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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作家叶永烈就他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
介石》回答了编者的提问。
问：你为什么要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答：起因是我在前几年经过多方采访，写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三十多万字历史长篇《红色的起
点》，在建党七十周年前夕印出，二十多家报刊加以连载、选载或摘载。
朋友们建议我继续写下去，从"红色的起点"向前进。
于是，我上井冈山、入瑞金、进遵义，进行了一系列实地采访，又写出四十多万字的《历史选择了毛
泽东》。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可以说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我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道路继续写下去。
我去西安、延安进行了实地采访，还去重庆、南京、北京等有关的地方采访，写出五十多万字的续篇
《毛泽东与蒋介石》。
这部长篇写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了蒋介石"的历程。
《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构成"红色三部曲"，一百多万字，从
中国共产党诞生写到新中国诞生。
问：书名为什么叫《红色的起点》？
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红色之路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
《红色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前夕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长篇如此详尽地记述这一重大事件。
这本书一字不易，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只是为了适应当地的图书市场，改了一下书名。
香港版叫《中共之初》，台湾版则叫《大机密》——因为台湾读者几乎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
的，所以这本书对于他们来说是"大机密"！
《红色的起点》是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名字，《中共之初》则是中性的书名，《大机密》则带有浓厚
的商业色彩。
从两岸三地对于同一本书的三个不同的书名，反映出两岸三地不同的政治倾向。
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
我作为上海的专业作家，写作《红色的起点》，可以说占了"地利"的优势。
《红色的起点》采用T字形结构，即既以写横剖面为主——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断代史，又
写及纵剖面——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这样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
问：为什么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答：《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部长篇是从特殊而新颖的视角——领袖史，来写中国共产党，来写毛泽
东。
领袖是党的舵手。
党的成败，领袖起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诞生之后，没有成熟的领袖，因此早年"左"右摇摆不定，像走马灯似的更换
领袖：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到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到王明、
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走过了一右三"左"的曲折道路。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中共创始人之一。
不过，在一开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山露水。
在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排名第十二位(当然，当时排名顺序并不很严格)。
然而，他坚持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即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
动战术，粉碎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
虽然他多次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打击，甚至被剥夺军权，但实践证明了他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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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冬，长征途中，在"左"倾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大败于湘江，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
顾问李德威信扫地，党内、军内要求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的呼声日高。
这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乃是历史选择的
结果。
 事实表明了历史对毛泽东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
议，这十四年间经历了一右三"左"的挫折；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也是
十四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前十四年和后十四年的鲜明对比，表明了毛泽东的正确，表明了领袖的重要作用。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正是基于以上的思索写成的。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分别出版了港、台版。
香港版的书名是中性的，叫《毛泽东之初》，而台湾版的书名，令人不可思议，叫《毛泽东的掌权术
》！
不过，尽管根据台湾的市场情况改了书名，但是内文一字不易。
 问：《毛泽东与蒋介石》写些什么呢？
 答：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国共两党的旗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合作和
斗争，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
 诚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毛泽
东，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
" 我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即毛泽东和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谈谈打打
、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
 我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手法，不断将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比较，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
从他们在二十年代初识，比较到七十年代他们相继去世。
 《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样分别出版了港、台版。
台湾版书名就叫《毛泽东与蒋介石》，分上下两卷，而香港版书名则叫《毛蒋争霸录》。
 《世界日报》多次以三分之一版的篇幅，刊登《毛泽东与蒋介石》台湾版广告：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
个人传记多如牛毛，但将这两位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国共两党领袖，以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合
在一起来写，本书应是第一本。
正因为作者选择了特殊的视角和人所未用的手法，使本书令读者耳目一新。
" 问：这三本书为什么叫"红色三部曲"呢？
 答：前面已经说过。
 第一部《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第二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
有了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了蒋介
石"。
 我正是用这三句话，概括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这三句话，也是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概括，所以叫"红色三部曲"。
 "红色三部曲"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我在初版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修改、补充，出版新的版本。
 问："红色三部曲"是纪实小说吗？
 答：不，不是纪实小说。
"红色三部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用文学笔调写党史，属于新品种——"党史文学"。
它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讲究史实的准确性。
正因为这样，我作了大量的采访，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著。
我注重"两确"，即立论正确、史实准确。
由于进行了多方采访，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因此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新鲜。
 问：除了"红色三部曲"之外，近年来你还写了哪些作品？
 答：《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这"红色三部曲"属于"红色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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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五十万字的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也属于"红色系列"。
 。
 我还写了"黑色系列"，内中有"'文革'人物系列"，即系列长篇"'四人帮'兴衰"——包括《江青传》、《张
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四部长篇传记。
《陈伯达传》也属于这一系列。
此外，我写的七十万字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同样属于"黑色系列"。
 我还写了"名人系列"，出版《名人秘闻录》、《名人风云录》、《名人悲欢录》、《名流侧影》以及
《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粱实秋与韩菁清》、《是是非非何智丽》等书。
 我的《行走美国》、《行走俄罗斯》、《行走中国》、《受伤的美国》以及《五光十色美丽岛》等，
组成"行走系列"。
 我的纪实摄影集《叶永烈目击历史》、《叶永烈目击美国》、《叶永烈目击俄罗斯》、《叶永烈目击
欧洲》、《叶永烈目击台湾》等，又组成"目击系列"。
 此外，八十四万字的《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六十四万字的《是是非非"灰姑娘"》以及
即将完成的《出没风波里》，这三部长篇构成我的"自传三部曲"。
 在二○○二年秋，我完成了政治幻想小说《毛泽东重返人间》，写的是毛泽东回到改革开放的新世纪
中国。
接着，我着手创作《蒋介石重返人间》，写的是蒋介石回到陈水扁掌权的台湾。
我还创作了《斯大林重返人间》，写的是斯大林回到早已解体的苏联。
这三部长篇小说构成"重返人间三部曲"。
 这七大系列，便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概貌。
在长篇创作的间隙，我写了不少散文，《叶永烈散文选》、《叶永烈笔下风情》、《心中的花》等便
是我的散文选集。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于二○○四年四月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同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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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谈谈打
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
    本书作者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对毛泽乐与蒋介石都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不断将他们进行比较，
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
从他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识，比较到七十年代他们相继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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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
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十一岁起发表诗作，十九岁写出第一本书，二十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二十一岁写
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新著为“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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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关于“红色三部曲”答记者问小引  世纪之棋第一章  最初岁月  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孙中山电催
蒋介石赴粤  国民党“一全”大会冷落了蒋介石  毛泽东春风得意进入国民党高层  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
境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毛泽东携妻回故里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毛、蒋在国民
党“二全”大会一起登台  “政治新星”蒋介石处境不妙  蒋介石披起“红衣衫”  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头一回痛斥蒋介石  蒋介石果真“得步进步”  毛泽东专心于农民运动  蒋介石陷入国民党内群
雄纷争之中  国共分别确立了蒋介石、毛泽东为领袖第二章  幕后密使  陕北小城保安成了“红都”  “
马夫”叶剑英潜入西安  毛泽东、张学良之间架起了热线  天主教堂里的彻夜密谈  毛泽东从“反蒋抗日
”到“逼蒋抗日”  杨虎城曾两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色密使频访杨虎城  射向汪精卫的子弹帮了蒋
介石的大忙  何香凝的裙和续范亭的血  波茨坦号上奇特的“随员”  国共莫斯科密谈  肩负重任的“红
色牧师”  在上海四马路暗中接头  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幕后对话  张子华穿梭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筹划
中的蒋介石、周恩来的秘密会谈  周小舟联络“姜府”和“龚府”  “小开”架起新的国共之桥  潘汉年
、陈立夫会谈于上海沧州饭店  毛泽东的“决战动员令”和蒋介石的“猛力进攻”  从“山穷水尽”到
“柳暗花明”第三章  西安斗智  刘鼎子夜急购干电池  华清池笼罩着紧张气氛  张、杨终于发出扣蒋令  
九秩老人张学良回首话当年  “先礼”不成，这才“后兵”  古城西安沸腾了  毛泽东笑谓“元凶被逮，
薄海同快”  南京衮衮诸公意见纷争  毛泽东提出公审蒋介石  宋美龄急派端纳飞赴西安  红军先声夺人
：占领延安  周恩来成为“西安之谋主”  拘押之中的蒋介石  中共、张、杨结成“三位一体”  苏联否
认“莫斯科魔手”  斯大林反对“倒蒋”  毛泽东改变了对蒋策略  中共定下“和平解决”、“放蒋”方
针  宋美龄终于飞往“虎穴”  “三位一体”和“二宋”谈判  阔别十年蒋介石、周恩来晤谈于一室  圣
诞节的“最大赠礼”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圣诞之夜都未合眼  毛、蒋对西安事变作了“书面对话”第四
章  再度合作  蒋介石又在演戏  审张、赦张、幽张  密使又活跃起来  顾祝同、周恩来西安会谈  曲里拐
弯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蒋介石和毛泽东讨价还价起来  西子湖畔蒋、周会谈  毛泽东笑谈“换帽子”
 枪林弹雨突然朝周恩来袭来  蒋介石居然要毛泽东“出洋”  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蒋介石密邀毛
泽东赴南京  中共首脑聚集洛川私塾窑洞  国共终于第二次合作第五章  并肩抗日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
日中分工合作  蒋介石在上海血战日军  毛泽东再度成为“游击专家”  南京陷落于一片血海之中  毛泽
东以“齿病”婉拒蒋介石之邀  毛泽东致信蒋介石盛赞其抗日精神  毛泽东战胜了分庭抗礼的王明  汪精
卫突然出走河内第六章  皖南突变  蒋介石着手“溶共”  毛泽东坚决拒绝“溶共”  “摩擦”成了最流
行的政治术语  毛泽东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反摩擦方针  周恩来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  蒋介石“三
喜临门”  你发《皓电》，我来《佳电》  毛泽东和蒋介石眼中的叶挺  叶挺、项英先后掼纱帽  蒋介石
下令解决“N4A”  蒋介石在圣诞节演了一幕轻喜剧  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  叶挺军长身陷囹国  项英之
死迷雾重重  皖南事变引起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论战第七章  风云多变  国共关系陷入僵局  蒋介石想找台
阶下台  毛泽东在参政会得了大面子  蒋介石夫妇笑宴周恩来夫妇  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毛泽东以“感冒”为由第四次拒晤蒋介石  蒋介石、林彪重庆谈判  共产国际的解散如同“新闻原子弹
”爆炸  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最高领袖  毛泽东抓住张涤非来了个“质问国民党”  蒋介石的《中
国之命运》引起一番风波  蒋介石出席开罗“三巨头”会议  赫尔利邀毛泽东去重庆会晤蒋介石  赫尔利
和蒋介石的双簧  对台戏：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第八章  重庆谈判  毛泽东说“蒋介石在
磨刀”  妙棋乎？
刁棋乎？
  各方关注延安枣园的动向  毛泽东决策亲赴重庆  毛泽东的八角帽换成了巴拿马盔式帽  枣园·桂园·
林园  国共两巨头历史性的握手  初次会谈风波骤起  国共谈判在山城艰难地进行着  各方关注桂园“何
先生”的行踪  “毛诗”引起的“《沁园春》热”  毛泽东临别前山城突然响起枪声  周恩来冷静平息“
谋杀”风波  毛泽东握别蒋介石第九章  国共决战  《双十协定》只是“纸上的东西”  迷航的飞机泄露
了蒋介石的天机  大规模内战正“不宣而战”  马歇尔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  紧张时刻发生紧张事件
 毛泽东笑称蒋介石是“纸老虎”  毛泽东用林冲战略对付蒋介石  蒋介石为“光复中共赤都”兴高采烈 
毛泽东笑谓胡宗南“骑虎难下”  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  蒋介石步上中
华民国总统宝座  大决战前夕双方摩拳擦掌  东北之败使蒋介石气得吐血  五十五万蒋军受歼淮海  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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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在没有硝烟中交接第十章  风卷残云  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之死  毛泽东和蒋介石新年对话  毛泽
东斥责蒋介石求和是虚伪的  蒋介石忍痛宣告“引退”  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毛泽东论蒋介石、李
宗仁优劣  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受到冷遇  敏感时刻发生敏感事件  “紫石英号事件”震惊世界  百万雄
师过大江  毛泽东通向李宗仁的“暗线”  蒋介石在上海差一点被活捉  国共之战已进入尾声  别了，司
徒雷登！
  五星红旗的诞生  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开国大典  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瞥  杨虎城将军遇害第十一
章  隔着海峡  蒋介石只能实行第三方案  蒋介石对退往“美丽岛”作了周密部署  蒋介石迫使李宗仁让
位  蒋介石反思失败的原因  美国政府既“抛蒋”又“弃台”  朝鲜的枪声使蒋介石喘了一口气  毛泽东
的解放台湾和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迷雾  周恩来在万隆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章
士钊和程思远各负特殊使命  曹聚仁为北京和蒋经国牵线  蒋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访北京第十二章  未完的
棋  万炮齐轰金门震惊了世界  金门成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争斗的焦点  叶飞透露了炮打金门的内情  曹聚
仁在紧张时刻出现在北京  戏剧性的炮击金门  毛泽东的经济失误使蒋介石幸灾乐祸  毛泽东笑谓李宗仁
归来“误上贼船”  曹聚仁穿梭于北京一香港一台北  “文革”狂潮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
石都着手安排身后事  基辛格密访北京如同爆炸了原子弹  台湾被逐出联合国成了太平洋中的孤舟  尼克
松眼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派章士钊赴港“重操旧业”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垂垂老矣  蒋介石自知
不起口授遗嘱  病危的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  邓小平和蒋经国继续着那盘没完的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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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珠江在缓缓地流淌，波光粼粼，像一条闪光的围巾，围在广州的脖子上。
虽说已是腊月，这里却无寒冬之感，街头巷尾的大榕树依然翠绿，姹紫嫣红的花儿把这座五羊城点缀
成一座花城。
1923年岁末的广州，充满春意。
理着平头、留着八字胡的孙中山画像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随处可见。
国民革命军战士们戴着大盖帽，背着长枪，在车站、桥头、大楼前站岗。
只有在广州西南、珠江的一个小岛——沙面，才会见到英国的巡警。
那里是英租界。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拿洋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英国人在这里建起了一幢幢欧式小洋楼。
用黑色沥青铺成的新式马路，正在市内伸展。
公共汽车已经出现在街头。
只是那些小巷依然那般狭窄，连阳光都难以照进去。
不论是浓妆艳抹的小姐，还是脸色黝黑的女苦力，差不多都迈着一双大脚。
那年月在北方农村还能见到的留长辫的男人，在这里早已绝迹。
一位身材颀长、穿一身灰布长袍、足蹬一双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现在广州街头。
他的头发长而密，眉毛却稀疏，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侧长着一颗醒目的痣。
他手提行囊，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那模样颇似在“文革”中印行了九亿张之多的刘春华笔下的油画
——《毛主席去安源》。
子日：“三十而立。
”毛泽东刚刚过了他的三十华诞。
他出生于清朝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日，他向来过阴历生日。
直至20世纪40年代他的名声大振之后，他的出生日期才被人“译为”公历——1893年12月26日。
此后，他才开始在公历12月26日过生日。
也真巧，1923年的12月26日，恰恰是阴历十一月十九日。
他从长沙来。
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住着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毛岸青。
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这一回难得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对任劳任怨、独
力挑起家庭重担的爱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无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依大陆习惯，称国民党“一大”，而台湾则习惯称国民党“一
全”大会，本书为叙述方便，采用后一种称谓)在广州召开在即，作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里。
毛泽东颇重感情，离别妻子之际，挥笔写下一首情深意长的《贺新郎》，托出一颗赤诚之心：挥手从
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才、情，跃然纸上。
毛泽东不愧为诗中高手，后来博得诗人美誉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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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贺新郎》情意绵绵，已显示出他的诗词功底非同凡响。
毛泽东经衡阳，过韶关，一路风尘，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广州。
一回生，二回熟。
对于毛泽东来说，广州已不是陌生之地，因为他在1923年6月曾来过这座南国名城。
他来到广州永汉路太平沙望云楼，那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寓所。
四十来位中共代表聚集在那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
身材壮实、声若洪钟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要求
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张国焘表示坚决反对，毛泽东则表示积极支持。
结果，在投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张国焘落选了，毛泽东以三十四票当选。
会议选出的五位中央执行委员分别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和蔡和森。
陈独秀仍任委员长。
毛泽东任中共中央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既是中共党员，又
是国民党员。
毛泽东在广州勾留到9月，然后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
不久，他离沪返湘，在长沙住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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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色三部曲3:毛泽东与蒋介石(最新版)》：著名作家吉永烈携最新版“红色三部曲”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六十华诞献礼。
红色经典追怀峥嵘岁月，抽丝剥茧呈献党史真相。
作者把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红色历程，概括为三句话，用三部纪
实长篇描述，称之为“红色三部曲”：中国有了共产党——《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
泽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毛泽东与蒋
介石》。
毛泽东，蒋介石。
他们都曾几度沉浮，历经磨难，最终成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两个正党的领袖。
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国共两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两个人半个世纪的较
量，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
诚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毛泽
东，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
”《毛泽东与蒋介石》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手法，从合作与斗争的角度，讲述了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产
党与国民党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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