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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从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起，戎马一生，军功卓著，为

建立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

被毛主席称赞为“彭大将军”。

他一生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时刻不忘按照共产党人的工作标准

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标准规范自己，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还

是在和平时期，他都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本色。

他对公与私的应对处理，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少宣传自己

彭德怀从来认为自己是人民的一员，是人民军队的一员。虽然他

在我军历史上功勋卓著，但从来不喜欢宣传自己，总是希望多宣传别

人的功绩。

1935年 10月，红军长征刚到陕北吴起镇，敌人五个骑兵团紧跟

上来。毛主席指示要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这一仗在彭

德怀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击败敌人骑兵。毛主席十分高兴，特意写

了一首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相赠。诗曰：“山高路远坑深，大

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了诗，十分

谦虚地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1949年 10月 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而此时，彭

德怀正率领第一野战军的几十万官兵浩浩荡荡向新疆挺进。他感慨地

对同志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成立了，但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



我们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不能居功自傲、贪图享受，不能摆谱做老

爷。

新疆和平解放后，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

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市。激动的人群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

迎彭德怀一行。

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挡住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说：“这个人

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

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就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

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

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彭德怀

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

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

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

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

言，热烈鼓掌。

新中国成立初期，彭德怀一次看到作家巴金在一篇文章描绘他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时，心里很不安。他思索很久，决定给巴金

写信，信中说：“‘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

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

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

1957年 10月，湖南省平江县第一中学给彭德怀写来一封信，大

意是：他们学校的校址平江县天岳书院，是 1928年平江起义指挥部



所在地，请彭副总理抽空为学校写平江起义的经过和英勇战斗的事

迹，作为他们布置平江起义纪念室的资料。

彭德怀看到信后，严肃地说道：“有什么好说的？作为我个人有

什么值得纪念的？那次起义是党领导的。一个人要是离开了党和人民

群众，就将一事无成。要说纪念，那些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了的同志们，

他们才永远值得纪念，永远值得学习呢！”他挥笔给平江一中写了封

回信：

平江第一初中同志们：

十月十日来信收到。平江人民是英勇的光荣的，在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失败后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同志英勇地光荣地牺

牲了，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我和其他同志 1928年 7月参

加的平江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平江人民英勇奋斗直接配合下

所促成的。我只是六亿人民之一，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祝你们好，并

致同志的敬礼！

彭德怀

1957年 10月 26日

还有一次，彭德怀看了西北战场相关剧本后，和有关同志谈话时，

十分明确地说：“写西北战场，要多写贺龙同志！贺龙同志不顾一切

地支援战争，积极地动员新兵，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去进

行宣传鼓动……你们要多写贺龙同志，还要多写陕北的群众和广大指

战员，少写我！”

简朴为公，不搞特殊



彭德怀在生活中简朴节约，从来不搞特殊化。

1929年，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红五军处境十分艰苦，彭德怀

日理万机，昼夜操劳。有一天，军部后勤处长买了一只鸡和半斤牛肉，

想给军长彭德怀改善一下生活。彭德怀知道后，当即把后勤处长找来

批评说:“我们又不是旧军阀，对我搞这些特殊干啥！在共产党领导的

队伍里，官兵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并责令后勤处长把鸡和牛肉

送到医院去给受伤的战士吃。同时还警告说:“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

我就得处分你。”后勤处长接受彭德怀的批评，把鸡和牛肉送到了医

院，医生、护士都为之感动。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和彭德怀同住在宁夏预旺堡司

令部院内，在他笔下，这位指挥 3万多人军队的司令员“同部下一样，

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

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西行漫记》中特别提到了彭德怀

有一件个人衣物，那是长征途中击落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

心，对这件背心“他孩子气地感到得意”。

抗美援朝胜利后，彭德怀一家住进了中南海的永福堂。由于年久

失修，这个小四合院门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剥落，显得又窄又旧。

就这么一处破旧狭窄的院子，也并不完全属于彭德怀。前面的屋

子归另一家居住，东西两厢除了彭德怀侄女居住的一小间外，其他的

都是公用，这使得彭德怀一家的生活空间十分紧张。

当时，北京什刹海附近刚好有一处闲置着的住所，房子有两层，

比较宽敞。可当秘书带着彭德怀及家人去看时，彭德怀却摆摆手说：



“不搬了。这里房子多，应当给家口多的同志住。咱们家没有多少人，

不用住这么宽敞。再说，住在中南海里面，门口有个站岗的就够了。

搬到这里，又要搞个警卫班，那不是增加国家负担吗？”

1966年 3月，彭德怀视察工作时路过西昌螺髻山畜牧场，和 9

名随行人员吃了一顿饭，付费 2元后离开。后来，他从经办此事的同

志那里得知交费的情况后，立即补交了 8元，并亲笔给该场党委书记

田兴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田同志：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饭，每人只算贰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

每斤七角，即四元贰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

给贰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彭德怀

（1966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工作生活中，彭德怀一生秉持公私分明，绝不占公家一分便宜，

令人钦佩。

近水楼台“不”得月

彭德怀没有子女，两个弟弟参加革命后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了，他对弟弟们的子女视如己出，躬亲抚养，一身清白的他始终教育

侄辈们要清清白白做人。

彭起超是彭德怀的侄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彭起超作为警卫战士跟

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1946年春，彭起超随周

恩来飞回延安。下飞机后，他和前来欢迎的彭德怀等一起坐卡车回枣



园。一路上，彭德怀高兴地向他询问国统区人民生活情况和重庆谈判

的情况。突然，他发现彭起超脚下擦得发亮的皮鞋，不由得皱起眉头：

“你怎么穿这么好的皮鞋？”

彭起超解释说：“这是在重庆因谈判工作需要，组织上给发的。”

但彭德怀还是不高兴：“要艰苦、勤俭呀！现在老百姓养活我们真不

容易，国民党反动派又封锁我们，我们靠的是什么？就是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他担心彭起超在灯红酒绿的重庆待久了思想上会变质，

就反复提醒他：“你把你在家讨米、放牛的情景想一想，你就感到不

应该了。”听了彭德怀的话，彭起超回到部队立刻就把皮鞋上交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评级授衔时，彭起超正在军校带职

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调干学员都喜气洋洋地佩戴上

了军衔。根据他参军的年限、职务和表现，应该被授予上尉军衔，没

想到结果却只授予了中尉军衔，而与他同年参军、同职务和初评时一

样级别的同志都是上尉。彭起超实在想不通，于是带着不满情绪去找

军校领导评理：“为什么要压低我一级？”领导笑着说：“这件事你不要

找我，你去找你伯伯好了。”原来正是彭德怀向军校领导建议压低一

级：彭起超是我的侄儿，对他一定要特别严一点！当时主持全军评级

授衔工作的正是彭德怀。

“您当国防部长，为什么不按政策办事呢？”彭起超找到伯父，既

委屈又愤怒。彭德怀严肃地解释道：“了解你的人，比如陈院长（指

陈赓），知道你是凭本事当上上尉的；可不了解你的人，一定以为你

是靠彭德怀的关系戴上这个牌牌的。全军近百万干部要授军衔，在这



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没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

问题。”

随后，他语气稍缓，“就说你父亲吧，他连胜利都没看到就牺牲

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理由为一点蝇头小利去闹情绪呢？”彭起

超心服口服地低下了头。

彭德怀随后还给侄子写了一封信：“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可从我这，得改改这个规矩，那就是近水楼台‘不’得月。你也许一时

想不通，但时间久了，你会明白伯伯的一番苦心，严是爱，松是害……”

在外人看来，彭德怀对彭起超似乎严厉得有点不近人情，实际上

彭德怀是把彭起超当亲儿子看待。得知彭起超有胃病，彭德怀不但送

钱送药，还亲自动手把馒头切成片，烤好后给他吃；见他裤子破了，

就动手帮他缝补，并教他生活自理。但凡是在彭德怀权力范围或影响

范围内的事情，或者是涉及品德方面的事情，他对侄儿侄女们的要求

都要比一般人严。

彭德怀常常告诉侄儿侄女们：“想起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人要

好好工作。我们死后什么也不要留下，一身清白，就对得起长眠的战

友了。”

公生廉，廉生威。我们敬重这位一生横刀立马、数次为民出征的

共和国元帅，更仰慕他严于律己、舍己为公、克勤克俭的共产党人本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