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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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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种方
式、各样形式进行纪念活动。    为了纪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
家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在12月26日这个纪念日将要到来的时候，我们写了《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一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让读者真正了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解放、为民族
谋复兴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和确立的。该书是以纪实笔法反映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内部情况，主要是写遵
义会议前毛泽东与中共几届领袖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间在工作上的被领导与领导的
关系。同时，也写到他们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是如何为救国救民，寻找革命真理，而奔走
呼号，以及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的功过是非。    这一本书，以大量史实客观地阐述
了毛泽东怎样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怎样独创性地执行中共中央以陈独秀
、瞿秋白、李立三为核心制定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又怎样从实际出发分别抵制以他们为
代表的中共中央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在局部地区把“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实行“工农
武装割据”，先是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接着在赣南、闽西创建了中央革命根
据地，艰难曲折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并在军事上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几次大“
围剿”的辉煌胜利。以王明为核心的“左”倾中央，一开始就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而且统治全党
长达四年之久。他们以“城市中心论”的“进攻路线”，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不断排挤
、打击毛泽东等一大批干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个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断送了
，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特别是在湘江惨败之后，亲身经历前
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广大指战员已经意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排斥毛泽东军事领导的
结果。他们纷纷要求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以挽救中央红军面临的危局。毛泽东顺应广大指战员
的殷切期望，逐步地开始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做工作，并且团结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才在遵义会议上
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遵义会议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
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惊涛骇浪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使得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
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制定了正确的政治
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对中共早期的几届领袖也作过客观的结论和公正的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
在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讲话中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
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
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
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
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瞿秋白也有功劳。他主持召开的中央
“八七会议”，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
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
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对于王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
全会作结论中针对他当时所犯的右倾错误也曾经说过：王明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
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
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
之。”问题在于他以后不检讨错误，不承认错误，虽然一度承认有错误，但很快就推翻。特别是他一
直不承认抗战初期右倾和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60年代曾经总结性地说过
：“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
。除了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之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显然，陈独秀、瞿
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一生，都应一分为二。但长期以来，很多同志一提起这几位中共早期领袖，总
是立即想到他们“左”倾或右倾错误，往往忽视他们在白色恐怖中投身革命、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
也有正确的一面。这样，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反映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我们写的
这本书，力求写得比较客观和全面，既充分肯定他们成为领袖和取得成功的一面，又原原本本地写出
他们犯错误的一面。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善于总结经验的革命家，既总结了他们的正面经验，又总结
了他们的反面经验。毛泽东正是在正确总结他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不断认识中国革命规律，不断
制定适合形势发展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把革命事业不断推向胜利。    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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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主要领导以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彻底改变过去党内斗争采取那种“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
原则，着重思想教育，而不轻易的做结论和纪律处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陈独秀、瞿秋白、
李立三、王明的功过是非，分别作出了公正的客观的评价，并且成为全党的共识。    本书以通俗的语
言、具体的史实，生动地记叙了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革命生涯，并力求做到有较强的可读性。
如“匏瓜与牡丹”一章，以寓意深刻的比喻，展示了毛泽东不怕艰苦、开小花而结硕果与王明怕艰苦
、需要园丁培植、只开大花而不结果的不同人生追求。    总之，这本书以翔实可信的史实告诉读者：
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毛泽东。    黄允升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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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内容概要

《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套装共2册)》收记叙了毛泽东也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
明等早期中共领导人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历程中所走过的不同道路，真实形象地提示了“毛泽东是
历史的选择”这一中国革命史重大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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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书籍目录

上册目录
毛泽东与陈独秀　　
他对我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青少年时代各自的发展
救国救民，共忧天下
成长环境，道路分野
知识结构，思想分野
性格气质，政治分野
耐人寻味的学生与老师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信任师表，深刻影响
先锋旗手，革命楷模
携手转向马克思主义
专注实绩与领导全局
受陈独秀委托在湖南建党
领导湘区革命，支持中央局工作
受陈信任协助主持中央工作
革命指导思想的分歧与分道扬镳
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认识
对待农民运动的尖锐分歧
大革命失败，分道扬镳
客观公正评价陈独秀
毛泽东与王明　　
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匏瓜与牡丹——不同的人生追求
依靠共产国际领导米夫上台
王明在中山大学大搞教条宗派
从被捕泄密到“反对立三路线”“英雄”
翻云覆雨“拥护”和反对六届三中全会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王明上台
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围剿”取胜
排除干扰青塘会议定决策
第二、三次反“围剿”取胜
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指导宁都兵暴和红五军团建设
屈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打击
赣南会议受王明路线排挤
毛泽东被迫上东华山休养
不计个人得失下山急赴赣州解围
率红军克漳州取得胜利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剥夺兵权
博古反“罗明路线”意在整毛泽东
相忍为党却被剥夺最后行政领导权
纠正王明、博古“左”倾路线错误　革命转危为安
争取政治局多数同王明、博古“左”倾主张作斗争
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长征胜利开始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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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指挥红军突破敌军重围
总结革命经验　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审时度势力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全面抗战路线、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行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毛泽东批准打平型关战斗
王明右倾新挑战与争论
王明建议召开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月会议继续推行右倾思想
中央派员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
六届六中全会前的争论
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右倾错误
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袖地位
王明这棵“牡丹花”开始凋零
党中央的耐心等待与王明的猖狂反扑
等待认错与耍两面派
领导整风与无理反扑
仁至义尽与死不改悔
诚恳帮助与坚持错误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与王明出尔反尔
仁至义尽与死不改悔
后　记
下册目录 毛泽东与瞿秋白　　
错误地打击了瞿秋白同志，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并肩站在国民革命大时代的潮头
共同促进国共合作
同是跨党的实干家
携手反击国民党右派
农民运动的开拓者与坚定支持者
农运的实践家毛泽东与理论探索者瞿秋白
“农运王”与坚定支持者
携手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
毛、瞿相继洞察危机
临危受命，分别主持最高领导和武装斗争工作
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
瞿秋白犯“左”倾盲动错误
同处逆境的艰难岁月
瞿秋白与王明的初次交锋
王明宗派主义的明枪暗箭
向世界介绍毛泽东的第一人
在艰难逆境中的毛泽东与瞿秋白
公正评价瞿秋白
毛泽东与李立三　　
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李立三还是我们的同志。
志同道合救国救民
“征友启事”和“半个人”
分途寻求革命真理
领导李立三开展工运
派李立三去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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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指导李立三开展罢工斗争
席卷全路矿的大罢工
要以弯弓待发
农运领袖与工运领袖共进
毛泽东与中央实际领导人李立三
认真贯彻六大决议，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四军
红四军的发展壮大与其内部争论
中央与红四军关于分散还是集中的争论
外来形式主义促使红四军内部矛盾激化
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解决争论的主要问题
中央九月来信支持毛泽东的建军原则
李立三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
毛泽东不断总结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抵制李立三“左”倾冒险
李立三“左”倾冒险的形成和推行
抵制立三路线，红一军团佯攻南昌
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
十万农工下吉安
抵制“立三路线”，粉碎第一次反“围剿”
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干部
团结李立三一道为党工作
李立三为党的事业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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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于是，很快就在全国掀起持续高涨达一年多的工人运动。在国际工运史上实属罕见
。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的运动，除了及时发出中央文件之外，从1921年11月至
第二年5月，在《劳动界》、《新青年》和《民国日报》等报刊上，他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的
文章，阐明这次工运的目标、政策策略、注意事项等。5月，他又指导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
及时总结经验，统一步伐，终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全国
罢工一百多次，罢工工人达21万。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初次面临这种局势，一时未找到对策，工人罢
工多数胜利。所以这年被称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在中国共产党最初领导的这一章工运史中，
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是重要的一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然
后，根据中央部署，首先抓各地各业工人的工会组织。他说开完一大，回到湖南就“猛烈地推动工会
工作”。他亲自指导改组了湖南最大的工会组织“湖南劳工会”，并被邀担任该工会的会务助理；他
亲自指导成立了长沙的泥木工会、铅字活版工会、理发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总工会、岳
州铁路工会、新河铁路工会、株萍铁路工会等等。 由于这时陈独秀签署的中央“通告”指示全党全力
组织影响全局的全国铁道工会，所以毛泽东在粤汉铁路上几个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建设中，
花了较多的精力。早在1921年10月，他就到粤汉铁路工人中了解生活情况，然后，就派党的干部到长
沙新河总站办工人夜校，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12月，毛泽东又到安源煤矿考察，然后，他先后派李
立三、蒋先云、刘少奇等重要干部到安源，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性质的工人俱乐部
。李立三出任安源俱乐部主任。毛泽东还派郭亮等党的干部，组织了岳州、新河等铁路工会，并任领
导。1922年11月1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湖南分部发表演说。5日，毛泽东作为粤汉铁路总工会的代表，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工团第二次代表会
议，正式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当选为总干事。 如此，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运的高
涨，湖南的工运有了极大的发展，一共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会员四五万人。当时的中央“通告”要
求“各区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这样，湘区就大大超额完成了
中央布置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湘区区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工人运
动。最著名的有1922年9月举行的安源煤矿工人1.7万多人的大罢工，毛泽东为这次罢工提出了正确的
策略和口号；10月，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毛泽东亲自指挥了2000多泥木工人21日的请愿大会和23日
的请愿游行；11月，长沙笔业工人大罢工、长沙印刷工人大罢工和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2
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大罢工，等等。 这些罢工，与当时其他地区的情况比较，其特点是，由于
得到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区委的正确领导，提出了有理有利的罢工口号和工人要求，使用了巧妙的
有节制的斗争策略，防止右的或“左”的干扰，团结了工人群众的大多数，粉碎了反动派的一切破坏
阴谋，因此都取得了胜利。而且，由于在胜利的基础上注意巩固成果，一般都派党的得力干部担任各
个工会的领导，又同时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支部。在建立工会的同时，一般都开办工人
夜校、工人补习学校等，在普及文化知识同时，利用党中央提供的《劳动界》、《新青年》等书报，
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还亲自担任几
个工会的秘书，经常到工人中演讲，有时甚至当罢工工人的代表，与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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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后记

《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这本书，自1996年中央党校出版以来，曾经印过多次，都受到广大读者
喜爱。这次应读者要求又重印，希望能受到喜欢。    这本书各部分执笔人如下：    第一部分：唐宝林   
第二部分：沈学明    第三部分：陈铭康    第四部分：黄允升    全书由黄允升负责统稿并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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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编辑推荐

《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套装共2册)》重点展示了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生活环境区别
，思想历程区别，革命道路选择区别，面对逆境的不同应对方式区别，最终所取得的成就区别以及丢
泽东本人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其他领导人的评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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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精彩短评

1、送给婆婆的书，她说喜欢厉史和政治的人应该会喜欢。
2、上下册才50多，挺便宜的
3、听说不错，还没阅读
4、服务比较到位，满意！！！
5、感觉应该不错，还没有拜读，不过唐宝林旧闻大名。
6、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是他们。。。
7、这本书真的很好买回去送给老人
8、读点历史，增强厚重感，是一本不错的书
9、比淘宝便宜多了
10、老公说不错，挺好的，他爱看
11、一代伟人绝不是人们想的那么简单
12、很好的了解毛主席相关的人物历史的书籍，很受用。赞一个。
13、这本书真的很好让我了解了领导人的一些事迹
14、书不错，可以借鉴来学学历史
15、送给家人，他很喜欢
16、刚看完上册。图片挺多的，有保存的意义
17、上下册，还带塑封挺厚的，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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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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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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