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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4年至1986年，我在和马齐彬、刘文军同志合作，主笔撰写《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一书时，多方搜
集了大量有关中央苏区的资料。
其中我对周恩来在中央苏区近三年的工作、生活和斗争方面的资料特别感到兴趣。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一书于1986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我即计划利用手头的资料另写一
本《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书，并已着手陆莓写了四五个章节。
但随后感到写不下去了，原因是，当时党史研究领域中的“禁区”太多。
它离现实太近，敏感的问题比比皆是。
而且写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无论是他纠正“肃反扩大化”的
错误和维护、重用毛泽东，都不好下笔，更不敢评论。
记得关于“宁部会议”，我写了两篇文章在《党史研究》 (该刊于1979—1987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
研室主编，作者是编辑部或员之一)上发表了，于是有关部门立刻打电话来质问编辑部负责人：“这个
黄少群是什么人?怎么老写‘宁都会议’问题?” 由此可见一斑了。
     可是，境外的一些史学研究工作者和某些个人，却不管我们的什么“游戏规划”，他们写的一些有
关中共党史的著作，在80年代前后又不断地流入国内。
其中如龚楚的《我与红军》，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司马长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严静
文的《周恩来评传》，等等。
不说其它，这些书籍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内容，就是大肆渲染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并
都对周恩来进行肆意贬损和恶毒攻击(我用“恶毒攻击”这四个字一点也不过分)。
如他们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泽东的，他一去就“
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 军权”，并特别点出“宁都会议”就是周恩来“刻意安排”专门“整治
”毛泽东的一次会议。
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惜笔墨，肆意发挥，将周恩来描绘成是一个冷酷无情、专事斗争、言词尖刻的“专
制家长”，而毛泽东则成了他手下“动辄得咎”、“挨批受气”的“童养媳”。
有意思的是，这些书籍中写到的这些问题，内容文字，同出一辙，而始作俑者就是那位中共叛徒龚楚
。
正如俗话所说的“谣言重复多次就变成了事实”一样，许多人对他们编造的 “事实”都信以为真了。
那时对港台购进来的书刊有个规定，即“内部阅览，不得外传”。
唯其如此，更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成为人们竞相猎奇的对象，连不相关的人也都想方设法要找来看
看，书中的谣言也就传播得更广了。
到了1986年，有位“闻名于世”的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先生来中国专门采访红军长
征的有关历史(当然是经中国官方允许的)，随后不久就出版了他那本《长征——前所末闻的故事》一
书。
我以为索氏也正是受了上述那些书籍的影响，所以他在书中写中央苏区那段历史时也认为正是周恩来
在中央苏区“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军权”，索氏并发表了许多新的“论断式”的语言。
如该书写道：周恩来从进入中央苏区后， “直到遵义会议前夕”，都一直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
东的中央局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攻委的职务，都由周恩来“替代”了，“周恩来与‘三入团’中的其
他人站在一道，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并饶有意味地这样论证说：“如果说，没有证据表
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阴谋。
”索氏此书在国内外广为发行，影响很大；而待别是他来中国采访时受到了我国官方全方位的优待和
访问了太多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因此他书中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人士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中国官
方和专家学者们都一致认可的。
     对港台书籍、对索尔兹伯里先生的书中关于周、毛关系的评论，国内史学界长时间即直到90年代初
都没有反应。
作者出于对周恩来的由衷敬爱，忍不住率先为文驳斥，也作一个“始作俑者”。
我先后写了《周恩来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建立》、《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周恩来对纠正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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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历史功绩》、《论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等文章，①除了在专业刊
物上公开发表外，还在纪念周恩来90周年诞辰的国内及中外学者研讨会上作过发言，对港台书籍上的
污蔑性言论作了驳斥，而重点则是对索尔兹伯里先主书中的论断进行分析。
文章和发言，当时颇受到不少人的关注。
据一位业内人士转告：前外长黄华访美，计划中有拜访索尔兹伯里先生一节，考虑该和他谈点什么。
这位人士向他建议：黄少群的《论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期和毛泽东的关系》一文中有针对索氏书中的
观点的分析，颇值得带去与索氏一谈。
黄前外长接受了这一建议。
     无可讳言，也有一些人们对我这些文章不以为然，特别对论周、毛关系一文，指责“这不是中共党
史的研究方向”。
作者曾在课堂上约略表述过这些观点(前已述及那时此种观点尚属“禁区”)，即受到个别人的公开或
私下的议论和指责。
     改革的春风荡涤着一切旧的东西，催生着一切新的东西。
而我经过十数年的思想沉淀和深沉思考，又想要触碰一下那还未明文宣布废止的“游戏规则”了。
我将旧稿翻出，按新的思路重新拟定章节，将原定书名《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改成《从中共中央到中
央苏区——周恩来的伟大功绩》。
贯彻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历史(即从1927年11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的重心是
在周恩来那里，而不在其他人那里。
不否认毛泽东此时期的功绩(如创建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并提出
了“乡村中心论”，等等。
但同时，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四方面军也已创立，并也都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等)，但中心是周恩来或实质上是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党中央，否则，“党的六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
这一结论就不好解释。
     按这个思路，对这本书的29个章节我采取了这样的结构：     第1—10章(1927年11月——1931年12月)
，写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六大以后实际上以他为核心)，耐心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大力扶
持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国的三大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和三大农
村根据地——中央苏区、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可以说都主要是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不断指示和
大力扶持下开始创建并由小而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同时写他向全党、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中国革命的“
乡村中心论”(毛泽东只是在一封党内个人通讯中首先提出这一思想的)，并曾引起国际的轰动；他又
倡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兼任书记和亲自奔赴中央苏区，实践他“乡村中心”的伟大思想，
从而在实际上将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移到了乡村。
书中还写了在他去中央苏区前夕，以他的大智大勇，连续克服了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给党造
成的惊心动魄的突发危机，并写了“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后”到“文革”期间江青集团利用“伍
豪事件”对周恩来的恶意攻击)。
——这10个章节表述了作者对中共党史传统写法的一种“标新立异”思想。
     第11一25章(1931年12月一1934年10月)，写他在中央苏区近3年时间的工作、生活和战斗。
写他的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军事指挥才能和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写他的
“立党为公，相忍为党”的崇高品质及在此思想指导下，以高超的党内斗争艺术对“左”倾冒险主义
者的斗争；特别写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对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倚靠、重用和信任，处处维护毛泽东，
抵制“左”倾领导者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书中同时驳斥了海外书籍中有关周、毛关系的臆测和错
说)，力争让毛泽东参加长征，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党的力量的精华，为党的路线转变作了准备。
——如果说，他在党中央工作时完成了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转变，那么，他到中央苏区
就是来实践他的“乡村中心”的思想的。
应该说，他和“ 乡村中心”的先行者们毛泽东、朱德等一道是很出色地履行了这一责任的。
特别是他对毛泽东，能慧眼识英才，在“左”倾领导者对毛泽东施以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极力
维护了毛泽东，不让“左”倾领导者将毛泽东整垮。
这件奇功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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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党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都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控制下，只有周恩来这样的地位才有可
能维护得了毛泽东。
而这样做，又需要有怎样的胆识、勇气、智慧和无私的胸襟啊!我的一个总结性_的看法是：没有周公
，哪有毛公?!没有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对毛泽东的维护，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党的路线的转变和实现毛
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现在的许多书籍包括正本党史书，都没有将毛泽东当成当时的毛泽东、将周恩来当成当时的周恩来来
叙述，而是都当成后来的毛泽东、后来的周恩来来写了，好象毛泽东当时就在“指导”着周恩来，处
处都比周恩来“高明”，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须知，当时周恩来是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下属，是周恩来领导了毛泽东和维护了毛泽东
，并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本书就力图恢复这一历史的原来的面貌。
当然，能否完全做到，还请读者评说。
     最后3章即第26—29章(1934年10月——1935年底)，是为了表述本书主人公这一阶段思想发展的完整
性而写的。
写他在长征初期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力撑危局，以他的勇气和智慧领导红军渡过难关，并逐步排斥
了博古和李德的领导，保证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遵义会议上他立党为公，力荐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
红军今后的行动，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拥护。
而他自己则甘居“助手”地位，并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又为开辟和巩固陕甘根据地作出了新的贡
献。
至此，周恩来终于为党找到了卓越的领袖，也完成了他由“ 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的伟大转变历
程，实现了他和毛泽东的终身合作。
     同时，为了这本书的思想更加完整，也为了突出这本书的中心，我将最近写的《周恩来从“城市中
心”到“乡村中心”思想转变历程述论》 ( 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作为本书的“代
绪论”，放在书的前面，而将《论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全文详见刘焱主编《中外
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版)一文作为[附录]，置于篇末。
谨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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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少群，江苏省江宁县人，1934年生。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党史部教授。
著有《毛泽东与红军一一从井冈山到古田》、《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中区风云一一中央苏区第一
至五次反“围剿”战争史》、《毛泽东的独特创造——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周恩来-在1927年至1935年>>

书籍目录

[前言][代绪论]一 抑制盲动，循循善诱纠“左”倾二 扶助红军，“农村割据”展新图三 如沐春风，顺
直矛盾得冰释四 原则分明，江苏省委服周公五 春风化雨，感动朱毛重握手六 欧洲之旅，国际论坛赞
周公七 面向全党，提出“乡村中心论”八 风潮陡起，背负重担渡难关九 力挽狂澜，稳掌舵柄战恶浪
十 智斗群丑，“伍豪事件”说从头十一 奔赴中区，纠正肃反扩大化十二 撤围赣州，支持毛公下漳泉
十三 立党为公，力荐毛公掌军柄十四 坚持原则，前方后方起争端十五 宁都会议，“无情”敢作“有
情”辩十六 力排干扰，苦口直言陈军情十七 激战在前，左右应付殚心力十八 “空前胜利”，“四破
铁围奇中奇”十九 整军经武，军事才华再展露二十 “左”倾专横，东方军团北闽行二十一 苦谏无功
，五反“铁围”失先机二十二 “顾问”专权，冒险主义遭败绩二十三 “闽变”流产，迫交军权回后
方二十四 消极防御，“崽卖爷田心不痛”二十五 红星黯淡，泪洒中区伤离别二十六 长征初期，艰难
困苦撑危局二十七 长征中期，力采众谋得转兵二十八 遵义会议，“推位让贤”传千古二十九 长征后
期，奠基陕北建新功[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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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利用一切机会继续阐明他对中国革命特点新认识的基本观点。
    7月5日，他应邀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在讲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又一次指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
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
”    7月下旬，周恩来会见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红
军的蓬勃发展情况。
这是来莫斯科前周恩来亲手整理的材料，介绍起来生动而具体。
斯大林居然被周恩来打动了，他改变了1928年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
命的第一位。
于是，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立即作出并发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
国革命运动底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
而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和政治坚定的红军，  “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
是第一等的任务”——这个决议案承认了中国革命与俄国不同的“特殊条件”。
这表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已经接受周恩来的意见了。
    可以说，此时周恩来已基本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束缚。
    四、明确提出“乡村中心”思想，倡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完成了思想上质的飞跃——从“城市
中心”到“乡村中心”的转变。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在努力纠正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乡村中心”的思
想，倡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实现了全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向乡村转移
。
    193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首次提出一个伟大历史性倡议：为巩固统一苏
维埃区域，“在苏区中必须成立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及群众的工作”。
总行委主席团接受了这一提议，立即决定在湘鄂赣三省成立中央局，直属中央。
    9月27日，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作《组织报告》指出：“全国共产党员人数已经由六届二中全会
时的七万人发展到十二万人，而其中大多数在苏维埃区域。
”接着，他明确提出了一个思想观点：  “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
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
。
”他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全国工作布置的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
    如果说，此前周恩来提出“主要特征”、“特殊产物”，分量还不够或不明确的话，那么这里周恩
来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心”二字，而且还论证了这个“中心”的条件和趋势：有致权、军队，“要发
展及于全国”，这应该说“乡村中心”的露想是十分明确了。
    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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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27年至1931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是党的白区工作的政策制定者、秘密保卫工作的
创建者。
顾顺章叛变事件后，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
斯大林曾希望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周恩来却自认为不适合当第一把手。
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拥护毛泽东领导全党，自己此后几十年间一直自愿担任
辅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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