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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清曾任中国海军司令员，对中国

海军事业发展作出贡献。刘华清同志曾

多次提出要大力发展中国的航空母舰事

业，也让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华清回

忆录》曾写道，早在1970年，刘华清就根据

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

并上报过工程方案。1980年5月访问美

国时，刘华清参观了“小鹰”号航空母舰，

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82 年，刘华清当了海军司令员。

1984年初，在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

议上刘华清提出：海军想造航母也有不短

时间了，现在国力不行，看来要等一段时

间。两年后，刘华清又一次提到：航母总

是要造的，到 2000 年航母总要考虑。

1987年1月，召开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

刘华清又提到，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

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海

军有了航空母舰，海军的质量就会发生大

变化，海军的作战能力也将有较大提高，

有利于提高军威、国威。

1987年3月31日，刘华清向总部机关

汇报了关于海军装备规划中的两大问题：

一是航母、一是核潜艇。这两个问题涉及

到海军核心力量的建设，是关键性问题。

从长远看，对国防建设是有利的：这两项装

备不仅为了战时，平时也是威慑力量。

戎马70载，布衣将军刘华清

刘华清同志1916年生于湖北黄

安，原籍湖北大悟。1929年 10月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革命

工作，1935年 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1955年 9月被授予海军少将

军衔。

革命战争年代，他历任中队长、

指导员、科长、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

委、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秘书主任、冀

南军区组织部部长、军分区政委、旅

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新中国成

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

任、军副政委、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

兼副政委、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

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

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

委副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

司令员等职。1987年11月，任中央军

委副秘书长。1988年 9月被授予上

将军衔。1989年 11月任中央军委副

主席。1985年、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

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十二

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

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

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

常委，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

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月

14日6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刘华清戎马70载，有“布衣将军”之

称。媒体评价说，从大别山到中南海，从

平民百姓到将军，刘华清不变的是布衣本

色，而且他对身边的人就像亲人、朋友一

样，关心备至。

刘华清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秘书，

上海人，他的父母亲年事已高，自己家里

也没人照顾，刘华清建议他安心转业到上

海。一次，刘华清在上海考察，抽暇专门

到这位秘书的家里看望他的父母。他的

父母亲极为喜悦，说：“首长，非常感谢，感

谢您的关心，儿子的工作安排得好。”刘华

清却出人意料地这样应答：“我还得感谢

您哩，您为国家养育了一个好孩子。”2000

年5月，老将军到上海检查身体，不见这

位跟自己多年的秘书来看望，不免惊诧

——以前每次来上海他都来看看，这次怎

么了？一打听，他因病住院了。于是，刘

华清在详细询问了病情后，由于自己也抽

不出时间到医院看望，就让工作人员把自

己带的钱送上4000元，以解治病之需。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曾专门就《刘华

清回忆录》撰写书评。在刘亚洲眼中，刘

华清色彩斑斓的人生经历中，他与邓小平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情谊，应该是最为

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华清回忆录》一书中曾披露刘华

清和邓小平的交往。早在1938年初，刘、

邓两人第一次见面，便由刘华清带路护送

新上任的邓小平政委去八路军第129师报

到。虽然此次刘华清的护送任务完成得

并不出色，此后数十年间，他和邓小平也

再无任何特殊交往，但是，他却由此进入

了邓小平的视线。

《刘华清回忆录》一书中透露，1987

年，71岁的刘华清已经做好退休准备，邓

小平却突然召见他，委任他为军委副秘书

长。当时，邓小平同志嘱咐他的任务“就

是抓现代化，抓装备”。领受任务后，刘华

清深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研究发展规

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很快就打开了装备发

展的新局面。

1989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

小平在辞去军委主席职务的同时，又提名

刘华清为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当即给小

平同志办公室打电话，请有关人员报告小

平同志：“还是选别人好。”回话：“邓主席

已定，不会改变。”《刘华清回忆录》一书中

披露，当时，小平同志的态度非常明确：

“刘身体好，知识面比较宽，解放后一直搞

国防工业、科技装备，在苏联还学了几

年。他懂科学，搞卫星、导弹都参加过，是

荣臻同志的主要助手。选这么个人当军

委副主席恐怕比只看资格好。”

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刘华清同志

就参与组织领导过水上、水下、空中等各

种兵器装备的研制和决策。在《刘华清回

忆录》中，它对人造卫星试验有这样几段

话：“‘文化大革命’给‘东方红一号’带来

许多不应有的困扰和麻烦。我不懂卫星，

也不管这项工作，到了1968年，‘东方红一

号’卫星的研制遇到了问题”，“设计人员

在原方案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修改，但这

一修改方案却找不到能拍板的人。”总设

计师拿着方案找到他，要求他表态拍板。

“我听了他的汇报，问了有关情况，心想，

这事不能拖，总得有人承担责任。我对他

说：‘技术上你负责，其他问题我负责，我

拍板’。”使人造卫星工程得以继续进行。

在“东方红”卫星的定名上，当时的特

殊政治环境下，有人担心给卫星起名“东方

红”，一旦卫星失败，可能就是一场“政治事

件”。两种意见，定夺不下。刘华清同志支

持原方案定的名字，卫星还叫“东方红”。

在刘华清70多岁高龄时，他被上调

军委。刘华清同志又要求在“以我为主”

的基础上，借鉴外军技术，“充分吸收利

用，以加快前进速度”。虽然一波三折，但

终于拉开了中俄(当时是苏联)军事技术合

作的帷幕。中国军队装备建设走上良性

发展道路。 综合

拍板“东方红一号”卫星修改方案

憾未见航母下水

与邓小平的革命情谊

好一位“布衣首长”

1929年参加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