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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十分重视包括中国军事百科

事业在内的中国百科事业。1978 年 4 月，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向邓小平

提出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邓

小平表示赞成与支持。1980 年 11 月，军

委印发《关于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

事卷问题的通知》。此后，邓小平对中国

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和关怀。仅 1986 年一年，时任中央军委

主席邓小平就《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

涉及的重要人物条目问题先后两次作出批

复（批示），并亲笔为《中国军事百科全

书》题写了书名。

一、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关

于“李明瑞”条目释义并批复

1986 年 5 月 22 日，邓小平亲自审阅

了总政治部百科编审室同月 15 日呈报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关于“李明瑞”

的条目释义，批复：“称李为‘左右江领

导人之一’的提法，是正确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是《中国

大百科全书》的组成部分，该卷以条目为

基本知识单元，全面介绍了军事和军事科

学领域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事实和基

本理论，共两个卷本。军事卷的出版结束

了我国没有现代大型综合性军事百科全书

的历史。该军事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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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及此后不久，由于受“左”倾错

误影响，在“肃反”中被错杀的25位我军

高级将领，经报上级批准，列条上书，作

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中，红军

将领李明瑞先后于 1929 年 12 月和翌年 2

月与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等领导左右

江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

军第七、八两军总指挥，后任河西总指挥

部总指挥、第七军军长，1931 年 10 月在

“肃反”扩大化中被诬陷杀害于江西雩都

（今于都），在本卷中他被列入解放军军事

人物条目。条目撰写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六中全会

决议为依据，根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在掌握可

靠资料、严格核对史实和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如实介绍了李明瑞在我军历史

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第一次在官方编纂

的军事百科全书中集中介绍李明瑞等我军

因错误处理被诬害的同志。为慎重起见，

总政治部百科编审室专门就条目释义中关

于李明瑞是左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提法，

呈报当年左右江起义主要领导人，并曾与

李明瑞有过一段并肩作战、生死与共战斗

经历的邓小平审定，得到了肯定的批复。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奠基人之一、时

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委员会

主任宋时轮在 1986 年召开的《中国大百

科全书》军事卷第四次编辑工作会议上，

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纂工作基

本总结时明确指出：“……从邓小平、胡

耀邦同志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同

志在百忙中亲自审阅条目释文，亲自指示

工作，他们的关怀和支持，成为促进我军

百科工作的鼓舞力量。”

二、就《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重要人

物条目撰写不用颂扬性评价语

问题作出批示

1986 年 10 月 18 日，已出任《中国

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总编辑委员会主任的

胡乔木就《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重要

人物条目撰写不用颂扬性评价语问题，给

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

念、陈云等同志写信。邓小平阅信后作出

批示：“我赞成。”其他常委都圈阅同意。

胡乔木在信中提出：“《中国大百科全

书》军事卷即将完稿，其中人物条目释文

所加的颂扬性评价语（如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等等），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则谁加谁不加或如何加很难处理；二则

影响大百科全书今后各卷对同类问题的处

理，每有一新的问题均将向中央请示，使

中央不胜其烦；三则加了这类颂扬性评价

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军事百科

全书》第一版 11 个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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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将使我国大百科全书难以保持与各主要

国家的同类辞书具有同等的客观性、稳定

性，影响其科学水平。”“建议中国大百科

全书（从军事卷开始）和其他辞书人物条

目释文一概不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等类词语（根据情况，可用‘革命家’、

‘军事家’、‘文学家’这类评价语）……

传略部分均用客观陈述体裁”，“上述处理

原则同样适用于古今各方面人物的条目。

但只限于百科全书及其他各种辞书和各种

代表性著作（如毛选、邓选）的注释”。

三、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题写书名

1986年 7月 9日，邓小平亲笔为《中

国军事百科全书》题写书名，为中国军事

百科事业留下了一代伟人的珍贵手迹。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是中央军委批

准编纂的国家级权威性大型工具书。1984

年 8 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军

事卷尚未完成之时，为全面介绍我国我军

军事科学研究成果，进一步适应国防和军

队建设需要，中央军委批准了《中国大百

科全书》军事卷编委会关于组织编纂内

容更为广泛、专业性更强的《中国军事

百科全书》的建议，明确指出：“编纂中

国军事百科全书是关系我军建设的一件

大事。”1986 年 3 月，《中国军事百科全

书》编纂工作部署全面展开，时隔不到 4

个月的时间，邓小平就亲笔为《中国军事

百科全书》题写书名，充分体现了他对这

部传世大典的重视、关怀和支持，给了从

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全体人员

极大的鼓舞和鞭策。经过全军各有关单位

军事百科人 11 年同心协力、辛勤耕耘，

1997 年 7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0

周年前夕，印有邓小平亲自题写书名的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 11 个卷本出

版，向建军 70 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标

志着中国军事百科事业跨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在该军

事百科全书首发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

国军事百科全书》的出版发行，是我军发

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军事科学发

展的一个里程碑。”

如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已经走

过 40 多年的奋斗岁月，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编纂成果。经过新一代军事百科人的潜

心努力、默默奉献，《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第二版 19 个卷本已经出版，《中国大百科

全书》第三版军事学科编纂已进入最后审

稿报批阶段。邓小平对中国军事百科事业

给予的支持和关怀，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的军事百科人，不断铸就这一事业的

辉煌篇章。（责任编辑 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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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 19 个卷本沿用

了邓小平题写的书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