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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的号召，准备以各
种方式、各样形式进行纪念活动。
本书将对中共创始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思想、路线和作风与1925年入党的王明作一个实事求
是的比较研究，让读者知道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
误路线，什么是党的优良作风、什么是党的不良作风等等。
这是我写这本书所希望的。
    毛泽东比王明大9岁，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都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向往光明，
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积极学习进步书籍，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入进步组织行列，参加革命活动。
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最根本的不同算是人生追求的不同了。
因为，这是影响到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共产党后，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    《毛泽东与王明》这部书，是紧紧围绕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而展开，是非常艰难和曲折的。
正如2007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所说的那样：“道路问题
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就是党的事业的命脉。
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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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非常艰难和曲折的。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说的那样：“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
是党的生命，道路就是党的事业的命脉。
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
”这部《毛泽东与王明》是紧紧紧围绕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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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允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35年出生于浙江义乌尚经，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从1969年春开始，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与文稿整理工作，担任《毛泽东年谱》的调查、
编写和《毛泽东传》(1893－1949)的撰写工作。
在《毛泽东传》中写了25万字，该书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专著有《毛泽东三落三起》和《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合著编著有《中国共产党的
光辉七十年》、《毛泽东珍闻录》、《历史怎样选择毛泽东》等；主编的有《伟人的一生》、《毛泽
东的人际世界》、《毛泽东轶事》等3部5册275万字。
论文有《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遵义会议》和《毛泽东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等20
余篇，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党的文献》等中央报刊上。
应邀参加中共党史正本(1921－1949)的讨论和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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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匏瓜与牡丹——不同的人生追求
第一章 在历史的转折时期
第一节 在中共“五大”对面不相逢
第二节 王明宣传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
第三节 宣传教条化来源于教条化的学习
第四节 毛泽东为阻止革命逆转的斗争
第五节 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
第二章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王明搞教条宗派
第一节 起义前的准备
第二节 首举红旗起义
第三节 文家市转兵农村山区
第四节 王明教条宗派开始形成
第三章 毛泽东上井冈山创建根据地，王明宣扬“城市武装暴动”
第一节 团结改造“绿林”，恢复发展党的组织
第二节 军民结合三战三捷
第三节 朱毛会师井冈山
第四节 八月失败前后
第五节 创新“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第六节 王明在中共六大宣扬“城市武装暴动”
第四章 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王明鼓吹“城市中心论”
第一节 “围魏救赵”未实现
第二节 割据赣南、闽西二十余县
第三节 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第四节 古田会议和决议
第五节 星火燎原
第六节 王明鼓吹“左”倾城市中心论
第五章 毛泽东完善中国革命道路，王明以“左”反对“立三路线”
第一节 主持召开二七会议
第二节 提出“傍着发展路线”
第三节 反对本本主义
第四节 王明被捕、泄密、受处分
第五节 从紧跟李立三到反对“立三路线”
第六节 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第六章 王明全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成为中共中央的“花中之王”
第一节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坐镇上海
第二节 米夫操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第三节 会议实际上批准王明的两条路线
第四节 党内贯彻四中全会决议
第七章 毛泽东抵制“左”倾冒险错误，指挥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
第一节 一破铁围，活捉张辉瓒
第二节 二破铁围，蒋介石“泣”
第三节 三破铁围，促蒋下野
第八章 毛泽东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指责、排挤
第一节 赣南会议毛泽东受错批
第二节 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失掉了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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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指导宁都起义，组建红五军团
第四节 毛泽东抵制执行中央“打中心城市”，被迫隐退古庙
第九章 真金不怕火炼，毛泽东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第一节 毛泽东抱病下山，破解赣州危机
第二节 毛泽东率东路军，取得漳州大捷
第三节 毛泽东尽管已恢复兵权，但仍不受中央信任
第四节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被剥夺兵权
第五节 中央苏区大张旗鼓反对“罗明路线”，意在整肃毛泽东
第十章 毛泽东相忍为党，却被“左”倾教条宗派架空
第一节 毛泽东带“错”负责经济建设
第二节 毛泽东带“错”负责政权建设
第三节 毛泽东带“错”负责查田运动
第四节 毛泽东险些不能参加长征
第十一章 毛泽东在长征中力挽狂澜，引领红军实现伟大转折
第一节 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挽狂澜
第二节 毛泽东与“左”倾路线斗争三个回合
第三节 历史选择毛泽东，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第四节 毛泽东“而今迈步从头越”
第十二章 毛泽东领导红军继续长征
第一节 毛泽东四渡赤水布奇兵，红军甩开敌军
第二节 指挥红军巧渡金沙江
第三节 毛泽东挥师强渡大渡河
第四节 飞夺泸定桥
第十三章 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第一节 中央红军爬雪山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第二节 毛泽东、张国焘的北上南下之争
第三节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果断北上
第四节 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第十四章 毛泽东领导中央，奠基西北
第一节 毛泽东指挥红军反“围剿”取胜，巩固陕甘根据地
第二节 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新策略
第三节 毛泽东指挥红军东征，取得重大胜利
第四节 中央红军西征，实现三军会师
第十五章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第一节 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节 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第三节 准备迎接抗战高潮的到来
第十六章 毛泽东总结经验，重点批“左”倾，从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进行理论创新第一节
毛泽东政治上阐明新策略，批评“左”倾关门主义
第二节 毛泽东军事上阐述积极防御，批判消极防御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上阐发唯物辩证法，批判主观主义
第十七章 中国共产党争取实现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一节 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第二节 洛川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三节 毛泽东批准打平型关战斗
第四节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配合友军打忻口、太原保卫战
第五节 毛泽东领导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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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王明携共产国际“新方针”回国，毛泽东处境非常困难
第一节 王明佩带“尚方宝剑”归来
第二节 王明提议召开十二月会议，贯彻“新政策”，毛泽东很孤立
第三节 三月会议，王明继续推行“新政策”
第四节 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在武汉另搞一套
第十九章 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右倾错误
第一节 毛泽东让共产国际了解中共实情
第二节 组织传达国际新指示，连破王明“三计”
第三节 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
第二十章 毛泽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节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抗战
第二节 毛泽东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第三节 毛泽东批判王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第四节 毛泽东批判再版的教条主义典范
第二十一章 在整风运动中，彻底清算王明“左”、右倾错误
第一节 毛泽东主持召开“九月会议”
第二节 毛泽东起草《历史问题草案》
第三节 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确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第四节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个“九月会议”
第五节 大势已失，王明患病与所谓的“谋害事件”
第二十二章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和中共七大的召开
第一节 中共召开六届七中全会
第二节 王明对《历史决议》持两面派态度
第三节
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
指导思想；王明当选中央委员，名列倒数第二
第二十三章 王明从事法制工作，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第一节 王明在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
第二节 王明所谓第二次被毛泽东“毒害”
第三节 王明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第二十四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王明
第一节 王明负责制订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第二节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第三节 王明赴苏治病未归
第二十五章 中央仁至义尽，王明自恃于党
第一节 中共召开八大，王明仍当选为中委
第二节 中央对王明仁至义尽
第三节 王明白恃于党
第四节 批判王明全盘否定毛泽东诗词
第五节 批判王明的《中共五十年》
结束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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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月15日，王明在《向导》上发表第二篇文章《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不联系中国实际，
集中反映了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会议作出《关于
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的基本内容，甚至连大标题也几乎相同。
王明的尊师米夫自始至终出席了共产国际的这次会议，在他带来中国的文件中就有这次会议的基本文
件，也完全可能提供给王明写这篇6000多字的文章。
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布哈林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正面临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前途，“
要么中国走上和外国资产阶级妥协和结盟的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类似土耳其基马尔式的革命前
途；“要么中国走上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西欧无产阶级结盟的道路”，即无产阶级领导的非资本主义的
前途。
两种前途相互斗争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正在进行着。
王明遵循布哈林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资本主义前途，一个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这两个前途都有实现的可能，决定他们命运的只是那个阶级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文章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政
府”对立的局面。
两个政府代表两个前途，为了“使非资本主义前途得到保障”，就要“扩大和巩固以汪精卫为主席的
武汉政府。
扩大和巩固这个政府，就是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王明这种观点，正是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的基本认识，只不过是教条式的搬
过来而已。
    王明文章最后写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显的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目前斗争的方
向，并正确的规定了一切具体行动的策略；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同志代表左派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大会
表示对共产党大会所指出的革命前途和斗争方向完全赞同，并预料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一定可以使中
国革命发展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汪精卫实在是不值得这样的首肯，特别在共产党党刊
上散布对他如此信赖言论和诚恳态度，无疑对广大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产生麻痹作用，丧失对汪
精卫背叛革命的警惕性。
时间刚过去一个月，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已撕下假面俱，在“七·一五”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证明王明这种不联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理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给中国大革命带来多么严重的危
害。
    王明惧怕武汉岌岌可危的形势，又对陈独秀只让他当中宣部干事不满足，就想离开中国。
他跟着米夫于7月初离开中国，于8月初返回莫斯科，继续完成学业。
    王明在中国期间，不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写文章只是空泛地宣传理论，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生搬
硬套，说不出一句挽救革命危机的话，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列主义教条化，造成
了严重的后果。
要说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从哪里来，还得从王明到中山大学学习说起。
    王明是个进步青年，1925年秋入团人党后，千方百计地争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机会。
他一到校就取了一个俄国名字“克劳白夫”，被分配到第一班学习。
碰到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不通。
学校决定，第一期学生安排到俄国居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学习，然后把俄语学得好的十几个学生编
成俄文班，直接由教员用俄语上课，培养速成翻译。
王明原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加之能记会背，肯于钻研，俄语水平提高很快，成为俄文班的学生之一。
    中山大学学制两年，教学目标是为中国革命培养政治理论人才。
一般学生学习七门课，而俄文班主要学四门课：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和列宁主义
。
每门课都配备专门教员，列宁主义课程配备的教员，就是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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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文班以自学为主，由主讲教员先列出提纲，指定必读书、参考书和有关辅助材料，再由教师在课
堂里作概括的引言，然后让学生自学，作笔记，组织讨论，最后教员作总结。
王明对其他课程不感兴趣，对列宁主义基础却很感兴趣，特别卖力。
时间一长，就暴露出其中的奥妙，王明想讨好任课教师米夫。
    米夫任副校长兼列宁主义基础课，年轻有为，研究能力强，很有政治抱负，但是没有多少实际斗争
经验，更不了解中国国情。
他讲这门课，实际是宣讲斯大林1924年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
而斯大林这一著作是献给“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的，宣传对象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苏联先
进分子。
米夫讲列宁主义基础课时，照抄照搬斯大林的著作，不联系实际地向中国学生讲授，只能是从概念到
结论，就理论讲理论。
这一套方法，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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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毛泽东与王明》一书，是在15年前《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个专题的基础上，经过不断
研究发展起来的。
这期间，特别是最近几年，有关王明的材料从各个不同渠道涌现出来，如俄罗斯有关共产国际档案的
解密，陈云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等，都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这次单独出书，又增加了毛泽东艰辛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部分。
这样，这部书就比较完整了。
    二、还应当特别提出的，这本书所以能够写成，是与老伴李立新的理解和大力支持分不开。
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退休干部，又是长期吃药的病号。
要是没有她的全力支持，即使我有最大的能耐也难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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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的号召，准备以各
种方式、各样形式进行纪念活动。
黄允升编写的《毛泽东与王明》将对中共创始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思想、路线和作风与1925
年入党的王明作一个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让读者知道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党的优良作风、什么是党的不良作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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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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