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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与彭德怀的莫逆之交

何立波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在共和国元帅的排名之中，朱德和彭德怀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彭德怀就是“朱毛”的得力

助手，是他们意志的坚定贯彻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和彭德怀作为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副总司令，密切配

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个人关系上，朱德和彭德怀私交甚笃，可以说是莫逆之交。 

  出门只要彭德怀同去，朱德就会带上小板凳和象棋 

  朱德和彭德怀都爱下棋，他们在太行山的战斗岁月中，戎马之余，少不了厮杀一番。朱德和彭德怀的性格不一样，

他们下棋的风格也不一样。朱德吃对方棋子时，是先用自己的棋子将对方的棋子扫开，然后用手把棋子拣出棋盘，像展

览战利品一样把缴获的棋子排开一溜儿。彭德怀则不然，他吃对方棋子时和他的脾气一样吓人。“砰”的一声，把自己

的棋子砸在对方的棋子上面，然后从棋子下面把子弹出来，丢在一边，被他吃掉的棋子狼藉一片。如果碰到彭德怀悔

棋，朱德会抓住他的手腕：“不能赖棋，放下。”彭德怀脖子都直了，干脆“赖”到底：“你是偷吃，不算。”“吃你

的子，还要发表声明吗？战术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朱德寸步不让。在他们的特殊战场上，常常是从上午鏖战

到黄昏日落，才收摊回家。临了，朱德上汽车告别时，脸上虽笑容荡漾，嘴上却不饶人：“下次决不手软，杀你三百

盘，有你好果果吃。” 

  据当年在八路军总部工作的人讲：朱德和彭德怀两位正副总司令的性格正好相反。朱德温和，没有脾气，无论身边

工作人员出什么错，他都不会虎下脸训人的，更不会骂娘。尽管这样，他们都很服朱德，说朱德是“响鼓不用重锤”，

也有震天的威力。而彭老总就不是这样，他的脾气是响鼓响锤，咚咚震天，常常搞得人下不了台。 

  薄一波对朱总司令和彭总的印象都很深刻。他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1937年9月，多少年来，在他心中，朱总司令应

该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令人敬畏的英雄。但见面之后，他很惊奇，朱总司令竟是一位老农式的人物，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而彭德怀生活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他走到哪里，没有人敢摆宴招待，因为他不但不吃反而会骂。在西北战场

上，他身为野战军司令员，却和战士一样吃大灶。警卫员给他买一只鸡，受到严厉批评后还被撤换。入朝初期，部队几

个月吃不上菜，彭德怀自己也坚持不吃。当时官兵一年换一套棉衣，他以自己磨损少为理由两年领一件。当薄一波第一

次见到彭德怀时，他在吃饭的时候半开玩笑说：“听说彭总一向简朴，生活上对大家要求很严，谁要是请您吃点好东

西，你都是要骂娘的。”彭德怀笑了：“谁说我不爱吃好东西！讲这种话的人，大概是想把好东西留给他自己吧。” 

  脾气不好的彭德怀，却与朱德的关系却非常融洽，像自家兄弟一样无拘无束。1952年的一天，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

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彭德怀到北京后未来得及休息，便风尘仆仆地走进中南海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汇报结束时，已经是快黎明了。有些疲倦的彭德怀便到招待所去洗澡，由于来得匆忙，没有带换洗的衣服。洗过澡

后，彭德怀正准备穿衣服。卫士进来报告说：“朱德总司令来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彭德怀非常注意军容风纪的严

整。在会见客人时，他总是衣冠整齐，但唯独对朱老总例外。彭德怀穿着衬衣迎了出来。他很了解朱德，知道朱老总生

活很有规律，早睡早起。但毛泽东有夜里工作的习惯，有事时，大家要跟着熬夜。朱德已上了年纪，身体吃不消。现在

他不去休息却赶到这里，可能有急事。见面后，朱德把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衬衣衬裤递给彭德怀：“我的。可能不合

身，凑合穿吧。”彭德怀穿上后说：“还行。”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就像两位兄弟之间的交流，没有谢谢之类的客套

话。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彭德怀的卫士很感动，他的眼眶湿润了。 

  抗美援朝胜利后，彭德怀回到国内，朱德便邀请他和其他的一些老战友去十三陵水库游玩。朱德有个习惯，一出门

就要带上两样东西，一是猎枪，二是行军床。要是有彭德怀同去，朱德就会带上小板凳和象棋。他们两个是军中的战

友，棋盘上是多年的老对手，谁也不服气谁，一摆上就会杀个天昏地暗。那天天气很好，朱德和彭德怀在十三陵水库附

近转了两圈，谈了些事情以后，彭德怀就搓着手说：“很长时间不交手喽，不知你水平可有提高？”“不与你下不可能

有什么提高，不过你是刚刚胜利归来，我怕是挡不住你的锐气哟。”朱德话说得很谦虚，可是真动起手来，一点也不让

步。这时勤务员已经把棋摆好了，他们对面而坐，杀将起来。邓小平那天与他们一同去了，还带着大儿子邓朴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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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央领导人拍照的摄影记者侯波一直跟着他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端着相机，对准他们按下了快门，于是就有

了他们两个下棋的照片。后来展出的时候，侯波给照片起了个名字，叫 

  “朱总彭总相持不下，小平同志观棋不语”。 

  庐山会议中，朱德因支持彭德怀而受到主席第一次批评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成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范围

内出现了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

国城乡泛滥开来。 

  对于浮夸风和“大跃进”中出现的严重问题，长年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熟悉实际情况的朱德不能不深思。朱德

已觉察到党在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主张给予纠正。在察觉“大跃进”带来的问题上，彭德怀和朱德心有同

感。1959年春夏，彭德怀回到湖南故乡。看到虚假的统计数字下，群众却是饥饿浮肿，彭德怀难过得流下眼泪。尽管一

些老友已提醒他“功高震主”、“言多必失”，而彭德怀却仍全然不顾。彭德怀把一位老红军赠来的诗修改了一下，拿

来对“大炼钢铁”提出尖锐批评——“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的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

呼！”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是一场对五六十年代政治有着重要影响的会议，朱德和彭德怀都上山参加了。朱德住在庐山

“359”号别墅，几乎每天都有老部下来拜望他，和当年的总司令叙叙旧。可是朱德无心和来者叙旧寒暄，他一开口就

是“大跃进”问题。不管谁来，朱德总是操着他那慢条斯理的四川口音，谈论大炼钢铁和大食堂。7月14日，彭德怀致

信毛泽东，对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

‘左’的错误”。作为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主席写信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的。但到了7月23日，毛泽东在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彭德怀的信。会议风向突变，由“纠左”变成了“反右”。朱德并不认为自己的发言是

错的，也没注意会场上明显的情绪变化，还是按照自己想的说，以致最后变为同情彭德怀反党分子的重要人物之一，受

到了冷落。 

  在8月2日开始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反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

倾”斗争，并形成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定调，令朱德感到始料

未及，同时感到很不理解。朱德不同意给彭德怀那样定性，被有人说成年老糊涂。在形势座谈会上，毛泽东望着朱德

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在批彭的会议上，毛泽

东不客气地指责朱德是“隔靴搔痒”，让朱德当众下不了台。毛泽东还单独约见了朱德，说：“你算是投了我半票。”

这是朱毛几十年的合作后，毛泽东第一次如此不客气地批评他。在1986年12月1日朱德百年诞辰的时候，徐向前元帅

《回忆朱德》的纪念文章中深情写道：“在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同志因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对‘大跃进’中的某

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以大局为重，泰然处之，宁肯忍受委屈而决不怨天尤人。” 

  庐山会议后，林彪曾说过朱德从来不是总司令的话。朱德听后，只是付诸一笑，并不急于解释。 

   彭德怀被罢官后，敢去看他的只有朱德等少数几个人 

  庐山会议后，中央军委作了调整，以毛泽东为主席，以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降为常委，从1953年起

一直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离开了中央军委领导层。9月17日，彭德怀免除了国防部长，解甲归田。 

  庐山会议对于朱德和彭德怀来说，都是人生中一次考验，彭德怀被罢官，朱德被降为中央军委常委。9月30日，彭

德怀举家迁出中南海，搬到北京西北郊挂家屯吴家花园居住。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了六年，一面参加中央党校的学习，

一面自食其力，主要吃自己种的粮和菜，并苦苦思考建设问题。在彭德怀的一生中，赋闲京郊吴家花园的这段日子，是

他思想负担最重、精神上最为苦闷的时期。从《彭德怀年谱》中对他活动的记载，可以看出，彭德怀此时连去紫竹院公

园散心，都要自己坐32路公共汽车去。 

  彭德怀被罢官之后，敢到吴家花园去看他的，只有朱德、彭真、杨尚昆等少数领导人。尽管朱、彭在一起并肩战斗

的时间最长，但两人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坐在一起，话也不多。满腹委屈的彭德怀，看见朱德走进他的居所，多少

得到些安慰。在彭德怀看来，只有和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才能如此理解自己的心境。 

  从庐山回来，朱德常去玉泉山居住。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离彭德怀居住的吴家花园近。朱德闲居在家，经常去

吴家花园和彭德怀下棋。他们几乎不谈政治话题，一尺见方的棋盘成了他们的用武之地，棋盘能为他们增添一点生活色

彩。他们坐到棋盘前，顿时有了两军对垒的厮杀快感。被压抑的情绪，通过咫尺的棋盘猛烈地宣泄。这对战场上的正副

司令，只要一“开战”，和善的表情顿时全无，一副“战场”的景象，都要拼命要将对方的军。 



  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彭德怀还是满怀平反的希望。1962年6月，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即八万言

书），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在1964年12月20日到1965年1月4日

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被撤销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彭老总的最后心愿：想见朱德 

  “文革”爆发后，对于朱德尤其是彭德怀来说又是一轮冲击的开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

开。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毛著

“顶峰”的发言，攻击朱德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了

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也恶毒地散布“朱德是

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 

  据中央档案馆里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显示，林彪在发言中把朱德和彭德怀联系起来，称庐山会议

朱、彭有可能分裂党。林彪对朱德说：“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

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

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

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

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

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

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借着庐山会议批彭之风，林彪欲把朱德整倒。1967年1月的一个傍晚，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

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飞上了北京大街的墙上，什

么“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过来，甚至叫嚣着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

臭”。不久，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大有乌云压城之势。当康克清谈起

这些情况时，朱德坦然他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若干年后，戚本禹刑满释放，给康克清寄来了道

歉信，对自己当时的行为深表悔恨。 

  而彭德怀此时的处境更惨。1965年9月11日，彭真代表党中央和他谈话，要他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9月23

日，毛泽东约他谈话，并说“真理也许在你那边”。1965年11月，彭德怀奉命到西南工作，领导大三线建设。一到成

都，他就积极投入了新的工作之中，又是听汇报，又是亲临各地视察，忙得不亦乐乎。谁知好景不长，1966年12月，中

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私自决定把彭德怀抓回北京。北航的红卫兵冲入彭德怀的寓所，劫走了睡梦中的彭德

怀，把他从成都“揪”回北京批斗。此后，彭德怀经历了一生中最艰难的磨难。北京的冬天天气寒冷，彭德怀提出想用

温水洗脚，遭到哨兵的严词拒绝。翻开《彭德怀年谱》这一时期的活动日志，可以看出，以前很少流泪的彭德怀，此时

在狱中却动不动就流泪。中共九大开了24天，彭德怀天天以泪洗面，夜不能寐。1974年4月18日，彭德怀因病住进了301

医院。八九月间，彭德怀病情恶化。11月29日，彭德怀在301医院病逝。 

  彭德怀病情恶化时，非常想见朱德，一次次地向看押他的人请求，但他们置之不理，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病逝

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临终前的心愿。朱德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喊：“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

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在彭德怀走后，老战友朱德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1976年7月6日下午，由于感冒引发并发症，90岁的朱德走完了

坎坷而辉煌的人生旅程。和彭德怀一样，朱德一生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为党工作，没有丝毫的私

心杂念。生前，朱德曾多次对自己的子女说：“人总是要死的，不能永远活着。我是无产阶级，我死后你们没什么可继

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公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要上交。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

我的那些藏书，你们可以拿去学习。”朱德病重的时候，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有两万元的存款，这笔钱不要分

给孩子们，不要动用。告诉康克清，把钱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 

  在朱德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为他的挚友彭德怀平反。而彭德怀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在探索真理。上井冈山后，

他视毛泽东为兄长、老师，从此系统学到了革命理论。但是他不盲从，在中央领导人中，他是最晚由叫“老毛”而改称

“主席”的人。在后人看来，彭德怀在庐山上与毛泽东的分歧，属于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都缺乏经验时的探讨争论。不

过正由于有这种探讨争论，才能最后找到真理。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为彭德怀平反昭雪。24日，

党中央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德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应该是为老友感到欣慰的。 

  来源：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网站 

（责任编辑：王黎锋(实习)）



 

相关专题

· 朱德纪念馆 
· 彭德怀纪念馆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cpc@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cpc@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社概况 | 关于人民网 | 招聘英才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网站律师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4065）| 京朝工商广字第0394号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06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