同情之理解”和“温情之
敬意”，在阅读中感受更为辽远与深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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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简介：汪建长，字寒凝，号大拙。30多年来，工作之余
览书史典籍，研古今碑帖，深入书道，心遵其法。其书注重继承传
统，于先贤经典中取精用宏。以草书见长，兼及楷隶诸体，尤对

“二王”、颜、米及 《书谱》 研习颇多，对魏碑及“二爨”痴迷临
习，隶追 《张迁碑》、《大字金刚经》 等。日积月累，渐成风貌。作
品曾入选 《情系西部——国际书画摄影大展》、《第六届当代书画家
作品邀请展》、《庆祝建党80周年全国书画大奖赛》等，在全国书法大
赛中多次获奖。作品曾在《中国艺术报》、《解放军报》等多家报纸杂志
发表。近期作品入选2014年“玉马嘶春”中国邮政个性化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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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于

8月18日在全国发行，《新京报》首席记者关庆
丰敏锐地意识到：老一辈主要领导人官方传记已基本出齐。

一波三折的购书经历

要买到一本“即日起全国发行出售”的书，
不是太容易。

比如，19日左右即有消息称，中央文献研
究室最新“官修”的《邓小平传》出版，这是中央
首次为邓小平立传。得知消息的记者随即在几
家电商网站查询此书，却发现要么还未上架，
要么显示的是“22日有货”。于是，作为一个喜
欢先睹为快的读者，本报记者决定去实体书店
看一看。

20 日下午，本报记者给报社旁的新华书
店打电话，询问店里有无此书。对方答：“有，来
吧！你要多少套？”

记者兴冲冲地赶去，却发现一进门正中的
架子上，为了纪念邓小平，摆满了各式各样的
书——有同是今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
的《邓小平文集》，有之前着实火了一阵的美国
人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还有曾与邓小平有
过长期接触的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

（Richard Evans）撰写的《邓小平传》，这本书的
扉 页 上 就 印 着“ 纪 念 邓 小 平 诞 辰 110 周
年”——

唯独不见记者要找的《邓小平传》。
在之前看到的资料里，这本领导人传记，

在装帧上明显地“循例”，封面底色黑褐，当中
一幅邓小平中年时的照片，下书四个红色黑体
大字“邓小平传”，下面则是本书记录的年份：
1904-1974，邓小平的前70年岁月。

报社旁的小书店没有到货，看来这书确实
刚刚开始发售，出版社的货还未完全铺开。记
者想起两公里外的世贸天阶还有一家规模不
小的王府井书店分店，于是果断骑车前往。

“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邓小平传》吗？”
记者气喘吁吁地问。

看到工作人员略带迷茫的表情，记者知道
希望不是太大——果然，当他在数据库里搜索
此书，屏幕上虽然蹦出“有货”的存储记录，但
是，“我们这儿没有，目前只有总店有货。”工作
人员说。

“这书挺火爆啊，总店只有 91 套，已经卖
出去43套了。”工作人员看了看屏幕道，“您要
不着急，过两天再来？”

走出这家王府井书店的分店，记者又觉得
美术馆附近的三联韬奋书店可能会有，拨通电
话询问，对面的中年女声的答复与刚才书店里
的工作人员类似：“还没到货呢，这几天好多人
问，估计得等两天。”于是记者继续跨上单车，
朝着王府井书店总店骑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波三折之后，记者终
于见到了这套首次出版的“官修版”《邓小平
传》。它就摆在王府井书店一层大厅的显要位
置，周围也有不少书迷在查阅与端详。

算上记者购买的两套，这本刚出版没几天
的传记，王府井书店的存货已销售过半。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拿到手头的《邓小平传（1904—
1974）》，塑料包装，分上下
两卷，各约700
余

页，合计 100 余万字。上下卷以 1948 年七八月
间为界。

全书三十八章，其中上卷二十章，始于“走
出广安”，第二十章为“逐鹿中原”；下卷始于第
二十一章“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以“复出”收
尾，附有后记。全书按时间顺序，写了邓小平

“走出广安”、“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
“在党中央机关工作”、“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
起义”、“率红七军转战”、“在中央苏区”、“在长
征和东征、西征中”，一直到“复出”等历史时期
的工作生活、主要思想及思想发展脉络。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后曾改名邓希贤。
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
十二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

（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一个小地主
家庭。”翻开上卷，第一章第1页第一段如是写
道。当页第二段，介绍了广安的历史沿革，第三
段引用《广安县志》指出“这里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土地肥沃，是川东北主要的粮食产地，

‘所产之稻米包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版’，
故有广安之称”。整体看，全书信息量极大，文
风朴实，言必有据。

上卷的目录之前，有 12 幅邓小平各个时
期的经典照片，展示了其温和坚毅的精神气
质。从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英姿，到1929年领导
百色起义任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七
军政治委员时的意气风发，一直到 1974 年 70
岁时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时
的深邃目光，无不让人想起过往的岁月。

书中有照片、文稿手迹等近百幅插图。上
卷第6页是邓家老院子照片，邓小平出生在这
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在这里
度过。第 554 页，是 1945 年邓小平怀抱两岁邓
朴方的照片，他面朝镜头微笑，幸福而淡定，邓
朴方则头扎一个冲天牛角辫，很是可爱。第
658 页，是 1947 年 8 月 31 日，邓小平在大别山
光山县北向店召开晋冀鲁豫野战
军直属部队干部大会
上 讲 话 的

照片，留了光头，身形消瘦。
下卷第 939页有两张照片，上为 1954年 6

月，邓小平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
言时的状态；下为同年9月29日毛泽东签署的
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任命通知书，图
片显示，这份繁体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任命通知书”为“第005号”。

百万字里的历史细节

上下两卷的《邓小平传》，现在只写到他的
70 岁——彼时“文革”还没结束。虽然还没来
得及通览全书，但是本报记者已经深深为书中
的一些细节所吸引。

没错，细节。一般来说，相比于西方作者习
惯的故事化、情境化写作手法，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辑出版的领导人传记读起来不那么“引人
入胜”，但是由于长期研究专人，占有的资料又
非一般人可比，因此这种传记，就胜在细节的
翔实。

而刚刚问世的《邓小平传》广泛引起关注，
也是因为里面的许多细节。

比如，我们都知道“刘邓大军”的威名，也
熟悉刘伯承和邓小平这对亲密无间的最佳搭
档，但邓小平作战时的情境，其实所知不多。书
中描写抗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时，引用了当事
人回忆：

“我方的伤亡数字也在不断
增大……听旁边的参
谋 告 诉

我，对方是陈赓旅长，显然因为伤亡太大，有的
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这
时，我看到小平同志拿起电话，十分严肃地对
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
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
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
亡。’……这一仗过后，在我们内部传出一种说
法，说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当然，这个

‘怕’也并不是单纯的害怕，而是在无可争辩的
权威和纪律面前折服。”

邓小平在“文革”中被下放江西的岁月，也
一直为外界关注。本书中，邓小平在江西住在
哪儿、经常散步的小道、每天干什么活儿……
都有细节记载。

而邓小平与汪东兴、毛泽东的书信往来与
谈话，更引外界注意。

比如，根据汪东兴回忆，邓小平在被疏散至
江西之前，毛泽东曾把他找去，“专门吩咐他去
看看邓小平”。汪东兴问：“你有什么指示要我传
达？”毛泽东说：“没有，就让你去关心他一下。”

而见到汪东兴的邓小平这样说：“我最难
受的是‘刘邓路线’。你是主席派来看我的，我
有两个要求能不能提？第一个，能不能把

‘刘邓路线’去掉？第二个，我还
想做点工作。”听到
汪东兴

的汇报，毛泽东这样答复道：“你可以赶快回去
告诉他，‘刘邓路线’可以分，去江西先锻炼一
下。”

之后，周恩来也专门给江西打电话，要求
“要多帮助，要有人照护”。在当时的电话记录
里，周恩来这样说道：“主席在九大上不是说过
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先到
农村锻炼下。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了，
也是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下去一段再
上来。收房费也适当照顾点。”

像这样的细节，书中俯拾皆是。只有在细
节里，我们才能触摸到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的
温度。

最权威的邓小平传记

国内外，研究邓小平的书籍、影视作品数
量庞大，仅传记就有多种。这些作品，从不同的
视角，用不同的写法，展示了伟人形象。

而要论最权威的邓小平传记，还是新近发
行的《邓小平传（1904—1974）》。这套书的权威
性，首先体现为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
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年谱、传记
和画册，均出自此研究室。

书末后记显示，为“力求根据翔实可靠资
料写出信史”，《邓小平传》写作所依据的主要
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的
邓小平的报告、讲话、谈话记录和电报、书信等
文稿；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有关会议记录；有
关人士的回忆录或对他们的采访记录；有关图
书和报纸、杂志等。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审阅了全部书
稿。自1983年大学毕业，冷溶即任中央文献研
究室综合组邓小平研究小组编辑，研究邓小平
已逾30年。此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
国研究所也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修改意
见。阅看书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的名家大家包括
逄先知、滕文生、金冲及、陈群和龙平平、高
屹、廖心平、岳思平、汪作玲、熊华源等。

无论是编者还是审阅者，无论史料来源
还是采访记录，都使这本书成为最权威
的邓小平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