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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跨越时空的追问——毛泽民远赴莫斯科的真实使命一1959年8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母亲毛远志说要带我和妹妹去中南海春藕斋看电影。
奇怪的是，她让妹妹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和红皮鞋，还为我从头到脚精心地收拾了一番。
当时，父亲在中南海工作，去那里看场电影是件平常事，本不用这么隆重。
直到进入丰泽园颐年堂，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要参加李敏姨妈的婚礼。
主持婚礼的正是我们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天，毛主席很高兴，谈笑风生地与母亲说了一阵很难听懂的家乡话。
他还摸摸妹妹的头、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整个下午，我就像在梦中度过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睁大眼睛看
着毛主席。
婚礼结束前，毛主席与宾客们在院子里合影留念。
他热情地招呼我和妹妹紧靠在他的身前。
从那张珍贵的照片上看，我站得笔直，端正得就像是毛主席身边的一名小卫兵。
后来，听李敏姨妈说，那天参加婚礼的客人是由她和姨父孔令华提名、毛主席做主定下来的。
毛主席特别关照她：“泽民二叔的女儿—你们的远志姐姐，是一定要请的。
”那时，我还是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母亲姓毛，是湖南韶山人，可能是毛主席的
什么亲戚。
但真正搞清母亲与毛泽东一家究竟是什么血缘关系，还是在1965年春天。
那年，空军飞行部队在北京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考飞行员，我报了名。
“选飞”的条件非常严格。
我连续通过了好几道体检关。
就在最后填写政审表时，却把我难住了。
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一栏，不仅要填写在世的直系亲人，还要写明祖宗三代。
母亲为人处世一直很低调，甚至还隐姓埋名。
对外交往时，她自称“阮志”。
在儿女面前，她也很少谈论毛家的事。
就连我们兄妹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也被她锁在柜子里，不拿给我们看。
她是担心我们因是毛主席的亲戚而产生优越感。
但这次我要考飞行员，如实地填写政审表是对组织负责的大事。
母亲和父亲认真商量后，由父亲郑重地为我填写了这份政审表。
表里有一栏清晰地写着—外祖父，毛泽民，中共党员，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牺牲；外祖母，王淑兰，
中共党员，1964年7月6日在湖南病逝。
当一名飞行员的梦想最终与我擦肩而过，但我却由此知道了母亲毛远志的血缘脉络。
从此，我倍加努力，一言一行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毛家的烈士们争气。
1968年，我应征入伍，并主动要求到野战军的步兵连队锻炼，经历了从战士到班、排、连、营各个军
阶，参加过城市“支左”、围湖垦荒、战备施工、军事集训、野营拉练、战备值班等诸项军事行动，
还特别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
1979年，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每当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身边英勇地倒下，一种不可言状的慷慨和悲壮在我心中升腾着，仿
佛我也站在了毛家先辈的战斗行列中。
一种强烈的欲望冲击着我的心灵：如果，我能活着回家，我一定要更多地了解外公毛泽民，这辈子要
活个明明白白，否则在战场上“光荣”了，连自己的列祖列宗都不了解，那该多遗憾啊！
1983年秋天，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参谋班毕业了。
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之前，恰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为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烈士牺
牲40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便随父母一起来到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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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纪念活动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那些当年曾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的、仍在新疆工作的老同志都去了，还有他们的家属。
大家从早到晚都在谈论当年在新疆经历的事情，谈他们在狱中的斗争，谈回到延安的喜悦心情。
我们通过瞻仰毛泽民烈士故居，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祭扫烈士陵园，特别是查看了新疆自治区
档案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珍藏的档案资料和《新疆烈士传》，才真正了解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才
知道他是怎样被捕的，他的牺牲又是何等壮烈。
我们甚至得知，江西赣南有个铁山垅，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还兼任过中华钨矿公
司总经理。
真没想到，我的外祖父毛泽民还做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长期以来，我的母亲毛远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亲毛泽民，她的心一直浸在泪水之中。
母亲出生前，她的父亲便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到处奔波，出生后，也很少见到。
对父亲，她脑海中只有依稀的印象。
16岁时，她被父亲召唤到延安参加革命，而那时，父亲自己却已离开延安去了新疆。
在8年的漫长岁月里，她日日想、夜夜盼，最后等来的却是父亲牺牲的噩耗。
这次，一到乌鲁木齐，母亲触景生情，十分动情。
当她踏过“毛泽民烈士故居”的门槛时，迎面看见一个坐着烧水壶的灶台。
她停住了脚步，泪流满面，说：“爸爸，在您生前，女儿没能亲自给您做一次饭、烧一杯茶⋯⋯”此
情此景，感动了周围所有的人。
这一年，母亲已经61岁了，对她来说，来新疆的机会实在难得。
纪念活动结束后，母亲又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三周。
她与我父亲一起抄写了许多有关毛泽民的档案资料。
从那时起，我们一家两代人就在母亲的带领下，开始了艰辛的寻踪之旅。
我们沿着毛泽民的足迹，从老家韶山，一路追寻他从事革命工作的许多地方，长沙、安源、广州、上
海、武汉、天津、闽西、瑞金、遵义、陕甘宁、新疆⋯⋯经过20多年的寻踪、搜集和考证，逐步梳理
出毛泽民革命之路的奋斗历程。
那时，我还是一名现役军人，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潜心研究外祖父毛泽民。
直到2000年，一位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朋友非常热心地提示我：毛泽民是我党金融工作的老前辈，
可称得上是新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了，作为后人，你应该为毛泽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朋友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
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为毛泽民做事。
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利用工作间隙，一口气跑了天津、湖北、上海、广东、湖南、江西、福建、贵
州、陕西、新疆等10多个省市，把毛泽民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走了一遍，寻找资料，拍摄照片，寻访知
情者。
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和机关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底，由中国人民银行署名、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
行的、一部反映毛泽民革命生涯的大型彩色画册《毛泽民》终于问世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毛泽民是我党红色经济的重要开创者，是我党早期红色
理财专家，这一点已毋庸置疑。
但作为毛泽东的亲二弟、中共早期党员，毛泽民在党内重大斗争中的政治立场到底怎样？
难道他就是一个埋头拉车的“老黄牛”？
我们曾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期间，毛泽东与他的小弟毛泽覃两人都挨整，为
什么毛泽民会相安无事呢？
有人甚至怀疑，毛泽民与大哥毛泽东是不是持有不同政见。
对此，我们所听到的、所能找到的反驳意见，只有他当时的大嫂贺子珍的一句话：“如果连泽民都整
了，红军还要不要吃饭?！
”显然，这句话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
二2004年8月初，《作家文摘》转摘了作家卢弘撰写的《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
其中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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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并在会上有发言。
文中引用了李德《中国纪事》一书中的两段话：12月，我应邀同中共代表进行了几天交谈，其中除周
恩来外，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
“原告”。
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做“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
，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过去，我们只知道毛泽民曾在1939年夏天去莫斯科学习和养病，并不清楚他参加了这样的批判李德的
斗争。
真没有想到，毛泽民的革命经历还与我党一段重要历史有联系。
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的作者卢弘，曾经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住在北京。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知情人竟在眼前！
我设法找到了卢弘的住处，很快拜访了他。
眼前的卢弘是一位年逾古稀的离休干部。
他个头不高，圆圆的脸泛着红光。
他的言谈很风趣，还常常助以手势，仿佛他本人就在故事的情节之中。
在交谈中，我得知，卢弘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的军旅画家，
曾在军内外报刊、书刊中发表过大量的美术作品。
“文革”初期，因为他发表在《解放军报》的一幅大批判漫画，便成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
命分子”。
后来，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卢弘把重走长征路当成“避风港”，他与《解放军报》的几位摄影记
者一起去旅行写生。
一路上，他画了许多画，收集了许多材料，一个与党中央领导层一起走完长征全程的、唯一的外国人
—李德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发现，如果没有李德，很可能就没有这次长征。
从那时起，卢弘便对李德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卢弘的岳父伍修权将军，是当年李德身边的俄文翻译，又与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目睹耳闻
了李德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几乎所有的活动。
这使卢弘有获得第一手材料的机会。
与卢弘交谈，我最渴望的还是更多地了解有关毛泽民发言的情况。
卢弘却眯着眼睛，十分谦逊地说：“我知道的也就是书上写的那些。
”说着，他从书柜中取出一本他的著作《“洋钦差”李德外传》送给我。
当我翻开《“洋钦差”李德外传》，认真寻找书中有关毛泽民的内容时，却感到很不满足。
李德对毛泽民的态度如此耿耿于怀，那么，毛泽民在发言中都说了些什么呢？
书上对此却未展开，只写他讲了一连串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数字。
如，因为当时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比李立三路
线时的损失还大，等等。
为此，我曾请教过卢弘老师：“毛泽民在批判会上的发言就讲了这些？
”卢弘非常爽快地回答说：“那是我推测的！
你想，我当年研究李德，什么资料都没有，全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对于毛泽民更是一无所知。
我想，毛泽民是搞经济的，整天拨拉算盘珠，对数字最感兴趣，我就把这段‘关键词’用在了他身上
。
刘亚楼是带兵打仗的，火气大，我就给他安排了‘发火’、‘炮轰’等内容。
”闻听此言，我不禁笑出声来。
卢弘兼有画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的文字中带有画家的想象与洒脱，画中又蕴含着文人的豪放与沧
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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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感谢卢弘老师——经过他艰苦的文学劳动，不遗余力地从尘封的历史中，把这个给中国革命和
中国工农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的“洋钦差”挖掘出来，使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增添了更加曲折而浓重
的色彩，也使毛泽民在莫斯科的点滴活动线索浮现在世人面前。
可以说，卢弘的文章为我出示了路标——去莫斯科，寻找毛泽民的足迹，揭示尘封历史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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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去，人们知道，毛泽民是在毛泽东的指引下走上革命之路的，人们还知道，毛泽民是红色政府
的“大管家”，是党的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创者。
但是，本书通过共产国际档案，揭开了两人兄弟关系中，鲜为人知的许多谜题：
　　毛泽民1939年去莫斯科治病背后，有什么更神秘的使命吗？

　　毛泽民在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

　　毛泽民在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政治立场如何？

　　为什么他能在在七大召开前五年，就在莫斯科提出反对王明做七大组织报告？

　　毛家兄弟各自的家庭生活，尤其毛泽民的三次婚姻结局如何？

　　毛泽民有没有受哥哥嘱托劝说贺子珍不要去苏联？

　　毛岸英和毛远志姐弟有怎样特殊的感情？
毛泽民牺牲后，小远新如何被留在中南海？

　　⋯⋯⋯⋯
　　通过“革命”（政治）和“爱”（家庭）两个部分，本书一层一层揭开了莫斯科解密档案背后，
有关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之间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史料解读、档案披露、细节描写⋯⋯诸多看点，图文配合，继《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之后
，新推出第二部党史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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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之一：耘山
1949年生于江西南昌。
曾就读北京十一学校，北京四中，解放军军事学院。
从军近二十年，参加过边境作战。
十多年来，寻踪外公毛泽民烈士的革命足迹，从湖南韶山、安源路矿、中央苏区，到陕北、新疆，直
至俄罗斯，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资料。
曾参与策划画册《毛泽民》和长篇传记文学《寻踪毛泽民》的出版发行工作，参与策划并组织四集文
献纪录片《毛泽民》的拍摄工作。

作者之二：周燕
1950年生于北京，曾就读北京十一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专业。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
从文十余年，著有《寻踪毛泽民》（合著），执笔整理《黄河恋红河情》、《政要专机的绝密飞行》
，主编《开国将帅和他们的儿女》等长篇传记著作。
发表《红旗渠之谜与杨贵的磨难人生》《彭德怀的八万言书手稿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张震上将离休
后》《志拓天疆王希季》《朱德、刘少奇中南海里的好邻居》《任弼时的妻子和儿女》《聚焦董必武
后人》等百余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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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民在莫斯科受到非同一般的礼遇
　　附图二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三章　使命之谜
　　从档案看毛泽民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政治立场
　　季米特洛夫通过毛泽民间接了解中国党内情况
　　从报告看毛泽民的政治立场以及对“左”、右倾路线的认识
　　毛泽民揭发米夫、王明等人欺骗共产国际的谎言
　　毛泽民对王明路线的批判比延安整风早了三年
　　附图三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四章　使命之谜
　?在共产国际监委会上炮轰李德的毛泽民
　　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将代表中共向共产国际起诉李德
　清算会上，红二师政委刘亚楼向李德开了第一炮
　　总供给部长杨至成指着李德的鼻子怒斥他不可一世
　　毛泽民有备而来，历数李德排斥毛泽东正确领导的错误与罪恶
　　马特维洛夫揭出李德老底，2多年后李德对毛泽民仍耿耿于怀
　　附图四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五章　使命之谜
　　扳倒王明！
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一支“特别梯队”
　　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写出一份有关党?错误问题的报告
　　当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时，毛泽民被留在了新疆，刘亚楼去了莫斯科
　　共产国际失去对王明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莫斯科呼之欲出
　　共产国际迫切了解毛泽东，毛泽民为兄长代填履历表
　　毛泽民参加共产国际高层会议，反对由王明作中共七大组织报告
　　附图五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第六章　使命之谜
　　憧憬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毛泽民
　　归期临近，毛泽民热切希望了解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
　　一口气向苏维埃农业现代化和商业政策提出五十多个问号
　　以苏联经验尝试新疆经济改革与基层民主普选制
　　附图六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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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卷·革命　兄弟之道
下卷·爱　革命者亦深情
后记　莫斯科归来的思考—兄弟加战友，革命何妨爱
附　毛泽民生平大事年表
附　毛祖人(毛泽东曾祖父)后裔简表
　文作霖(毛泽东外曾祖父)后裔简表
附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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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59年8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母亲毛远志说要带我和妹妹去中南海春藕斋看电影。
奇怪的是，她让妹妹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和红皮鞋，还为我从头到脚精心地收拾了一番。
当时，父亲在中南海工作，去那里看场电影是件平常事，本不用这么隆重。
直到进入丰泽园颐年堂，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要参加李敏姨妈的婚礼。
主持婚礼的正是我们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天，毛主席很高兴，谈笑风生地与母亲说了一阵很难听懂的家乡话。
他还摸摸妹妹的头、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整个下午，我就像在梦中度过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睁大眼睛看
着毛主席。
婚礼结束前，毛主席与宾客们在院子里合影留念。
他热情地招呼我和妹妹紧靠在他的身前。
从那张珍贵的照片上看，我站得笔直，端正得就像是毛主席身边的一名小卫兵。
后来，听李敏姨妈说，那天参加婚礼的客人是由她和姨父孔令华提名、毛主席做主定下来的。
毛主席特别关照她：“泽民二叔的女儿-你们的远志姐姐，是一定要请的。
”那时，我还是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母亲姓毛，是湖南韶山人，可能是毛主席的
什么亲戚。
但真正搞清母亲与毛泽东一家究竟是什么血缘关系，还是在1965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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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党史研究专家陈晋，看过本书后说：“毛泽民这次去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
讲，他是担负着相当特殊的角色。
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务实的、党的经济战线上的领导人，还是一位思想相当成熟，而且
达到很高层面的革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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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革命与爱：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是一本很有分量和深度的书，以档案为素材写的一本书，
有很多新的档案、历史事件细节的披露。
全书约40万字，配图300与幅，很多珍贵档案、照片首次披露。
已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审核。
　　自共产国际档案解密后，本书作者之一、毛泽民的外孙耘山，数次远赴俄罗斯，寻找毛泽民1939
年在莫斯科治病期间留下的大量档案。
这些新发现，不仅勾连起那段时期中共党内毛泽东与王明&ldquo;左&rdquo;倾路线斗争的诸多关节点
，也更新了对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的描述。
内中缘由，远比人们以往了解的更曲折、更复杂、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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