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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贾章旺同志通过大量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记述了毛泽东同志光辉的一生。
深刻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丰富深刻的内涵，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之一。
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作者通过大量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记述了毛泽东同志光辉的一生，深刻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丰富深刻的内涵，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之一。
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全书语言通俗，情节丰富，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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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 延安(上)一 东征1935年7～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共产国际新的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
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政治报告。
报告对国际形势作了分析，规定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新
策略。
报告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对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具体阐述，指出在中国
应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起来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
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
国际“七大”，纠正自身长期的关门主义，转而执行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此文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提出抗日
救国10大纲领，并倡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号召全国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
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要全体同胞总动员，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
百万民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1920年5月，毛泽东应彭璜之约，与湖南一师的同学张文亮等一起试验工读生活。
在附近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一个月后，彭璜写信给湖南说：觉得这种工读生活，却也不容易办到，上海工读互助团不能说不失败
。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
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
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
我对于学问⋯⋯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
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到达深湛。
”对于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想研究，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3科；旅京湖南学
会，是一种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
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3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因袭、改良派，不是大国、创造、革命派；我太
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脑子不能人静，工夫难得持久，我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②北洋军阀内部直系、皖系、奉系之间争斗十分激烈，皖系段祺瑞政府摇摇欲坠，直系曹锟有取而代
之的架势，奉系张作霖愿意站在直系一边。
曹锟为了攫取北京政权，就将心腹大将吴佩孚从湖南撤回北京。
吴佩孚和湘军将领早有默契，吴佩孚自1920年5月5日起开始自衡阳撤退，他退一步，湘军就进一步。
皖系督军张敬尧的军队，既不敢和吴佩孚战长沙，也抵挡不住湘军快速北上。
1920年6月11日，这位作恶多端的张大帅，放了一把火，烧毁了自己住了两年的镇湘楼和荷花池的军火
库，夹带着30万元银洋，匆匆忙忙地逃出了长沙。
6月12日，湘军前锋进入长沙。
6月14日，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到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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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    我出生时，我们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5周年，那是一个美好的时光。
我家住在村子南面那条街的东头，守着村口，很开阔，太阳一出地平线就可以看到她。
刚记事的时候，对出生的这个世界非常新奇，每天喜欢早早地爬起来看太阳升起。
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太阳像暖暖的大火球慢慢地跃出，透过大地上蒸腾着的雾霭，给原野披上浅黄色
的淡装。
庄稼长得绿油油的，又粗又壮，在阳光照耀下的晨风中轻轻地摇曳着，透着勃勃生机。
    我很小的时候，养父生了一场大病，花去了家中所有能变卖的东西，家中剩下唯有四壁，后来发大
水，连四壁也泡塌了，生活非常困难。
但是我少年不知愁滋味，我的童年、少年，包括青年，尽管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我深深地感受到生
活在新中国的美好和幸福，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
每天的日程是上学、吃饭、玩耍和下地干些力所能及的庄稼活儿。
    尽管家贫，但家里很注重我上学读书。
就农村来说，我开始念书的时候很早。
父亲当时在本村教小学，我虽送人了，但他生怕耽误了我，他把我带到他的讲台上，在他教完他的学
生后的闲暇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启蒙，“大、小、多、少、上、下、来、去”这些字，就是这样
认识的，那时我最多5岁。
我真正入学是在1960年的秋天。
学校的地址是一个关公庙，雕梁画柱，墙上是壁画，非常生动。
因为是复式班，刚入校的坐在前面。
第一册我怎么学的，已经记不得了。
但我有一个特点，会背书，小学第一册语文我能一气将课文从头背到尾。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学期的开学，时间可能是1961年春节之后，入校后发了新书，记得新书的油墨
很好闻，接过新书，先贪婪地嗅闻着书内散发的扑鼻的芳香。
语文第一节课是“我们的教室我们的教室真好啊!毛主席的像挂在正面墙上。
我们一进教室，就看见毛主席的像”。
文内还有一课(第23课)是，“吃水不忘开井人，瑞金城外有个小村子，叫沙洲坝⋯⋯”这些内容终身
难忘。
小的时候，学校活动很多，经常上街去游行，那时的游行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野蛮，主要是歌颂
新社会、歌颂新生活的。
如唱歌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男女对唱是
：“(男)姑娘们，今年的麦子怎么样?(女)小伙子，一个麦穗半尺长!(合)怎么样?怎么样?一个麦穗半尺
长”。
回想起来，少年赶上新中国的春天是很美好的。
    我清楚地记得，12岁那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我高小毕业失学在家，我娘却为我去县城
读书准备好了行装。
她坚定地相信，我早晚会用得上。
果真如此，不到4年，我终于背着我娘亲手为我纺织的粗布被褥踏上了县第一中学的求学之路。
    我的一生是很幸运的，尽管家里很穷，我却一直读书到了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了国家机关，党把
我培养成了一名高级知识分子。
这些全托毛主席的福，托共产党的福，托人民养育的福。
我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没有交纳过学费，大学里的助学金基本上能满足生活需要。
    二    小的时候，我和整个社会一样，以对待神的感情对待毛主席。
我和对门儿的老兄从小学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我们俩曾经很认真地讨论过：毛主席能活140岁，那时
候我们是否还活着?1976年9月，那个时期我正处在生活的最基层——在公社砖窑场拉土，周围村庄的
高音大喇叭每天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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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下午三四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语调格外凝重，播出了一条令人无法相信的消息：
毛主席去世了!整个窑场被震动了，大家都互相传告。
那天收工稍早了一点，我顾不上疲劳，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朝家走，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十几里路
大约走了两个小时。
一遍一遍地听着全公社每个村庄的大喇叭播放着的这则讣告。
回到家里躺下来，还是一遍一遍地听着，一直到很晚。
心想，毛主席怎么这么早就走了?    1976年10月25日，中央正式公布逮捕了“四人帮”。
也就是这一天，公社书记通知我到公社放电影(1975年底公社曾派我去县城学习放映技术)。
1977年底参加了刚恢复了的高考，于1978年3月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
考上大学，自己认为一个农民能考入高等学府读书，是终生的幸运。
我从内心里非常感谢党和国家能给自己这样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
大学4年，我废寝忘食，刻苦读书，决心多学知识，报效祖国和人民。
    我读大学期间，正值思想理论界特别活跃的时期，自己有过很苦闷的时候。
我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国家的今天，也没有我们个人的今天；老百姓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做人不要忘本；否定毛泽东是一种政治上的短视；不能站在个人恩怨上随意否定一个人，尤其是像毛
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绝不能随意否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大将黄克诚的文章，读了这篇文章，我精神为之一震。
黄克诚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
的功勋。
很明显，没有他的艰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旗帜，很难设想中国
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
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其他人比毛
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全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实现三大
改造、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所作出的决策，都是英明、正确的。
”“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
不能比拟的。
”“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
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绝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
我们只有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
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
”黄克诚说：“我完全不是一个闭关主义者，我们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比如科学技术、企业管理
的科学方法等，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就绝不能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不可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
⋯⋯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是比我们高，但资本主义已经搞了几百年了，而我们国家才搞了三十年的社
会主义。
如果我们少犯些错误，情况还会好得多。
”“今天，我们要团结人民、战胜困难、聚精会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比如，
要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就要靠毛主席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以及艰
苦奋斗等一系列优良传统作风。
不能因为我们今天执政，当了‘官’，就丢掉这个宝贵的传统，贪图享受，吃喝玩乐⋯⋯这不是生活
小事。
这样的歪风邪气不制止，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腐败下去。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
众，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
当然，我不是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正确，他的某些话是讲错了或是过时了，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
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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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
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
”    1959年黄克诚曾在彭德怀事件中被牵连，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一起受到过错误的批判，粉
碎了“四人帮”才予以平反。
他出于公心，抛弃个人恩怨，站出来说实话，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维护毛泽东及
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他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三    1989年秋天，我开始动手撰写《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本书。
从资料中看出，毛泽东生前曾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沿着黄河走一遭；将自己的一生写下来。
因忙于国事，毛泽东的愿望没有实现。
我下决心把毛泽东的一生用自己的表述写下来，使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记着他，以他的精神、奉献、
毅力和决心做事，以他的智慧和英明做事。
自小我读过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和历史著作，最喜欢司马迁的《史记》，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全书我没有全读，几个人物传记读下来就已经叹为观止了。
我喜欢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本书我曾经很认真地读过，还摘抄了不少情节，还写过感想，此书
不是正史，我崇拜的主要是罗贯中的语言艺术，真是言简意赅、栩栩如生。
    在开始动笔之前，我曾反复考虑了3个月的时间。
我了解写这本书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我害怕是否能坚持到底?半途而废，不如不做。
但是，我不怀疑我的能力。
1988年3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晋察冀边区银行》，这本书是我的本职工作，编写这本书
用了6年时间，对我的能力和耐力是一个检验，我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
这本书出版后，深受有关部门和研究者欢迎，后来的很多著作和文章都把这本书作为参考书。
1988年6月《晋察冀边区银行》一书的姊妹篇《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出版，这本书是上本书没有收进
去的资料，有我多次访问健在老同志的访问记录和老同志的来信，总行一名老顾问欣闻要出版此书，
特送来了他一篇保存了40年的关于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的手稿。
后一本书的印刷是在我的紧紧叮嘱下进行的，印刷质量比第一本要好，印了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
曾记得广州市的一家信用社一下买去了30本。
1987年我参与了《河北省志·金融志》的资料搜集和编写工作，我为全书起草了篇目，还曾到沈阳、
大连、成都、重庆、北京等地搜集资料。
编志开始，我曾写过示范初稿。
本书中的革命根据地的内容是我写的。
这部110多万字的志书于1997年出版，我又为全书做了后期的审定工作。
此书获1998年河北省社会科学第六届优秀成果图书类三等奖。
1988年底我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决定编写出版《冀南银行》，领导委派我为此书的编辑。
在工作上，我的领导张以临给了我极大的信任，她是1954年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她的工龄等于我的年
龄。
她使我放开手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锻炼了我的能力，我非常感谢她。
《冀南银行》这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邓小平给题写了书名，薄一波、宋任穷等老革命家为此书题词
，河北省人大和政协的领导出席了为本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据考证，中国现存各类志书占中国现存各种图书的三分之一，可以说，中国的志书代表着中国文化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这种写作体例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有闻必录(一方面说明这种体例容纳的信息量大，只要发生的事
情都要记载；另一方面是写作记述要尊重历史事实，只要是发生过的事情，做史者都要凭着高尚的史
德如实记载，不能写成曲史，更不能写成歪史，换而言之就是要秉笔直书)、述而不论(只记载，不评
论)、惜字如金(字约而事丰，以较少的精练文字蕴涵着丰富的内容信息)。
鉴于中国志书的这种特点，中国的志书在海内外特别受推崇。
这种写作体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40年时间里没有得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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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倡各地编史修志，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写作体例才得到
挖掘和开发。
我有幸参与了本部门新中国第一次修志的自始至终的全过程，多年实践，四处求学，积累了较多的编
史修志经验。
    有了以上这些成功的经验，我不怀疑自己运用语言的能力和组织大部头著作结构的能力，搜集资料
对我来说也是驾轻就熟。
我主要考虑自己的身体是否能够坚持到底?时间是否充足?意志能否顶下来?3个月的时间，我酝酿好了
情绪，决定开始干!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此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要写到凌晨4时。
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快速休息，躺倒能够立即睡着。
3个小时之后，我便精神抖擞地上班去了。
在写作当中，我没有了星期天和节假日。
经常跑图书馆和大学、社会科学院去搜集资料。
好的参考书也买了不少。
为了弄清一个事件，要参考多篇文章和图书，有时要反复修改。
机关两个会打字的同事给予了无私的帮助。
这样，一气干到了1993年的春天，基本上用了4年的时间，独自撰写完成了这部书稿。
抱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愿望，自1993年至2003年，我一直在对书稿不断地做完善工作。
全书没有一句议论，采用了中国史家传统的老书体例，这一点在全国还不多见。
“文革”结束后的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包括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国共关系史、外交史、军事史、经济史等
研究领域出现了灿若星辰的专家和学者。
我庆幸赶上了这么好的时代，我尽力以做学问的严肃和严谨，认真地汲取各方面的知识营养，将这些
大量的材料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经过了10年思索与积累素材，10年撰稿与完善，历时20年，独
自一人完成了这部专著。
    初稿刚脱稿，毛泽东的儿媳邵华闻悉曾将书稿要到北京，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予以审读。
他们很赞赏我严谨、扎实的文风，对书稿的内容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毛新宇说：“被书稿深深地吸引了，连读三遍，关于我们家的事完全准确。
”    四    我们夫妻两地分居直到1987年初才得到解决，老母亲(养母)也随着我的妻子来到了石家庄。
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我母亲的身体很硬朗，家务活她做了许多，减少了我不少后顾之忧；我妻子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刚来石家庄的那几年，她身体不好，基本上都是她自己到各处看病，我几
乎没有陪伴过她；我的两个孩子也没有给我带来麻烦，有时节假日我把她们带到机关，大的照顾小的
，甚至给我把饭菜打来；我的领导非常理解我，给予我不少便利；我的同事给了很多鼓励，并对我的
所做给了很高的评价，给了我坚持到底的力量；我的亲属、同学均给予了我极大的关心和帮助，为我
这项工作而高兴，为不能及时面世而遗憾。
每想到他们，我觉得我只有加倍努力。
他们是我走向成功的动力，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此书还得到河北经贸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的贾凤翔、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贾丹、
河北化工学院质检系的王怀宁、河北工业技术学院的刘宇、河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的郭晓慧等同志的
无私帮助。
    感谢周玉芳、张秀芳、张海芬、庞宝奇、窦婵业、郝春霞6位同志无私的帮助。
    此书的撰写完成，我参阅了很多前辈人的著作和文章。
这些著作和文章在书中的每一章后均有详细记载。
对这些作者我谨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我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偶然从2003年8月6日星期三的《燕赵都市报》A10版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出生于1920年的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的贫苦农民贺云清，在旧社会家里无田无地，子承父业，靠长途
跋涉出卖劳动力为生，1948年在陕西参加解放军，成为西北解放军十九纵队二十二团机枪连的一名弹
药手，在枪林弹雨中立特等功1次、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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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荣获解放军勋章l枚。
1951年他所在的第一野战军召开全军劳模大会，他再获八一勋章l枚。
1951年转入西北空军警卫营三连当班长。
1951年3月1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还乡，隐姓埋名，务农为生。
在靠挣工分度日的岁月里，他和普通农民一样耕耘劳作。
由于家里先后添了7个儿女，工分所得口粮不够糊口。
为了让孩子们不饿肚子，他每天一早吃点红薯片就上坡，中午硬撑着不吃饭。
后来，为了多挣工分，他又主动申请修石堰。
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中处于断炊状态，靠一位村民的帮助才逃过了一劫。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他坚持没向组织上伸过手。
随着儿女们逐渐长大，家庭经济更加窘迫，50岁时跑到陕西的深山老林拉大锯，一干就是18年，终于
将子女们拉扯大。
在动荡的年代里，他因为得罪了乡党委书记，被取消了党员资格，这件事让他伤心了很久。
他本想找上级去评理，但最后还是默默地把所有的委屈咽进了肚子，继续过着平凡的生活。
如果不是老人在过生日时立遗嘱说漏了嘴，他的子女们也不知道父亲的光荣历史。
2002年11月28日是老人82岁的生日，与家人简单吃过午饭，疾病缠身的老人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开家
庭会议。
他庄重地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个包裹得很严实的东西，说：有一个秘密，我已经隐藏了很多年，是该
告诉你们的时候了。
在子女们诧异的眼光中，他向孩子们出示了一个盖有县武装部公章的证明。
看着儿孙们一脸的惊讶，老人脸上露出了自豪：“我这辈子虽然没有给你们置下很好的家业，但也没
有给你们丢脸。
记住，你爹这些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给的，希望你们默默做事，踏实做人，要时刻想着国家，要多为国
家分忧，千万不要以此为资本到处炫耀，更不能向政府伸手要钱，一切只能自力更生。
”儿女们当场泪流满面。
记者知道了这件事，果然在县武装部的档案室里查出了老人的资料。
采访中，记者很困惑，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老人宁愿自己和家人受尽磨难，也不向组织上伸手求援。
老人说：“当年毛主席亲口叮嘱我们这些劳模，不要吃老本，要为祖国建设再立新功，我一直记着呢
！
”老人说，每当他想讲出真相，耳边就回响起毛主席的这句叮嘱，自己立刻就会觉得汗颜。
这么多年连自己的亲人也隐瞒了，为的就是毛主席这一句教导，我希望子女们能够自力更生，不需要
沾老子的光，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这个故事看完以后，我的感受就是一句话：毛主席的话真顶事！
    记者许泉说，出乎预料。
    我与记者同感。
    贾章旺    2003年8月23日写于石家庄    2007年2月修订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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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时数载，遍阅典籍，勤奋著述，成就如此浩繁的一大工程，殊为不易，值得我们学习。
对于你的艰巨劳作和深挚情意，谨此表示敬意与谢忱。
　　——邵华本书通过大量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记述了毛泽东同志光辉的一生。
深刻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丰富深刻内涵，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之一。
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读了书稿，本人被深深吸引，连读三遍，备感亲切。
关于我们家的事完全属实。
　　——毛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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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套装上下册)》是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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