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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8 年 11 月 16 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刘少

奇研究院在全国政协礼堂联合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10 周年

座谈会。座谈会由刘少奇研究院院长沃宝田主持，陈昊苏、伍绍

祖、刘爱琴、李小林、黄峥等在会上发言。 

 

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10 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昊苏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

人，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认为特别值得我们纪念

的，他是英雄辈出的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上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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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有悲剧色彩的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牺牲的伟大的殉道者。他

的奋斗业绩特别是最后为了人民的利益慷慨赴死，使他成为数千

年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说服力的英雄之一。我们作为后辈向他致崇

高敬意，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赢得新的伟大胜利向他

献上最深情的告慰！ 

前些天中央为纪念少奇同志诞辰 110 周年举行了座谈会，胡

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少奇同志的革命生平和伟大功绩

作出全面评价，并号召全党同志从五个方面学习少奇同志的崇高

品质。我有幸参加这个座谈会并聆听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感

到非常欣慰。从 1980 年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郑重为刘少奇同志平

反昭雪以来，历届中央领导人都对少奇同志的历史功勋给以崇高

评价，这正是对他作为伟大的革命殉道者给予的深切缅怀和无限

敬意。 

我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想在这里特别谈谈少

奇同志对创建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及新四军发展壮大作出的

伟大功勋。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少奇同志在指导华北根据地的开

创方面做了特别重要的工作，很快地根据中央指示，他把自己实

践的重点转到对我党华中根据地的开创上来。他先后担任党的中

原局、华中局书记，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正确

方针，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我党的武装力

量，在与日、伪、顽进行极其复杂并艰难的军事斗争中赢得我军

不断壮大，根据地不断开辟的伟大胜利。在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

发生之后，少奇同志和我父亲陈毅同志受命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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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军部，实现了华中我军的统一整编。在抗日战争最为严峻的岁

月中，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逆流面前，新四军高举民

族解放战争的旗帜，坚持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取得政治、经济、

文化以及军事上的伟大胜利。我父亲在那一时期曾写下“江淮河

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的诗句，赞美我党我军的事业赢得

伟大的胜利，而少奇同志坚决贯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

的正确战略方针，并结合华中的实际情况做出创造性的运用，起

了关键性的作用。华中老区的人民以及新四军老战士和他们的后

代，永远铭记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我党在整

个华中、华东地区政治军事斗争的开创、坚持、巩固及最后胜利

所作出的不朽贡献。 

我还想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讲几句话。我们非常关注

少奇同志从事国际活动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少奇同志在六十年

前曾写过著名的论文《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国际斗争

中发挥过巨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代表中共出访苏联，

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会谈，对新中国外交方针的确立有非常

出色的贡献。以后他作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也在国

际舞台上活跃着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少奇同志坚持在国际舞台

上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争取国际同情，向全世界各国人

民传达中国人民的友谊，这些在中国发展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我们对外友协在自己工作的初期，也得到少奇同志的亲切关

怀和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对此我们常常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欣慰

与满足。我们正以自己的努力奋斗，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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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为国交友的

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宏伟目

标的实现争取国际同情，广交朋友，发展国际合作，为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对少奇同志的

最好告慰，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诚纪念。 

在 2008 年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加怀念毛

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性贡献，我们从中感受到中国革命本身具

有的伟大生命力。希望我们这一辈的奋斗也能为这种生命活力提

供新的证明，并以此迎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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