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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接建军80周年的日
子里，记者来到北京颐和园后

一幢静谧的小楼，采访开国将
军贾若瑜。

今年已92岁高寿的贾老
戎马一生，在他1931年参加
革命以来的履历表上，记载着
一长串军官职位和军事教育
职务，其中“全军恢复军衔制

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兼办公室
主任”这个头衔，引起了记者
特别的兴趣。

身着纯棉便装和布鞋的

贾老依然保持着职业军人气
质，更让记者吃惊的是他的记

忆力。作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
建设重要一页的亲历者，贾老
对全军恢复军衔制的整个过
程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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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初，担任军事学

院副院长的贾老接到中央
军委发来了任命书：全军恢
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要搞军衔制”，是时任

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
于 1980年 3月 12日提出

的。贾老回忆道，当时，随着我
国对外开放，人民解放军的对
外交往多了起来，“我们出国
去，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无
论官兵，军装上都是‘一颗红
星，两面红旗’，很难与对方
进行对等的谈判和交流”。更

重要的是，人民军队的正规化
建设需要恢复军衔制。

贾老告诉记者，根据邓小
平同志的指示，中央军委成立
了 “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
组”，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
直接领导。领导小组共有近十

位成员，都是军委各总部和直
属单位的“头头”。

在“军衔办”紧张开展工
作的同时，1984年 5月 31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兵役法》 作出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
制度”。1985年6月，中央军
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
“实行新的军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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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军衔制如何具体实

施？贾老复述了邓小平同志当
年亲口说的两段话：“和平时
期，军衔设到上将为止。”“军
职以上，一职三衔。”小平同
志曾解释：“军职以上实行一
职三衔，道理很简单，年轻干
部需要培养，他们的军衔可以

低一些，职务可以高一点。”
于是，新起草的军衔制条

例对1955年编制的军衔制等级

设置作了调整。贾老告诉记者，
“原来是将、校、尉各4级，有大、
上、中、少，加上元帅是2级，一
共四等14级。这次调整中取消
了元帅；取消了大尉和大将，改
为尉官和将官设上、中、少3级；
校官仍设大、上、中、少4级。军

衔设置变成了三等10级。”
贾老介绍，和平时期军衔

等级简化，规格一般不太高，这
也是世界各国军衔设置的惯例。

贾老还强调，军衔制条例
的编制和起草非常复杂，从办
公室成立到 1988年再次授

衔，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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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军职的地方干部授不

授军衔，是军衔条例起草过程中
遇到的一个问题。贾老说，当时
有一位很重要的同志向军委提
出，兼军职的地方干部要授衔。
“这个问题就大了！”贾

老加重了语气。当时，省委书
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地委

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县委书
记兼任武装部政委。如果要授
衔，省委书记应该授少将、中

将，地委书记授大校，县委书
记授上校。“虽然兼任军职，

但他们是以地方工作为主，你
在这个地方给担任政委的他
授了衔，他调到另一个地方的
部门工作，不担任政委了，他
也戴上个军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
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和邓

小平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
专门召集会议。会上，小平同
志一言九鼎：地方干部一律不
授衔，一律不穿军装；可以不
担任政委，只担任军队的党委
第一书记，负责解决协调当地
党政军方面的工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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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衔办”工作的日子

里，贾老和办公室的同志们跑
遍了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
军和各总部大单位。他们用了
近两年的时间，在全军广泛调
研，大范围听取并在《条例》
中吸收了部队官兵对授衔的
意见、建议。

贾老说：“部队各有各的
意见，总部里、机关里的意见
也不一样。”贾老举了一个例
子：军医院的护士授不授衔，

就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赞成
授，有的赞成授文职。”最后，

《条例》听取了大多数人的意
见，护士授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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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1日，第七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
衔条例》，予以公布施行。同年9
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
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洪学智
等1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10月
1日，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新的

军衔制度，共授予尉官军衔40.5
万人、校官军衔18万人、将官军
衔1452人。

身为 1955年被授衔的少
将、又负责“军衔办”工作5年
之久的贾老，因为年龄关系，已
无缘再获新的授衔。当看到资历

比自己浅、年纪比自己轻的军官
们获得比自己更高的军衔时，贾
老是怎么想的呢？
“不仅我自己没有任何想法，

老同志们中我也没听到过任何意
见。大家都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
化建设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感到高

兴，为获衔的同志感到高兴。”贾
老回答得很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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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小不在父亲身边

长大，但朱敏非常了解朱德元
帅的戎马生涯，“老人家曾经
和我们说过革命时期的一些
事情，我知道，南昌起义是爹
爹第一次以中共党员身份参
加领导的。”

1927年7月21日，朱德

秘密由武汉返回南昌，主要任
务是了解南昌的敌情，准备武
装起义。他把敌人的兵力、指
挥官的特点和部队布防等情
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还绘制了
一幅详细的敌兵力部署图。8

月 1日起义时，贺龙指挥 20
军攻打驻藩台衙门的朱培德

第五路军总指挥部时，就是按
照朱德画的地图进攻，很快把
五路军总指挥部门前的两个
碉堡拿了下来。

起义中，朱德并没有自己
的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 11
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20

军辖6个团，是贺龙的部队；
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有军官
教育团 3个连和南昌警察局
2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
算一个营。然而，朱德巧使
“调虎离山”计，设宴拖住了
敌人的两个团长，使敌人的两

个主力团失去指挥，保证了起
义顺利进行。

后来，周恩来谈到朱德在
南昌起义中的作用时，称他
“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1928年 1月，朱德、陈毅
率领南昌起义剩余的部队在

宜章发动“湘南暴动”。随后，
朱德、陈毅率部到井冈山与毛
泽东会师，建立了红四军，朱
德出任军长。1930年，朱德成
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
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
几十年间，“总司令”是朱德

在党内、军内的代称，他于
1946年至 1954年期间，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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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前，朱敏一直在北京

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其
实，我在苏联学的是教育心理
学。”朱敏说，报考教育专业，
是她在战争年代目睹许多孤
儿悲惨境遇后立下的志愿，然
而，由于从小在苏联学习成
长，“中文没有俄语好”的朱

敏后来改教俄语，一辈子都在
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

在苏联学习期间，朱敏不
仅学有所成，也收获了自己的
爱情。

1949年，在一次中国驻苏
联大使馆举办的联欢活动中，

朱敏认识了大使馆工作人员
刘铮，而且第一眼就对这个
“个头瘦高、面容英俊”的年
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朱敏小 1岁的刘铮，是
解放区外语学校培养的第一
代大学生，因为俄语学得比较

好，新中国成立后跟随王稼祥
大使赴莫斯科，参加大使馆筹

建工作，负责安排中国在苏留
学生的生活。

在朱敏眼中，刘铮“工作
认真积极，为人随和”；而在
刘铮看来，朱敏“善良正派，
没有架子”。于是，两人在不
断交往中擦出了爱的火花。
“在这期间，她还考验过

我。”刘铮说，“当时朱敏有几

个关系好的同学想帮她试探
我，看我是不是真心喜欢她。
她们用一个小计谋，派了另外
一位女同学来向我示爱，经常
找我出去谈话，试试我有没有
三心二意。结果，试探没成功，
我经受住了考验。” 说到这

儿，老人哈哈大笑。
刘铮忐忑不安地等待朱

德的认可，“我们结婚是通过
了层层审查的，很不容易。”

1952年，朱德夫人康克
清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后，率团
访问莫斯科，朱敏也随团参加

活动。“康妈妈一直询问我的
个人问题，这是爹爹交给她的
‘任务’。”原来，朱敏与刘铮
在苏联谈恋爱的消息传到了
朱德的耳朵，他和天下父母一
样，既高兴又有些担忧，于是
让康克清到莫斯科访问时，趁

机问一下情况。
听到朱敏表态后，康克清

让大使馆安排刘铮送文件给
她，借机见了这位未来的女
婿，并与他交谈了一会儿。
“刘铮走后，康妈妈对我说：
‘刘铮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
代表你爹爹表态，同意你们的
婚事！’”朱敏知道，父亲一定

会尊重自己的选择，特别是婚
姻，让自己做主。

1952年底，朱敏与刘铮
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了
简单而隆重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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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一年后，朱敏毕业

了，两人回到祖国，与朱德一
起住在中南海。
“我直到回国后才第一次

与岳父见面。”刘铮回忆说，
“那时候我感觉很拘束，因为
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位开国元
勋。在回国前，朱总司令在我

的印象中总是非常崇高的形
象。但接触以后，发现老人家
非常祥和，非常朴实。他一再
嘱咐我们，‘家里的事不要你
们操心，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
做好，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
出来，我们尽量地帮助你们。

但是你们也要尽量地俭朴，要
自力更生，靠自己维持家庭生
活，照料你们自己的子女。’”

朱德元帅自己的生活也
十分简朴。“一日三餐，一般
就2个凉菜、一荤一素 2个热
菜，再加上稀饭和馒头等。”

刘铮对岳父的勤俭印象深刻，
“老人家特别喜欢吃四川泡
菜，几乎每天晚饭都要吃。”

朱敏印象最深的是，父亲
在哪儿都要 “开荒”：“爹爹
无论住在中南海还是玉泉山，
都会在房前屋后种点蔬菜瓜

果，他和康妈妈自己动手，刨
地、播种、锄草、浇水、施肥。”

朱敏说，这是父亲对晚辈们最
好的言传身教。

回到北京不久，朱敏的第
一个孩子刘建就出生了，这让
年近古稀才当上外公的朱德喜
上眉梢：“就叫‘建建’吧，现
在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建设共

产主义。”事隔多年，朱敏仍然
清晰地记得父亲那天高兴的模
样：“爹爹把婴儿小心地托在
手掌上，戴着老花眼镜，仔细地
端详，久久不肯放下。”

然而，就在朱敏休完产
假，刚到北京师范大学报到上

班不久，她和丈夫刘铮就被朱
德“赶”出了中南海。
“爹爹提出来，你们刚回

国时不习惯，在我这儿多住一
段时间，但你们现在逐渐习惯
了，要学会自力更生，提高自
己自力更生的能力，应该搬到

单位的集体宿舍去住。”朱敏
一开始有点儿想不通，这不是
挺方便的，也没有什么特殊
性，干吗要让我们单独生活？
“爹爹知道我们的心思，就对
我们说，我们和他一起住在中
南海，生活太优越，容易脱离群

众。他希望后代都自重自立，与
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爹爹还说，
孩子可以留在他们身边，他和
康妈妈来管，我们不用操心这
个事，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到
单位去住，和单位的群众打成
一片，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对

自己进步有好处。”
于是，朱敏与刘铮各自搬

到单位的集体宿舍，每逢星期
六晚上才回中南海与家人团
聚。过了几年，北京师范大学
给朱敏分配了一间单独的房
子，刘铮从外交部的集体宿舍

搬了过来，两人这才有了自己
的家。 &qrst'uv

567895:;<=>?7@AB

!"#$ %&'&()*+,-./

CDEFGHIJKLMGNOP

)0123456789:;<+

QR ( "S TUV

WXYZ[\]^_`a

bcdefghijk

lX fmbSnopqe

rfs7@ABtuG

vwextyzS{|}

~�����S����

��\f���.��

�Ie��X

���[�S �m[

�X �f�������

� YZ¡¢£¤S¥r

7¦AB�5:;<X¥

�§�97¦AB¨f�

5©78ª««¬®

£¤¯°±YZX d²

[S 78t³´µ¶·S

³¸¹º�»¼½¼¾

¿SÀÁÂÃÄbX

®£¤S78Å;<S

Æ�²Ç )" e��SÈ

YZJK�¥�ÉÊËe

ÌÍÎÎÎ)" ²ÏÐÑÒ

ÓeÔÕÖ×�9 ËØ�

ÙÚÛGÜÝÞ7@X

ßF ËF ÃF và ßà Ëà Ãà ßá Ëá Ãá

âãä1951年，朱敏与父母在青岛 (wxyz)；右图：;<åæçeÌÍ7@èféêë

ìí�Ùî�ØeF

B�vïÁðç�ñòSó

¥�ôõö÷u �øf�

ùú$ûüevýþSt

ÿ!"#FB$%S &Ï

'üÅ(ô$)*+,n

e-./0��Y12

ËÎÎÎ%*$$ ²ËØ�ÙÚ

ÛG345NSÈ6ËØ9

6789:;<�=ØF

B�e;>�?�@AB

'S CiDEFIGËe

HôS  ¥�eIJ�-

.S®ËKÙLMNOß�

78GPOß/ñQRX

GN r S T G � U

V9WVG�t�eXY9

Z[S \rØI]^G�

e_`X ËØ�ÙÚÛG

a\aG !# ²¿Sbªc

6defGNghX i4

GNg. %*&$ ² & " %

#jklS!+ ²¿LMX

!" !" #$%& '

() *+,-"./01

2)3456789:;)$

%&'<=>?@ :A)$

%&'<BCDE?)F<

DE?<GH<"I JK

L@:0)&'<MNOP

Q?IF<GRSPQH<

"RSPQIJKLT U

HC;VWXY/Z[

?\]) ;^_`7ab6

cdef"7ghij()k

lmnopqr%st #$

tuvISwxPQIyz{

S !$ uv|}~��"��

u������������

(�< !%&�v��e��/

! �tvIS��(I"�<

������?I ��yz

/ !%!�v| ������

 (¡�"7¢£�"¤u�

h?¥¦C§C¨?< '�

tv� ©uª£< ($ t�

v9«"�<¬®¯�<¬

°®¯±O²�³O�DE?

¥¦�²± U

&qrs{'uv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