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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原英文版已有序言，这里只简单地针对中国读者说几句话。
是十几年前写的一本书能再次出版，我自然很高兴。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希望一般读者翻阅后觉得有意思，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的读者觉得
有收益。
　　这本书名为《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因为我的指导教授史华慈写过一本《中共
和毛的崛起》。
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曾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曾热心帮助，而今这几位老先生都已经过世
了。
　　该书扉页上写有：“敬献给我的父亲，一名为革命而牺牲的老共产党人。
”其中具有某种严肃的理想主义意味，我不是为了靠它赚钱，也不是为了靠它求职。
　　既然书是献给父亲的，它只能是最好的，起码我自己心里这样要求。
其内容是以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为题材讨论毛泽东路线和权威的确立，以及中国政治和中共革命的
关系。
我脑子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内最高水平，一个是国外最高水平。
　　今天翻阅该书，对有些具体观点可能有质疑，我仍然觉得总体上还是站得住脚的，可以留得下的
。
现在已有该书中文版，且看读者是否也有同感?　　同国外“汉学家”、“中国通”的争议不用说了—
—他们往往是粗枝大叶，隔靴搔痒——我更注意的还是同国内学者的商榷。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以往广泛称道的“四渡赤水”，就需要切实认识。
第一次主要是遵义会议上中央集体决定，土城战役失利后放弃渡长江北上，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
主要是毛泽东主张，但不是毛泽东直接指挥，回师黔北，获得遵义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这次由毛
泽东直接指挥，西进主动求战歼敌，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第四次被迫再次东返，随后南下。
以后一个月中央红军辛苦转战于云贵高原，并没有达到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据地两项战略目
的，或者两项之一，从而引起党和军队上下的普遍不满，不得不渡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
我认为沿着以上基本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有关历史文献，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中央红军和其他红军，不免陷入一种微妙的政治关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胜利，长征期间红二方面军作为“第三者”的立
场和作用，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上的用心和对于西路军的分心，在抗日战争中处理敌我友之间的方针策
略，进而中共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总体联系，都需要在更深程度、更大范围予以认识——这种方式也许
超出了我们以往党史研究的传统。
不过归根结底，总是一个对于客观历史人事的正确认识问题，似乎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我甚至想写一本书《毛泽东的武功与文采》，一次一次具体分析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役指挥，
胜就是胜，败就是败：一篇一篇分析毛泽东的书文和诗词，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义的。
政治上固然应该守边，但这种研究方式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可采用的。
　　本书有没有重大错误?有!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毛泽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显
然是低估了。
对于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变化趋势，我的判断显然也是不对的。
　　当时中苏两国都在谈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我曾觉得苏联行，中国不行，现在看来恰恰相反了。
我必须承认，我也乐于承认：我错了，苏联不行，中国行。
记得1986年在北京大学见到国政系系主任赵宝煦先生，他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欣赏
，对苏联形势表示乐观。
　　看来我犯错误，还是无独有偶呢!我相信赵老师同我一样，也乐于承认这一错误的。
国家好就好，个人对错何妨?　　本书中文版得以问世，这需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感谢我的同
事萧延中教授和郭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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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炳章　　2005年12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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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为中心题材，讨论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的相互关系。
作者应用了大量国内外文献档案和当事人自述资料，澄清了若干史实疑难问题，同时采取一套新型的
理论模式，从“革命理想”到“政治现实”，即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步政治化的过程，来解释中共
政治策略和权力结构的演变。
这一转变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同步发生，正是此种转变提供了主观精神的力量，加以外部因素的
结合，使共产党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本书出版后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被公认是研究长征和毛泽东革命思想的英文权威之作。
     作者运用政治学的方法，构架了自己独特的一套研究体系和模式，即用“革命理想主义”到“政治
现实主义”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地域上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考察了在这一转变中中国共产主义逐
步政治化的过程。
作者的这种研究视角，对我们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党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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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炳章，中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研究专家。
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硕士生，1981年赴哈佛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任哈佛费正清中
心研究员，1977年回国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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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第四次围剿与长征　　在国民党中央政权和地方军阀混战中，蒋、冯、阎大战是规模最
大的一场，混战各方都打着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旗帜。
这场战争从1930年5月起到11月止，长达半年之久，波及十几个城市，这些城市大都在北方。
蒋方调集了几乎全部兵力，多达100万人；阎、冯双方投入了60万兵力。
结果是阎、冯军队20万人投降，20万人伤亡，另20万人被编入蒋军。
蒋军也至少损失10万人。
这些粗略的统计数字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在国民党内部动乱无暇外顾的情况下，何以1930年共产党的
势力得以迅速壮大。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军阀混战一经结束，蒋便把注意力转向南方苏区，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共
围剿战争。
　　由于东江苏维埃遭到打击，左右江根据地也被迫放弃，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自南向北转移到长江流
域。
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众多的苏维埃根据地汇合而成为三个大本营。
即江西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
它们分布在华中重镇武汉的北面、南面和西面。
由于党中央需要解决因李立三倒台造成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混乱问题，并要重新整顿省市两级领导体
系，各路红军暂时获得了自由。
他们逐渐退回老苏区根据地，作为以前出击进攻的代价，他们现在不得不承受国民党的军事报复。
　　P48书摘本书原英文版已有序言，这里只简单地针对中国读者说几句话。
是十几年前写的一本书能再次出版，我自然很高兴。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希望一般读者翻阅后觉得有意思，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的读者觉得
有收益。
 这本书名为《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因为我的指导教授史华慈写过一本《中共和毛
的崛起》。
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曾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曾热心帮助，而今这几位老先生都已经过世
了。
 该书扉页上写有：“敬献给我的父亲，一名为革命而牺牲的老共产党人。
”其中具有某种严肃的理想主义意味，我不是为了靠它赚钱，也不是为了靠它求职。
 既然书是献给父亲的，它只能是最好的，起码我自己心里这样要求。
其内容是以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为题材讨论毛泽东路线和权威的确立，以及中国政治和中共革命的
关系。
我脑子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内最高水平，一个是国外最高水平。
 今天翻阅该书，对有些具体观点可能有质疑，我仍然觉得总体上还是站得住脚的，可以留得下的。
现在已有该书中文版，且看读者是否也有同感? 同国外“汉学家”、“中国通”的争议不用说了——
他们往往是粗枝大叶，隔靴搔痒——我更注意的还是同国内学者的商榷。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以往广泛称道的“四渡赤水”，就需要切实认识。
第一次主要是遵义会议上中央集体决定，土城战役失利后放弃渡长江北上，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
主要是毛泽东主张，但不是毛泽东直接指挥，回师黔北，获得遵义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这次由毛
泽东直接指挥，西进主动求战歼敌，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第四次被迫再次东返，随后南下。
以后一个月中央红军辛苦转战于云贵高原，并没有达到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据地两项战略目
的，或者两项之一，从而引起党和军队上下的普遍不满，不得不渡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
我认为沿着以上基本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有关历史文献，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中央红军和其他红军，不免陷入一种微妙的政治关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胜利，长征期间红二方面军作为“第三者”的立
场和作用，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上的用心和对于西路军的分心，在抗日战争中处理敌我友之间的方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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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进而中共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总体联系，都需要在更深程度、更大范围予以认识——这种方式也许
超出了我们以往党史研究的传统。
不过归根结底，总是一个对于客观历史人事的正确认识问题，似乎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我甚至想写一本书《毛泽东的武功与文采》，一次一次具体分析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役指挥，胜就
是胜，败就是败：一篇一篇分析毛泽东的书文和诗词，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也许是很有意思的，很
有意义的。
政治上固然应该守边，但这种研究方式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可采用的。
 本书有没有重大错误?有!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毛泽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显然是
低估了。
对于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变化趋势，我的判断显然也是不对的。
 当时中苏两国都在谈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我曾觉得苏联行，中国不行，现在看来恰恰相反了。
我必须承认，我也乐于承认：我错了，苏联不行，中国行。
记得1986年在北京大学见到国政系系主任赵宝煦先生，他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欣赏
，对苏联形势表示乐观。
 看来我犯错误，还是无独有偶呢!我相信赵老师同我一样，也乐于承认这一错误的。
国家好就好，个人对错何妨? 本书中文版得以问世，这需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感谢我的同事
萧延中教授和郭伟女士。
 杨炳章 2005年12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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