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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毛泽东与邓小平结识，最初是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会后，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
秋收暴动，邓小平也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4年以后，二人重逢在中央苏区。 1931年秋天，毛泽东与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几位领导人项英、朱德等转战来到瑞金，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有关事宜，同时检查地方工作。这种检查当然是全面的调查和评估，除了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之
外，其中相当重要的还有社会稳定的程度。这是确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能否定在瑞金的一个重
要因素。当时，邓小平是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领导一个十几万人口大县的工作。 邓小平是同年8月赶
到瑞金的。当时的瑞金，正惨罹肃反扩大化之祸。原县委主要负责人为了肃清所谓的“社会民主党”
，在全县范围内大搞逼供信，县苏维埃、县工会许多干部被害，一些群众被错杀。邓小平到任后，果
断地纠正了滥捕滥杀的错误，并重组各级政权，安抚无辜受害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
样，民心甫定，社会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等人的汇报，相当满意。27岁的县委
书记，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胼手胝足，励精图治，创出如此佳绩，实属难得。这在毛泽东心中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邓小平同处一城，彼此接近，但是时间很短。次年春，邓小平调至会昌。
邓小平是个勇于进取的人，他在会昌任职直至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一
直是为政察察，兴利除弊，工作热火朝天，老百姓十分拥护苏维埃。但是，邓小平与临时中央在一系
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终于导致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遭坎坷。 从1931年起，邓小平即表现了对中共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赣南会议之后，他又与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毛泽覃、任
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等同志对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
行了公开抵制，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出或执行了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则和方针。
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
反对军事冒险；在扩红原则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
了毛泽东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被苏区的革命斗争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这时，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心
是相通的。在当时苏区党、军队和苏维埃政权的中高级干部中，持有或支持类似观点的同志不在少数
。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
了维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 这股健康力量的主要人物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打击。但邓小平所
受处分之重，既有所谓“寻乌事件”所招致的“失地”之咎，也因其不肯按临时中央领导人的要求做
检查。于是，邓小平被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相继被
免去了县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先去一个偏远的地方做“巡视员”，继而又到乡村参加垦荒
，近似于“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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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邓小平交往纪实》选取了他生前的朋友、下属和战友们对于与他交往中的一些生动活泼的历史事件
、历史时刻的回忆，以此来反映他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在人际交往、工作沟通与国际交流中
的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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