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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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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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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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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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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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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三部曲2: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最新版)》是收录“叶永烈精品书系”的“红色三部曲”中的第二
部作品。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诞生后，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
十四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个领袖，即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直至遵义
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这是历史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
挫败蒋介石的多次，围剿”⋯⋯虽然毛泽东曾受到王明、博古“左”顷路线的残酷打击，被剥夺军权
达两年零三个月之久。但是，历史证明他所确立的方针、路线、战略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他受到
全党的拥戴，成为党的领袖。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也是十四年。毛泽东
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十四年间取得辉煌胜利。从前十四年与后十四年的鲜明对比，足以
看出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红色三部曲2: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最新版)》作者以翔实、流畅的笔调，并以崭新的、特殊的“领袖
史”视角，写出了毛泽东被选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毛泽东当年的沉浮，并披露
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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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永烈，笔名：萧通、久远、叶杨、叶艇等，1940年8月30日生，浙江温州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化学系。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以儿童文学、科幻、科普文学及纪实文学为主要创作内容。
曾任中国科学协会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

    11岁起发表诗作。18岁起发表科学小品。20岁出版第一部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21岁成为《十
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

    曾先后创作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普读物700多万字。

    电影《红绿灯下》(任导演)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小灵通漫游未来》获第
二届少年儿童文艺作品一等奖。《借尾巴》获全国优秀读物奖。根据叶永烈长篇科幻童话改编的6集
动画电影《哭鼻子大王》获1996年“华表奖”(即政府奖)。

    后来转向纪实文学创作。主要新著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叶永烈自选集》；此外，还有《毛泽
东的秘书们》、《陈云全传》、《叶永烈采访手记》、《星条旗下的中国人》、《我的家一半在美国
》、《一九九七逼近香港》、《商品房大战》、《何智丽风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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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毛泽东之前  “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总书记“不光荣的结束
”  瞿秋白崭露头角  “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向忠发当上
总书记  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成为中共新领
袖  “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叛变  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二十四岁的博古
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第二章  井冈风云  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  “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秋
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当革命的“山大王”  收编“绿林”袁文才  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受到打击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  朱德和毛泽东胜利会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  游击战“
十六字诀”的诞生  “打败江西两只羊”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钦差大臣”瞎指挥  “黄洋界上炮
声隆”  藏在伞把里的《井冈山的斗争》   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   毛泽东提出“围魏救赵”之计  井
冈山在风雪中陷落  “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  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   误杀袁、王使井
冈山得而复失第三章  驰骋赣南  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在沪起草“
九月来信”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毛泽东“春风得意”驰骋赣南  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伪造毛泽东亲
笔信差一点惹起大祸  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横扫千军如卷席”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第四
章  瑞金浮沉  红都瑞金盛大的“提灯游行”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又遭“批判”  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
高首长  毛泽东“退隐”东华山  赣州之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经周恩来力争，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
军权  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挨整的“毛派
”——邓、毛、谢、古  “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毛泽东被架空了第五章  艰难岁月  蒋介石坐镇庐
山  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独立房子”的主人  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福州南较场升起“反叛
”之旗  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崽卖爷田心不痛！”  毛泽东“病休”在会昌  张闻天跟毛泽东在大樟
树下倾心而谈  “红色华佗”星夜兼程为毛泽东急诊第六章  长征途中  “三人团”决策西征  “鸽子飞
了！”  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 
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飞渡天险乌江第七章  遵义曙光  诈开城门智取遵义  国民党
得到“毛泽东当主席”的情报  “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逐步查
清历史的“黑角”  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毛泽东发射重磅炮弹
 博古和李德陷入四面楚歌  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红军又成了
“朱毛红军”  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第八
章  党的领袖  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  林育英鼎力支持毛泽东  “
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连王明也高呼“学习毛泽东”  张闻天辞去中共负总责
 凯丰制定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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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

章节摘录

插图：陈独秀拒绝赴苏。他躲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
黄文容。已“不视事”的他，不再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七月十八日作出重要
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于是，七月二十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
来到江西九江。二十六日，另一常委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九江。紧接着，常委张国焘也来到这里
。这么一来，五常委之中，有三常委前往江西，忙于组织南昌起义。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留在武
汉秘密活动的常委是李维汉和张太雷。那时候，李维汉化名罗迈。行踪最为奇特的是瞿秋白。七月十
二日，他出席了由鲍罗廷主持的那次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所宣布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没有他，并声
称要他去海参崴。当天夜里，他就从武汉消失了!瞿秋白到哪里去了呢?在长江轮船上，出现他瘦削的
身影。他的身边，正坐着鲍罗廷!据云，鲍罗廷要去庐山“休养”，瞿秋白和他同往!一路上，他俩用
俄语低声地交谈着。鲍罗廷的心境是复杂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四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
普遍的尊敬；他又曾和孙中山密切合作，出任国民政府顾问，在国民党内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可是，
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发出的通缉令，捉拿的两名“首犯”，一名是陈独秀，另一名便是他
；汪精卫如今也解除了他的顾问身份，并要缉捕他。最令他痛心的是，共产国际鉴于蒋、汪的反叛，
中共的危机，又把责任归咎于他。在这样三重的压力之下，他本想卸任回国，无奈他的妻子范娅在北
京落到军阀张作霖手中，被押作人质，又使他无意独自回去。总算在七月十二日这天，他接到北京来
电，说范娅已获释，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这样，他回国之举已定。他想在回国之前，找个安静的地
方，跟中共领导人细细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于是，他选中了庐山作为“休养”之地。至于他为什
么撇开新当选的五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偏偏只带瞿秋白一人上山，乃是一个历史之谜。显然，熟知中
共内情的这位“老鲍”，已选中瞿秋白接替陈独秀，在离华之前，要把领导担子移交给瞿秋白。山下
正风云变幻。在云遮雾绕的庐山，“老鲍”跟瞿秋白彻夜长谈，研究着中共下一步的暴动计划，以及
中共新的战略方针和工作原则。鲍、瞿密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七月二十一日，他俩从庐山悄然返回
武汉。当天，鲍罗廷便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位新常委就是瞿秋白。虽说鲍罗廷没有明
确指定六常委中以谁为首，而实际上他安排了新常委瞿秋自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后来居上”。
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名义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位二十八岁
的常州人，是中共的后起之秀。他在二十一岁时，也就是一九二。年时作为北京《晨报》的记者前往
苏俄，日渐接受红色影响。他见过列宁。后来，他经同乡张太雷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他的本名并不叫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人之中，他的笔名、化名恐怕是最多的一个，多达一百
来个!“秋白”原是他的笔名。他有时叫“维它”，用“瞿”的谐音化名“屈维它”，也用过“陶畏巨
”、“狄康”、“之夫、“美夫”、“董龙”、“樊梓生”、“陈笑峰”、“司马今”、“史铁儿”
、“林复”、“宋阳”、“魏凝”、“范易”、“何苦”等笔名、化名。他在苏俄则化名“斯特拉霍
夫”。这也难怪，因为他是记者出身，文章满天飞，又长期在秘密状态下工作，不能不“打一枪”换
一个名字。如今，他的传世之名叫“瞿秋白”。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生于秋天，联想到“月落
乌啼霜满天”。其实他出生于新年之初——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常人头顶只有一个发旋，他却
有两个，正因为这与众不同之处刚生下便得了个奶名“阿双”。父亲瞿世玮喜欢咬文嚼字，给他取名
“瞿艘”，以纪念他头上那两个发旋。“艘”是冷僻的汉字，小船之意，与“舸”相对应，“舸”即
大船，所谓“百舸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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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步曲》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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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无数鲜为人知的细节。　
　作家叶永烈深入革命老区实地考察，寻访当年事件亲历人，历时多年，辗转各地，数易其稿，精心
打磨了这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到1935年，短短14年更换了六个领
导——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直至遵义会议，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才得以最
终确立。　　从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到创造性地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粉碎蒋介石
的多次“围剿”⋯⋯毛泽东如何从众多革命者中脱颖而出，并成长为革命的舵手？这是历史的选择？
还是时势的造就？　　《红色三部曲2: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最新版)》作者鞭辟入里、条分缕析，为您
呈现共和国第一代领袖的成长历程。

Page 8



《红色三步曲》

精彩短评

1、内容翔实、描述可观、值得一读，推荐！
2、红色三步曲：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好
3、很厚还没看
4、这本书内容很好 纸张也可以  但总感觉不像是正版的
5、读红色经典，看沧桑岁月。
6、很不错的书，内容很好！
7、“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因而英雄能够认清
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顺应时势，推动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便是“时势造英雄”。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世界潮流，不就是时势吗？
古人谈“生不逢时”，现代讲“与时俱进”，说的都是“时势”啊。
8、　　早想找本实写毛泽东的书籍，一直未如愿。一是不喜欢外国人写的书，不合国人阅读习惯，
二是怕为尊者讳，了解不到实情。　　　　该书“依据大量历史文献、档案，及作者在全国范围的实
地采访”，在我看来虽依然对有些避而未谈，但可信度还是很高的，他对事件中各方人物都给予了客
观的评价。　　　　该书不同于传记，而是从领袖史的特殊角度写，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
忠发、王明、博古等走马灯似的淘汰，而其间毛泽东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直到以其正确的思想
、策略和路线脱颖而出，地位确立。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回头想想学
生时代的应试历史教育，我无法想象能有几个人会像张闻天、王稼祥一样真正为毛主席的思想与魅力
所折服。
9、很好呵呵呵
10、基本不错，不过书角有点裂
11、我爱毛泽东，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思想至今影响中国，影响世界
12、在办公室都说好看
13、喜欢叶永烈的作品
14、以纪实形式的文笔介绍了毛泽东早期的革命生涯，非常真实，非常可观，难能可贵。
15、“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儿可不是乱唱滴
16、好书，让我们认识历史，认识一代领袖
17、评历史选择
18、十几年前就读过的，这次是重温呢，很不错的！
19、在韶山先买了《毛泽东与蒋介石》，非常好看，当当上连买了剩余两本。当然是当当买书最划算
了。有很多引人入胜的细节，可以在不同场合和朋友分享。这种小说写法很精彩。赞！
20、很好，很不错··Very good
21、送货速度很快，其他就没什么了，哈哈
22、这书总体是还不错的，揭示了伟人的发展过程，记述翔实，语言比较有特色。
23、书外表不整洁，因为要送人，所以不是很满意
24、GOOD
25、换个角度看历史,很好
26、告诉你为什么毛会成为领袖，值得一读再读
27、内容不错，值得一读，对老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8、没新意
29、精彩，花了一个晚上读完了。
30、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
治局面？！
31、写得人物似乎活了，很好看
32、好书  比较喜欢看叶永烈的作品
33、是正版书了。
34、商品可以
就是发货的速度太慢了。用了23天才到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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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了解历史 值得一读
36、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伟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危难之际挽救了红军，解放了全中国，他才是人民真正
的救星!
37、细腻的刻划，波涛壮阔的历史。
38、该书内容详实，引人入胜，几乎一口气看完。
39、历史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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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早想找本实写毛泽东的书籍，一直未如愿。一是不喜欢外国人写的书，不合国人阅读习惯，二是
怕为尊者讳，了解不到实情。　　该书“依据大量历史文献、档案，及作者在全国范围的实地采访”
，在我看来虽依然对有些避而未谈，但可信度还是很高的，他对事件中各方人物都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　　该书不同于传记，而是从领袖史的特殊角度写，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
博古等走马灯似的淘汰，而其间毛泽东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直到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
脱颖而出，地位确立。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回头想想学生时代的应试历史
教育，我无法想象能有几个人会像张闻天、王稼祥一样真正为毛主席的思想与魅力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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