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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度集中描写了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历程。
    书中载入了近200幅图片，它们全由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拍摄，其中很多图片都是首次公开发表，并
进行了首次色彩还原。
作者通过大量的采访，结合图片，记述毛主席最后七年的工作和生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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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保孜，1957年生，祖籍江苏。
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学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从事专业创作近20年，被出版界誉为“红墙女作家”。
她写作的领袖题材作品不仅为国内读者所熟悉和喜爱，也深受海外读者的欢迎。
 
    主要作品：《红墙里的瞬间》获1992年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1994年第三届当
代军人喜爱的军版图书一等奖。
《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获1995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铁血N4A》获1996年“中国图书奖”、首届解放军图书奖。
((我的父亲朱德》获1996年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中国图书奖”。
《红镜头》(上、下册)获1998年辽宁省优秀图书特等奖，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全国优秀
畅销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首例注册商标图书。
《超越血缘之爱》被收进全国中小学生书库。
  还著有《生死两极的追问》《实话实说红舞台》《伟人凡影》《知情者说》《中南海人物春秋》等
文学纪实专著作品。
 
    电影作品《相伴永远》编剧之一，该片获2000年度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编剧奖，2001年“五
个一工程奖”。
电视连续剧《罗荣桓元帅》编剧，该剧获2002年解放军电视剧“金星奖”。
电影《风起云涌》编剧之一，该片获2005年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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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双剑交锋第二章  亮出底牌第三章  国门洞开第四章  时不我待第五章  重振旗鼓第六章  艰难执
政第七章  星落长河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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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70年3月的北京，春风拂面，暖意融融。
又是一个桃红柳绿，迷人而清新的季节。
不过那时候的北京城远没有今天繁华和喧闹，大马路上很少出现塞车与拥挤，清一色的灰色建筑和低
矮房屋在人们视线里已习以为常。
虽然“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河山一片红”中降下许多，可马路边那些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幅宣
传画依然给人眩目的色彩，硬邦邦的人物形象和火药味浓烈的大标语让这个古老历史都市充满了“文
化大革命”偏激且昂扬的气息。
人们驻足天安门城楼前，漫步天安门广场上，或者跻身在长安街滚滚自行车洪流之中，没有谁会去想
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会估量到它们会给明天的中国政坛带来什么影
响......人民大会堂，这个象征中国政权的著名建筑物，正如其气势恢宏、庄重威严的建筑风格一样，
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孕育于此，诞生于此，也终结于此。
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会议。
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四届人大代
表名额和选举事宜工作小组；再一个是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负责修改宪
法的工作小组。
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
但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
。
“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
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就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相距已有六个年头⋯⋯于是，1970年3月8日，远在
长沙的毛泽东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回北京，传达他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毛泽东此时提议召开四届人大，是他继召开九大之后，采取的又一个大的动作，也是他“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骤之一。
这一年，毛泽东77岁，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龄一样成正比上升，身体状况却与年龄成反比下降，许多
老年人的疾病开始显露，老年人的思维模式也开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
尽管这些还是老人体征的初期阶段，但已在许多政要事务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的发动和推进⋯
⋯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遇到了第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一职。
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风暴雨打翻在地，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含冤离世。
那么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还是由他人来担任国家主席呢？
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颇为踌躇。
也许是先前他和刘少奇“两个主席”不愉快的往事挥之不去，他自己既没有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的愿望
，又不放心把这个职位交给其他人——包括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毛泽东。
这位与众不同的杰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别样的一笔。
汪东兴飞抵北京，将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带到政治局委员面前。
汪东兴如是传达：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
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
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汪东兴传达完后不等大家讨论，便散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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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终于要出版了，看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发来的美编封面样稿，心里有种说不
出的滋味。
在此之前总感到时间太慢。
先是三个月确定选题，再是三个月犹豫徘徊是否接这个选题。
当决定接这个选题后，又是长时问的伏案写作，完稿后将近一年的审稿、修改，一遍两遍三遍⋯⋯几
次曾想过放弃，不写不出罢了。
然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与其编辑室主任李明生的坚持和鼓励下，我总算走过了这段漫长的
历程。
现在回过头，又忽觉这段岁月转瞬即逝，似乎太快了。
写一写“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七年”也是沉淀在我内心多年的一个愿望。
尽管我的工作已经超负荷运转，但面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良好的声誉与编辑敬业的精神，加之自己二十
多年整理杜修贤摄影和研读党史的经历，我动笔了。
这期间，我与王一珂同志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我写一章，他编辑一章；我写完，他基本也编辑完了
；随之李明生主任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又对此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读，最后书稿进入了中央文
献研究室的审查阶段，这个阶段颇不轻松但最为关键。
等待是揪心的，如果达不到审查通过标准，长久的辛劳也会付诸东流。
经过半年多的时光，去年底终于有了审稿意见反馈的消息。
按要求进行三次修改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上了一堂严肃的历史课。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对书稿认真负责的态度激励着我，促使我不能有半点马虎。
在此特别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们的严格把关，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书付出心血的全体工作人
员。
最后一句话——希望读者们能关注这段历史，喜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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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首度集中描写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历程！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一批影像首度曝光面世，一批影像首度还原色彩！
近二百幅珍贵历史照片清晰载入！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一张印有拍摄者签名的毛泽东珍贵图片随书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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