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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
毛泽东的伟大来自平凡，毛泽东的智慧来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他善于接受世界上先进的革命思想
。
他的性格、他的爱好和他的生活习惯，无不昭示了他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好儿子和中国革命的杰出领袖
。
他从韶山走来，带着湖南偏僻乡村中的泥土和尘埃；他从长沙师范学校走来，带着学生时代的书生意
气和立志改造中国的诸多幻想；他从中国大革命的炮火中走来，带着弥漫的硝烟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从秋收起义的农民暴动中走来，带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斗争实践领导了中国的武装革命；
他从井冈山走来，带着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坚强信念；他从瑞金走来，带着中央苏区反“围剿”的
胜利，也承受着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从长征路上走来，带
着遵义会议的曙光，拨正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航程，带着雪山上的豪情，带着草地沼泽中的泥
泞；他从延安走来，带着八年抗战的雄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带着抵御外辱的民族气节和与日寇打持
久战的策略与决心；他从西柏坡走来，带着与国民党军队决战、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解放全中国
的决心；他从天安门城楼上走来，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从
大跃进的年代中走来，带着尽快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他从“文化大革命”中走来，带
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期“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雄心和目睹混乱状态下难以名
状的“痛苦”与人到晚年的“无奈”——他带着历史的创伤、民族的苦难，带着无数先烈、战友的牺
牲和失去诸多亲人的悲痛，带着民族的希望和历史的重托，带着改天换地的凌云壮志和扭转乾坤的宏
伟气魄；他从苦难的旧中国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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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真实的笔触记述了在毛泽东的人生历程中所发生和存在的60个未竟心愿与“遗憾”之事，如双
亲去世人未还；希望再见贺子珍；想完成南水北调工程；绿化北京郊区；期望青藏铁路通车；念念不
忘台湾岛；最终没能回韶山等等，真实地展现了生活中的毛泽东，较为详细地向人们展示了作为领袖
人物亦有难以实现的愿望和不尽人意的事情发生。
本书行文严谨，记事准确，从不同视角展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和他为国为民的博大胸襟以
及他既是常人又不同于常人的非凡神采和高屋建瓴的伟大风范，同时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
在客观世界上，凡是人，都不可能超越现实，也不可能实现客观世界不允许实现的任何事。
    本书对我国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积极作用，并对党史研究和我国国史研
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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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邸延生，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
1948年4月生于延安，1969年加入空军高炮部队，1970年执行援外任务，7次受部队通令嘉奖。
1973年调武汉空军从事文艺创作，剧作《鹰击长空》荣获大军区一等奖。
1983年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宣传干部、记者和编辑等职。
 
    多年来共出版专著近20部，发表诗词和文章400余篇。
主要代表作品有：散文集《风雨人生》、诗词集《岁月回眸》、小说《父与子》、纪实文学《橄榄枝
与黄玫瑰》等。
 
    近年来先后撰写了“邸延生伟人系列丛书”之《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和《历史
的真言——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许多章节被多家报刊、电台
连载或连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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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革命征途风雨飘摇多艰险 几多心愿未达目的遗憾深一、沩山游学明心志未能劝阻萧子
升掩映于古木绿荫之中的密印寺，坐落在湖南省中部的沩山上。
1917年夏季的一天，这座颇有名气的庙宇迎来了两个旅行者。
一位是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另一位是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的萧子升。
两个年轻人利用暑假结伴从长沙出发，到乡间游学。
途经沩山，便登山造访。
入得寺来，俩人向老方丈求教一些有关佛学的事，同时谈了他们决心徒步旅行湖南各地、深入了解社
会和考察民情的目的。
“善哉！
”老方丈很佩服这两位年轻人的志向，接着问道：“两位施主为何要轻装呢？
”萧子升说：“我们有心不花一文钱。
”继而又说，“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是也都一文不名吗？
”毛泽东则向老方丈表白心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孔子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乐趣也就在其中了！
我坚信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老方丈见毛泽东气宇轩昂，说话间充满了激情，不由得为之惊叹，当即微闭了双目，合掌施礼说：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稍后，老方丈睁开眼睛面向萧子升，似乎毛泽东不存在，只对萧子升一个人大讲佛门的美德。
当他委婉地表达想要萧子升皈依佛门时，萧子升连忙摇头说：“弟子凡心未了，我还要研究学问哩！
”老方丈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了遗憾的神情：“萧施主不知吕洞宾和曹国舅么？
”“他们是道人不是僧人。
”萧子升说，“弟子还是愿意以改造中国为目的。
”“只怕萧施主今日不留沩山，以后也断难留在中国。
”老方丈恳言道，“萧施主若能听老衲一言，可免去日后的诸多劫难。
”毛泽东不相信地说：“他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不想再出去了。
”“此一时，彼一时也。
”直到这时，老方丈才合掌面向了毛泽东说，“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还望不吝赐教。
”“我们是来向大师求学问的，怎么敢当‘赐教’二字？
”毛泽东恭敬地说，“请师父只管问。
”“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
”老方丈问，“中国宗教何以能和谐共处？
”毛泽东说：“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几种宗教能和谐共存，对中
国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
”老方丈望着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只望毛施主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
”又说道：“毛施主日后如能到得山、陕二省，可去五台山和白云山；五台山乃我佛家圣地，白云山
上有贫僧的一个小师弟在那里住持，还望毛施主善视之！
”毛泽东说：“我记住大师这句话了。
”当夜，毛泽东和萧子升二人留宿沩山。
临入睡，萧子升向毛泽东发牢骚说：“也不晓得这老和尚是怎么想的，为什么非要劝我留在这里？
”“可能是他这里缺少有文化的人，想留你在这里抄写经书也未可知。
”毛泽东这样分析着。
“夜长梦多⋯⋯”萧子升说，“明天我们还是快走吧！
”毛泽东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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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后——1939年3月下旬的一天，从苏联回国的萧子升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热情接待了他
的这位青年时代的老同学，并留他在一起吃了晚饭。
1941年1月29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读了萧子升写的一些街头诗，很高兴，随即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
诗读过了，很有意思。
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
有暇望来谈。
这一时期，延安广泛开展了街头诗运动。
诗人把自己写好的诗贴在大街的土墙上、石头上或者树干上，有人还直接写在街道两旁的墙壁上或拿
到群众中去读，以接受群众的批评。
萧子升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后来，萧子升离开了延安。
20世纪70年代初，久居巴黎的萧子升曾几次写信给北京，吐露他一心想返回祖国的强烈愿望；但当他
从友人手中收到一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转交给他的信函时，人已经躺在医院里，不久便
去世了。
当毛泽东得知他的这位老同学在法国病故的消息时，对他的另一位老同学周世钊说：“我很后悔当初
没能劝他留在沩山⋯⋯”周世钊问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便讲了当年和萧子升一起游沩山密印寺的往事，并叹息着说：“如果当初我能够劝他留在沩山
，或许他就不会死在法国了⋯⋯”二、岳麓山上建“新村”“理想主义”难施行一个崭新的社会模式
——“新村”在湖南长沙郊外的岳麓山诞生了。
这是1918年夏天的事情。
名为“工读同志会”的组织，是青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创建的。
当时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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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的遗憾:毛泽东的未竟心愿》：青年时代书生意气多梦想几多心愿未达目的遗恨长为民族 闯天
下忠孝两难全 痛失骄杨终生憾激壮志 历坎坷风雨几沉浮 十个子女七个亡治黄河截长江事事尽规划 康
藏铁路未通车谋发展 多忧患 “文革岁月长”从此不上天安门思故里 念家乡 伟人也是人 最终未能回韶
山英雄暮年壮心不已徒增憾 怅怀国事力不从心多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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