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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中的“唯一”
陈毅：

唯一一位没有走过长征路
的开国元帅

1901- 1972， 四川乐至人， 开国
元帅

十大元帅中唯有陈毅没有走过长
征路， 他被中央留在南方领导留守部
队打游击。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 ， 3年
的游击战争其艰苦程度也不亚于长
征。 他们不但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红
军主力的战略行动， 保存了一支重要
的革命武装力量， 还推动了南方八省
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从而成为中
国革命的又一个战略支点。

红军离开瑞金开始长征时， 陈毅
身负重伤正躺在利用农舍建起的病房
中， 带伤的陈毅留下来与项英一起领
导南方游击战争。

陈毅自然清楚这副担子的分量 ！
姑且不说自己是一个重伤员， 单说留
下的数以千计的红军伤病员在即将
全部沦入敌手的苏区如何才能生存
下来， 就是一道谁也不敢贸然回答的
难题！

但是， 陈毅是一名共产党员， 面
对党的困难局面， 他只能知难而进。

徐海东：
唯一一位没有参加解放战

争的开国大将

1900- 1970， 湖北大悟人， 开国
大将

徐海东是党领导武装斗争时一个
重要战略区域的代表， 也是具有鲜明
特点的一员虎将 。 共和国十位大将
中， 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 也是战斗
中负伤最多、 最重的一人， 在红四方
面军中人称 “徐老虎”。

红军初建时， 徐海东虽当过正规
军的班长、排长，但缺乏组织大部队的
经验， 是靠边打边学， 用鲜血交的学
费。徐海东负了9次伤，8次枪伤，1次是
红枪会往屁股上戳了一枪。长期艰苦、
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徐海东积劳成疾，
病倒在皖东战场。 新上任的新四军军
长陈毅特意来看望他， 徐海东拉着陈
毅的手激动地说：“陈军长， 人家都叫
我徐老虎，你看我都成了病猫了，嗨！”

1955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
授衔， 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 荣获
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
一级解放勋章。

张云逸:
唯一一位拿元帅工资的开

国大将

1892- 1974， 海南文昌人， 开国
大将

16岁时，张云逸来到广州，在当军
官的同乡赵士槐家当勤杂工。春天，广
州黄埔陆军小学招生， 他以优异的成
绩被录取。次年，他秘密加入同盟会。

在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 张云逸
极具传奇色彩。 他年龄大， 授衔时已
63岁； 工资高， 是唯一拿元帅工资的
大将； 资历老， 参加过同盟会， 1926
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
将参谋长； 他戎马一生， 却从未受过
伤， 人称 “福将”。

许世友：
唯一一位死后实行土葬的

开国上将

1905-1985，河南信阳人，开国上将
许世友是个出了名的孝子， 这点

早已闻名四邻。 每当许世友自己做错
事， 他便会跪在母亲面前， 痛哭流涕
认错。 许世友自参加红军后， 睡梦中
常常因思念母亲而泪流满面。

许世友去世后， 当邓小平接到中
央顾问委员会转呈上来的关于许世友
丧事安排报告 （其中含“回故乡土葬”
一款）时，很自然地想起当年毛主席提
倡火葬的情景。 如果同意，那如何向全
党全国说明？ 不同意，那又太不近情理
了，因为我们倡导的火葬是自愿的，何
况许世友一直没有在火葬倡议书上签
过名。 邓小平瞻前顾后， 便在报告上
批示：照此办理， 下不为例。

10月26日上午， 中顾委副主任王
震受邓小平委托来到南京军区， 郑重
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 他说：“许世
友在60年的戎马生涯中，战功赫赫，百
死一生，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
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邓小平同志
签的特殊通行证， 这是特殊的特殊。”
于是许世友的坟茔紧靠着父母的墓
穴，了却了他“死后尽孝”最后的心愿。

李克农：
唯一一位没有带兵打仗的

开国上将

1899- 1962， 安徽巢湖人， 开国
上将

1928年中央决定要派遣一两名忠

诚的同志，打入国民党内部做卧底。 接
到指示后，李克农专心备考，刻苦学习
无线电知识，最终考得笔试第一名，开
始了国民党中统里的“无间道”。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唯
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毛
泽东称他为“共产党的大特务”———他
就是有着 “中共特工王” 美誉的李克
农。 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
泽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
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

李贞、 甘泗淇：
唯一一对夫妻开国将军

李贞： 1907- 1990， 湖南浏阳人，
开国少将； 甘泗淇： 1903- 1964， 湖
南宁乡人， 开国上将

长征即将开始的时候， 在贺龙的
主持下， 甘泗淇和李贞在一位老百姓
家借了间房子，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 夫妻二人
患难与共， 终于顺利地到达了陕北 。
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 “两个模范干
部， 一对革命夫妻”。

1955年9月27日， 北京中南海怀仁
堂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授
衔授勋仪式， 在首次授衔的1048名将
帅中， 有一位少将特别显眼， 就是李
贞。 作为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将
军， 李贞的英名传扬中外， 而她的丈
夫、 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甘泗淇的威名
同样是家喻户晓， 人们纷纷称他俩为
“神州夫妻两将星”。

曾克林：
唯一一位具有陆海空三大

军种经历的将军

1913- 2007， 江西赣州人， 开国
少将

1945年日本投降后， 时任冀热辽
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 率
部挺进东北， 这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
八路军部队。

20多年后 ， 曾克林告别了陆军 ，
成为400多名受训者中年龄最大的学
员 。 曾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纵队司
令， 现在却成了一名普通学员。

1952年3月， 曾克林又一次面对军事
生涯的一场转变—————从空军转到海
军。 在海军，曾克林一干就是30多年。

曾克林丰富多彩的军旅生涯与我
军历史上的许多“第一”联系在一起 ：
第一个率军挺进东北的是他； 第一个

战车师师长是他； 参与组建空军第一
个航空混成旅、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海
军第一个歼击师的也有他 ；1955年第
一次授衔时，他是唯一一位参加过陆、
海、 空三大军种的将军……

洪水：
唯一一位外籍开国将军

1908- 1956， 越南河内人， 开国
少将

洪水是越南人 ， 原名武元伯 ，
1908年10月1日生于河内。 1924年， 热
血青年洪水来到正处于中国大革命高
潮的广州， 参加胡志明创办的政治训
练班和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1926年
与林彪、 刘志丹等人一起成为黄埔军
校第四期学员。 当时反动派攻击共产
党是 “洪水猛兽”， 武元伯索性改名
“洪水”， 以表示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斗
争到底的决心。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
军中，他是一位特殊的将军。他既是唯
一一位经历了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
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全过程 ， 并致
力于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外国
人 ， 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5年授
衔 时 唯 一 被 授 予 将 军 军 衔 的 外 国
人 ， 同时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极为罕见
的集两个国家将军军衔于一身的 “双
料”将军。

苏鲁：
唯一一位“团职” 开国少将

1902- 1976， 湖南浏阳人， 开国
少将

苏鲁， 原名苏达余， 1902年出生
于湖南省浏阳县北盛区洞阳乡。 1927
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 1955年被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曾荣
获二级八一勋章 、 一级独立自由勋
章、 一级解放勋章。 然而， 就是这样
一位功勋赫赫的开国少将， 档案上最
后的职务却是 “团职”。

1976年12月， 苏鲁因病医治无效
在山西去世。在撰写悼词时，几个“笔
杆子” 打开从上级机关要来的苏鲁档
案，仔细一看都傻了。他们不相信自己
的眼睛，又“会诊”似的一页又一页地
细看，还是眼睛发直。原来苏鲁在山西
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干了这么多
年，却没有任职命令，有的只是他21年
前当军械仓库库长的任职命令。

摘自 《党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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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中国
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授
予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高级将领。自1955年至1965
年间，共授予或晋升10名中
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0名中
国人民解放军大将、57名中
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77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和
136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
将，这些将领曾为创建中华
人民共和国做出重大贡献。
他们驰骋沙场的豪迈、侠骨
背后的柔情、肝胆相照的友
情以及清廉淳朴的家风，都
被世人所津津乐道。就是在
这样一个群体里，出现了10
位堪称“唯一”的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