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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泽东，中国革命的导师，中国各族人民爱戴的领袖，伟大的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以其对中国
革命和建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3个伟人之一。
湖南，伟人故里。
毛泽东出生在这里，他早期的革命活动也主要在这里展开。
他在湖南求学，成立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建立了湖南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了反对军阀的斗
争和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等。
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逐渐成长起来，最后迈向全国，走向世界。
湖南也是革命圣火燎原之地，毛泽东在这块土地上带动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者。
毛泽东是第一任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之后，在他的有生之年，李维汉、夏曦、郭亮
、易礼容、彭公达、王一飞、贺昌、宁迪卿、廖保庭、徐少保、任作民、高文华、周里、黄克诚、金
明、周小舟、张平化、华国锋都曾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他们的任期或长或短，有的长达十几年，有的则只有几十天。
他们与毛泽东的交往也有深有浅，其中有的与毛泽东有着三四十年，甚至近半个世纪的交往。
毛泽东一生眷恋故乡，新中国成立后，还曾50次回湖南，因而湖南省委书记与毛泽东更有着一层特殊
的关系。
因为资料有限，本书重点介绍毛泽东与李维汉、夏曦、郭亮、易礼容、彭公达、高文华、周里、黄克
诚、周小舟、张平化、华国锋等11位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交往故事。
这11位省委书记，有的是毛泽东的同学，有的曾是毛泽东的学生，有的是毛泽东的老乡，还有的与毛
泽东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李维汉与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
1918年李维汉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共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
李维汉回国后，在毛泽东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和易礼容是东山小学和湘乡驻省中学的同窗，在小学和中学时，他们俩就结下了很深的友
谊，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共同走上革命的道路。
——彭公达是毛泽东的湘潭老乡，也是毛泽东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得力助手。
在发动秋收起义的诸多方面，他与毛泽东意见一致，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坚定的支持者。
——郭亮、夏曦、高文华来到长沙时，毛泽东早已是大名鼎鼎的革命者了。
他们对毛泽东充满崇敬，经常参加毛泽东举办的各种学习班，聆听毛泽东的教诲，在毛泽东的影响下
，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秋收起义后，周里闻知毛泽东就在家乡以及附近的县乡时，几次找上门汇报、请示工作，并在毛
泽东的指示下开展革命活动。
解放后，他回忆说：“我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学生。
”——黄克诚、张平化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毛泽东。
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他们相知相交达半个世纪。
——周小舟在延安时期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与周小舟既是同志关系，又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还有着家人般的亲情。
——毛泽东称华国锋为“父母官”，对他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多了几分关爱，并委以重任。
毛泽东与他家乡的省委书记之间的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个侧
影。
  目前，有关毛泽东的书琳琅满目，其中涉及毛泽东与家乡的话题也很多，但以毛泽东与他家乡的省
委书记的交往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的，还没有见到过。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的选材是新颖的。
我们希望，通过编写本书，更充分地发掘有关毛泽东的历史资料，加深对毛泽东更深层次的研究，从
一个侧面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从而达到以史为鉴、指导未
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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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介绍了毛泽东与李维汉、夏曦、郭亮、易礼容、彭公达、高文华、周里、黄克诚、周小舟、
张平化、华国锋等11位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交往故事。
这11位省委书记，有的是毛泽东的同学，有的曾是毛泽东的学生，有的是毛泽东的老乡，还有的与毛
泽东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通过本书，更充分地发掘了有关毛泽东的历史资料，加深对毛泽东更深层次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更
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从而达到以史为鉴、指导未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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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系中共湖南省委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部门，又是省委主
管党史业务的工作部门。

（一）主要职能
在省委和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党史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划和组
织全省的党史工作；承担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征集、整理中共湖南地方史资料，研究
中共湖南地方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历史借鉴；编写湖南地方党史、党史大事记、组织史、党委工
作年鉴；编纂出版党史书刊、老同志回忆录；规划和组织湘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重要党史人物
生平和思想的研究，编写重要党史人物的传记；建立湘籍人物资料信息中心；运用党史资料和党史研
究成果，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史宣传教育，努力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参与组织重大党史事件
、重要党史人物的纪念活动；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全省重大党史题材出版物、影视音像作品的审查工作
；组织指导全省党史联络工作；负责省党史联络组的日常工作，为离退休老同志做好党史工作服务；
指导市州县党史部门的党史业务工作；培训市州县党史干部；负责统筹规划和组织省内有关单位开展
党史、党史人物及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开展党的一、二、三代领导核心的思想和生平研究；指导省
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省中共党史学会、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工作；参与组织开展国际间、省际间
的党史工作协作和党史学术交流；承办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有关部门和省委交办的其
它事项。

（二）机构沿革
1981年4月9日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4年更名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
委员会。
1989年3月成立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一套人员、两块牌子。
2000年10月更名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三）主要成果
30年来，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亲切关怀、热心指导和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
室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不断深化党史资政研究，全面推进党史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代表性的党史著作有：《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一卷（1919-1949）、《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二
卷（1949—1978）、《二十世纪湖南人物》、《湖南党委工作纪事》、《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等。

（四）内设机构
主要内设机构：办公室、征集研究处、人物研究处、宣传教育处、科研管理处、联络指导处；另有独
立法人事业单位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和《湘潮》杂志社。

（五）现任领导
主　任：陈克鑫
巡视员：刘建平
副主任：叶建军、张学军
主要成果
（一）基本著作
1、《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2、《湖南人民革命史》60万字，湖南出版社， 1991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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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湘之最》14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4、《湖南改革开放二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5、《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共4卷6本20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6、《中国共产党80年湖南图志》18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7、《我们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系列读本（包括党员干部读本、中学生读本、小学生读本
、幼儿读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8、《二十世纪湖南人物》180余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出版。

9、《走进新世纪——从十五大到十六大?湖南卷》65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11月出版。

10、《“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读本》（中学生读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1、《毛泽东的三湘情结》49万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12、《中国共产党新时期“三个代表”湖南画卷》10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13、《真理的光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列读本）32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14、《文明、卫生、科学》系列读本，30多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15、二十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党和人民的骆驼任弼时》，34万字，岳麓书社出版社，2003年12月
出版。

16、《毛泽东建党学说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17、《聚焦主席台》（上、下册），约6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18、《湖南党委工作纪事》2004年卷——2010年卷，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郑培民》26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20、《湖南重点工程建设50年》，3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21、《中国抗日年度焦点》20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22、《今日长征路图集》湖南篇，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23、《科学发展看湖南——从十六大到十七大》 48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24、《毛泽东和他家乡的省委书记》30万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25、《红军长征在湖南画史》26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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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一卷，68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6 月出版。

27、《抉择与巨变——湖南改革开放30年》，85万字、400余幅图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
版。

28、《风华正茂的岁月——新民学会纪实》26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29、《湘籍开国人物传略》（两卷）8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30、《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5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31、“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之《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共3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
社，2009年5月出版。

32、《主政湖南：1949—2009》， 25万字、上百幅图片，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5 月出版。

33、《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二卷（1949—1978），全书70余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出
版。

34、《走向富民强省——新湖南六十年画卷》 58万余字，照片700余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
出版。

35、《湖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精华本》， 50万字，40余幅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年12月出版。

36、《红色记忆——新湖南第一代执政者亲历实录》34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37、《周小舟纪念文集》44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二）影视作品
1、电视专题片《辉煌》六集，湖南卫视、经视台， 2001年7月播出。

2、电视文献片《黄兴》四集，湖南卫视2001年下半年播出；中央电视台2002年上半年播出。

3、电视文献片《毛泽东与湖南》，湖南卫视，2001年12月播出。

4、电视专题片《雷锋——我们的榜样》4集，湖南卫视，2003年3、4月播出。

5、电视纪实片《南下功勋——追寻南下入湘干部的足迹》60集，湖南教育电视台， 2009年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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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银髯——毛泽东与李维汉  组织新民学会，共同寻求革命真理  继任中共
湘区书记，共商湖南革命策略  危急关头，携手协力挽狂澜  延安整风，李维汉称毛泽东是他思想解放
的老师  共创统战理论，形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创造”  对资改造，“是
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建议“肃清封建余毒”第二章  追
求真理的“真同志”——毛泽东与夏曦  一师同学，“驱张”战友  接受真理，夏曦成了毛泽东的“真
同志”  北伐时期，同为国共两党“双料要人”  “左倾”盛行，夏曦与毛泽东思想上的背离第三章  “
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毛泽东与郭亮  导师引路，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投身工运，深得
毛泽东的赏识  并肩作战，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故友殉难，毛泽东痛心不已第四章  忘不了的故人—
—毛泽东与易礼容  校友之谊  青年之志  “驱张”战友  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进步组织的创建者与参与者 
相互关照的芳邻  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农民运动的谋划者  血雨腥风中患难与共  秋收起义后的分别  遥远
的牵念与关注第五章  唤起工农千百万——毛泽东与彭公达  老乡初识，携手同走革命路  开展农运，共
同开拓新局面  共赴危难，领导秋收起义  亲密战友，开辟革命新道路第六章  师生千秋情——毛泽东与
高文华  缘起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  “这个名字改得好”  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供材料  “
高文华，坐到前面来”  “土地问题怎么解决，你们下去调查吧”  “情况明，人事熟，你去很适合”  
“三山六水一分田，渔业大有可为”第七章  情系井冈——毛泽东与周里  “我是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
斗争时期的学生”  为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去毛泽东家中座谈农业合作化第八章  “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
——毛泽东与黄克诚  岗位不同，反“左”的心一致  成因直言，“老唱反调我看很好”  委以重任，毛
泽东屡次赞扬  电召上山，他却大唱反调  数有分歧，却一再呼吁“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第九章  
“小舟推动大舟”——毛泽东与周小舟  陕北汇报，毛泽东一见如故  委以重任，周小舟做过毛泽东的
个人代表  主政湖南，小舟变大舟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迷途羔羊”，被打入“彭德怀反党集
团”  走下庐山，坚持党性反“浮夸”第十章  风雨相随五十年——毛泽东与张平化  追随革命，张平化
支持毛泽东反对“烧杀”  纪凯夫案，毛泽东降了张平化的职  张平化回湘主政，毛泽东及时指点迷津  
重上井冈，毛泽东独选张平化  毛泽东三次发话，张平化逃过“文革”的几次劫难  毛泽东回湘久住，
张平化悉心安排第十一章  “讲老实话，是老实人"——毛泽东与华国锋  坦言“田瘦”，毛泽东夸华国
锋务实肯干  华国锋的“毛田经验”，毛泽东要坐牛车去参观  保持原貌，华国锋为韶山毛泽东陈列馆
建设尽心尽力  修建灌区。
毛泽东勉励华国锋学习舂陵侯  沉着应变，49岁的华国锋被毛泽东称为“老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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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他要“纠偏”！
1931年1月。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夏曦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3月，他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洪湖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被任命为书记，同时还
担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委员.主席团三人成员之一，成为指挥湘鄂西根据地的一号人物，时间
长达3年半之久。
在此期间。
夏曦否定毛泽东所探索并被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贺龙式武装斗争方式，极力推行王明“左
”倾路线、政策。
不仅如此，他还把党内军内正常分歧都当成“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
，开始大规模“肃反”。
他任命亲戚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此后两年间，他们先后抓捕和杀害了一大批
能征惯战的红军高级将领。
截止到1934年夏天，湘鄂西苏区总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肃反”。
内部乱杀再加上外部敌军进攻，在洪湖苏区鼎盛时曾有2万多人的红二军团，在同红六军团会师时，
人数下降到只有4000多人。
1934年10月末，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到达湘黔边后，代表中央严肃批判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
撤销了夏曦的领导职务。
分配做地方工作，任塔卧区苏维埃主席。
遵义会议后，夏曦进一步受到红二、六军团党内批评，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戴上了“取消主义”的
帽子。
经过批评和教育。
夏曦也从实际中看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对自己在湘鄂西苏区“肃反”时所犯的错误痛心疾首
。
他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
”在这之后，他总是希望以勤奋努力的工作来赎过错。
客观地讲，夏曦所犯的错误有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
当年受“左”倾错误的影响。
残酷危险的环境又要求内部高度一致和纯洁，加上夏曦本人多疑。
使湘鄂西的“肃反”铸成了弥天大错。
这是夏曦本人的悲剧。
也是当时各根据地几乎都未能避免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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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毛泽东是湖南人民永远的骄傲。
本书选题的提出，得到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重视。
为此，省委党史研究室专门组成了编写组，具体由科研管理处组织编写。
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有——主编：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克鑫；副主编：中共湖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刘建平，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厅级纪检员、副编审张学军；执行主编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副编审肖绮晖；执行副主编：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
处科长、编辑吴楚婴。
其中，张学军负责审稿，肖绮晖负责改稿、统稿，吴楚婴负责联系作者、组织图片。
本书主要撰稿人：黎风(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唐振南(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
室研究员)、龙正才(中共湘潭市委党史办原主任)、夏佑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王健(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馆员)、吴珏(广东商学院教授)、张检明(湖南省委党校教授)、刘强伦(湖南省委党校
教授)。
这些作者都是研究党史人物的专家，对所负责撰写的人物，都曾写过传记或整理过当事人的回忆录，
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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