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９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林巧稚诞生。 林巧稚是中
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第一位中科院女
学部委员，福建厦门人。 她提出和主持了大规模的
子宫颈癌普查普治，使其死亡率迅速下降；在制定
婚姻法、妇女劳动保护条例、倡导优生优育方面作
出了巨大贡献，主编有《妇科肿瘤》。 她于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逝世。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发动侵华战争首犯、 前首相及关东军参谋长）、土
肥原贤二（前满洲特务机关长）、 广田弘毅（前首
相）、板垣征四郎（前陆相及关东军参谋长）、木村兵
太郎（前东条内阁陆军省次官）、松井石根（南京大
屠杀主犯）、武藤章（前东条内阁陆军省军务局长）

等
７

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
绞刑。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中国农历年
的岁首称为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
的传统节日，也是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

希望的佳节。据记载，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
４０００

多
年的历史，它是由虞舜兴起的。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建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
年。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一年

２４

节
气的“立春”恰在农历年的前后，故把阳历

1

月
1

日
称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正式改称“春节”。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苏联杰出的飞机设计师、

世界第一架超音速客机图
－１４４

设计者安德烈·尼
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逝世，享年

８５

岁。 他领导设
计和制造了

１００

多种客机和军用机，这些飞机都以
他的名字命名。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矿
产资源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将主要依靠开发本
国的矿产资源来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强调中国
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和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并将
扩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对外开放与合作。这是中
国首次就矿产资源政策发表白皮书。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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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才”陈伯钧：长征期间读书见缝插针

历史上的今天

核心提示： 陈伯钧
17

岁时就跟
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并被毛泽东
选派第一批上井冈山去团结、改造袁
文才的队伍。在红军中，他从排长、连
长干起，一直当到军长、军团参谋长，

26

岁就担任军团长。

1955

年被授予
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
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陈伯钧不仅是
一位能征善战的骁将，还是一名具有
革命知识分子气质的儒将。他爱好读
书、善于思考、长于写作，在戎马倥偬
中仍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他生前写
下了数百万字的日记、文稿。 他曾被
毛泽东誉为红军“干才”。

被毛主席誉为红军“干才”

在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
胜利大会师前夕，毛泽东同志曾亲笔致
函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伯钧同志：闻你
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 你的身体好
否？同志都相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
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 ”这
位被毛主席誉为红军“干才”的传奇人
物就是红六军团军团长、开国上将陈伯
钧。

何以称陈伯钧“干才”？纵观陈伯钧
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是一个实干、苦干、

拼命干的人。 长征前他就历经秋收起
义、井冈山斗争、开辟赣西根据地、中央
苏区五次反“围剿”，英勇作战，多次负
伤，又经过万里长征的千锤百炼，终得
锻造成红军之骨干、将才！ 红军长征时
年仅二十几岁的陈伯钧，先后担任红一
方面军十三师师长、 五军团参谋长，红

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 四军参谋长，红
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他从江西中央
革命根据地出发，直到将台堡三军大会
师， 随着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路线，曾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
沙、强渡大渡河、三过草地、两爬雪山。

在三个方面军都任过职的红军高级将
领中，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

陈伯钧两年长征
读书见缝插针

陈伯钧是带着一批舍不得轻装的
书踏上长征路的。 除军情急迫以外，只
要形势稍缓， 他就不放过机会收集书
籍。到兄弟部队参加会餐，他“会餐毕去
军部找书籍”，虽只找到一本书，也被他
记在日记上。 驻军阿坝的一个多月，他
“去各处搜集书籍”，果然在一位办过红

军学校的同志那里找到几本书。 另外，

了解他爱读书的同志，也不时地送给他
一些书刊报纸。

陈伯钧的读书时间， 是见缝插针、

废寝忘食挤出来的。行军、作战间隙，他
忙完军务后会强忍困倦就着马灯读上
几段书。 部队短暂休整时，他结合下一
步的行军、作战任务读书。负伤之后，动
手术、养伤期间，他才可以一次几十页
甚至多半本地读个痛快。

跨越时空的财富———

陈伯钧上将留下的日记
陈伯钧日记的风格比较简练、真

实，没有多余的修饰和叙述，但对他经
历的大事都做了精彩的记录。陈伯钧以
战争参与者的视觉大跨度地记载了中
国革命战争的进程。从

1933

年的反“围

剿”斗争、惨烈的湘江突围，到举世闻名
的长征、与张国焘分裂路线面对面的斗
争， 以及亲自率领千军万马参加著
名的辽沈战役、 平津战役和湘西剿
匪的传奇式经历。作者在日记中，不
仅有对战斗场面的记录， 有党内生
活的记载，还有对日常生活、同志间
的关系、个人感情世界的描述，可以说，

陈伯钧日记全景式地不间断地记录了
他的军旅生涯，为我们研究那段历史提
供了珍贵的史料。在长征途中，红一、

四方面军会合后， 分为左路军和右
路军，分两路北上。陈伯钧被分在张
国焘领导的左路军中担任第

9

军参
谋长。陈伯钧对张国焘暗地分裂党和红
军的活动非常气愤。 他在日记中写道：

“随军长、政委去张总政治委员处，听一
般同志谈及一、 四方面军纠纷问题，深
为愤慨。 ”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9

年，陈伯钧
(

左起
)

和罗瑞卿和张际春合影（资料图）

�

图为春节期间的上海，人们在选购过节物品
（

1950

年
2

月
17

日摄）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