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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永不忘却的记忆，仅以此书献给北京和平解放60周年 

内容简介

1948年12月，一个多雪的冬天，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时任国民党守军最高司令官
的傅作义将军，在中共中央及当时的中共北平地下党及其友好人士的多方努力下，迫于
巨大的军事压力，最终选择了起义，古城北平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本书平实客观地反应了这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并全面地描写了傅作义将军起兵晋军、
严谨治兵、卫士抗战、率兵起义——戎马一生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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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将星陨落
  1974年4月19日，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卓越
贡献的我父亲，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终年79岁。就在他逝世前的10天，躺在医
院的病床上的父亲还向来探望他的同志询问：“北方地区下雨了吗?”垂危之际的我父亲
依然挂念着祖国的水利电力事业。
  4月22日，叶剑英、聂荣臻、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沈雁冰、许德珩前往医院向



我父亲的遗体告别。中共中央统战部、水利电力部负责人，以及我父亲的生前友好董其
武等也前往医院向我父亲的遗体告别。
  我父亲的追悼会，于23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带病主持了追
悼会。
  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董必武、宋庆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
聂荣臻、郭沫若也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中共中央军委、人大常委、国务院、政协全
国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水利电力部、卫生部。
  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沈
雁冰、许德珩等也参加了追悼会。他们向母亲刘芸生和我们子女等表示了亲切慰问。
  叶剑英在悼词中对我父亲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傅作义先生⋯⋯1933年和1936年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1937年参加抗战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傅作义先生于1949年1月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的解放
，作出了重要贡献。
  “20年来，傅作义先生热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
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20多年来，傅作义先生，关心祖国的统一，始终关怀台湾同胞和台湾各方面的故旧
，盼望台湾早日获得解放，回到祖国的怀抱。傅作义先生为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篇悼词客观公正地、高度地评价了我父亲的一生。特别是悼词的最后部分充分肯定
了我父亲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关心及贡献。这一点从他在弥留之际的几次对话就可见一斑
。
  在1967～1972年的这几年间，我的父亲因健康情况欠佳，除参加一些重要节日的庆祝
活动外，一直在北京家中养病。1973年开始长期住院治疗。1974年后，病情恶化，根据
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卫生部为父亲组织了医疗小组。第一章 将星陨落  1974年4月19日
，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我父亲，
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终年79岁。就在他逝世前的10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父
亲还向来探望他的同志询问：“北方地区下雨了吗?”垂危之际的我父亲依然挂念着祖国
的水利电力事业。  4月22日，叶剑英、聂荣臻、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沈雁冰、
许德珩前往医院向我父亲的遗体告别。中共中央统战部、水利电力部负责人，以及我父
亲的生前友好董其武等也前往医院向我父亲的遗体告别。  我父亲的追悼会，于23日下
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带病主持了追悼会。  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
，董必武、宋庆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郭沫若也送了
花圈。送花圈的还有中共中央军委、人大常委、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国防委员会
、中共中央统战部、水利电力部、卫生部。  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徐向前、聂荣
臻、李富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沈雁冰、许德珩等也参加了追悼会。他们向母
亲刘芸生和我们子女等表示了亲切慰问。 
叶剑英在悼词中对我父亲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傅作义先生⋯⋯1933年和1936年
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1937年参加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傅作
义先生于1949年1月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年来，傅
作义先生热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积
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20多年来，傅作义先生，关心祖国的统一
，始终关怀台湾同胞和台湾各方面的故旧，盼望台湾早日获得解放，回到祖国的怀抱。



傅作义先生为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篇悼词客观公正地
、高度地评价了我父亲的一生。特别是悼词的最后部分充分肯定了我父亲对祖国统一大
业的关心及贡献。这一点从他在弥留之际的几次对话就可见一斑。  在1967～1972年的
这几年间，我的父亲因健康情况欠佳，除参加一些重要节日的庆祝活动外，一直在北京
家中养病。1973年开始长期住院治疗。1974年后，病情恶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卫生部为父亲组织了医疗小组。  父亲病重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的他的侄子傅
琬前往探视，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一生中经历了无数艰险，早置生死于度外。
我总想活着的时候能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我虽然为此做了些工作，可是毕竟没有
实现这一愿望。我现在因为年老体弱，事实上已不可能为台湾回归更多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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