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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落三起》

内容概要

《毛泽东三落三起: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与曲折》力图通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
展现毛泽东是如何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
是如何抵制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冒险主义，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减少或避
免革命失败的；又是如何把“枪杆子”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
据”，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如此等等。总而言之，笔者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展现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和革命实践，并在坚持这一思想路线中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的胜利。世纪伟人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人生经历已为世人所瞩目，然而，作为中国20世纪
三大伟人之首的毛泽东，在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历程中，究竟经受了怎样的艰难和曲折？其政治生涯和
精神生活中又遭遇到了怎样的磨难和坎坷？是否也有过几落几起呢？《毛泽东三落三起:开辟中国革命
道路的艰难与曲折》为我们了解毛泽东的“三落三起”人生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全书以毛泽东独
立自主地开辟中国革命道路进程中的“三落三起”经历为纵线，又全面地横向记述了该历程中在军事
、政治乃至经济等领域中的丰富历史事件，纵横交错地展示了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之间相互推进和交
融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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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落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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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义乌人，1956年加入共产党，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参加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1893—1949）的调查和撰写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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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著有《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七十年》、《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编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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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等20余篇。应邀参加中
共党史正本的审读；应邀参加审查了影视作品《朱德元帅》等60多部，并在《长征》、《延安颂》和
《八路军》等10多部片子中担任历史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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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落三起》

书籍目录

第一编  第一次大落与复起——“开除党籍”和复起，开创“工农武装割剧”新局面第一章  在历史的
转折关头  第一节  隐蔽在武汉策划湖南暴动  第二节  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  第三节  “枪
杆子”要同民众运动相结合第二章  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第一节  制定秋收暴动纲领  第二节  首举红
旗领导起义  第三节  文家市转兵第三章  上井冈山创建根据地  第一节  结交绿林选定落脚点  第二节  建
党建军和发动群众  第三节  军民结合三战三捷第四章  第一次大落  第一节  正确论断遭批判  第二节  正
确转兵受谴责  第三节  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  第四节  被传达为“开除党籍”  第五节  招致“三月
失败”第五章  第一次复起  第一节  从大落中复起  第二节  朱毛会师井冈山  第三节  扩建“工农武装割
据”  第四节  粉碎“进剿”，龙源口大捷  第五节  坚决抵制湖南省委“左”倾指示  第六节  挽救“八
月失败”危局  第七节  收复根据地的斗争第六章  在井冈山斗争中的理论创新    ——提出“工农武装割
据”重要思想  第一节  “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第二节  “工农武装割据”内涵  第三节  
提出“工农武装割据”重要思想的意义第二编  第二次大落与复起——被迫离开红军，共产国际误发
讣告；复起，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第七章  转战赣南、闽西  第一节  柏路会议定决策  第二节  四军主
力进击赣南  第三节  四军主力转战闽西第八章  割据赣南和闽西  第一节  扩大割据战略的确立  第二节  
创建赣南苏区  第三节  建立闽西根据地第九章  第二次大落  第一节  分歧引发争论  第二节  无奈提出辞
去前委书记  第三节  批评远方来的形式主义理论  第四节  屈受“严重警告”，被迫离开红军  第五节  
“七大”的后果不好  第六节  病居深山又受“警告”处分  第七节  共产国际误发讣告第十章  第二次复
起  第一节  中央批评“七大”，肯定毛泽东  第二节  重返前委领导岗位  第三节  古田会议制定建党建
军纲领  第四节  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理论  第五节  倡导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  第六节  土
地革命路线的总结第十一章  抵制冒险，不打南昌中心城市  第一节  行动上坚持不打南昌  第二节  建立
红一方面军  第三节  率部攻克吉安第十二章  以少胜多，三破铁围  第一节  确定诱敌深入战略方针  第
二节  一破铁围，活捉张辉瓒  第三节  二破铁围，蒋介石“泣”  第四节  三破铁围，促蒋下野第三编  
第三次大落与大起——被排挤出党政军领导，招致红军反“围剿”失败和长征；遵义会议上大起，走
自己的道路第十三章  第三次大落  第一节  王明“左”倾冒险统治党中央  第二节  赣南会议受错批  第
三节  当选主席却失兵权  第四节  指导宁都起义并组建红五军团  第五节  抵制打赣州，被迫退隐古庙第
十四  章暂得兵权，很快复失  第一节  抱病下山解围赣州  第二节  率东路军克漳大捷  第三节  暂复兵权
，争论再起  第四节  宁都会议又被剥夺兵权  第五节  在反“罗明路线”中受批判第十五章  相忍为党，
最后行政领导也被剥夺  第一节  带“过”领导经济建设  第二节  领导苏区政权建设  第三节  忍辱负责
查田运动  第四节  险些被排挤出国和不让长征第十六章  第三次大起  第一节  在长征中力挽狂澜  第二
节  第三次大起始于遵义会议  第三节  红军四渡赤水破敌围堵  第四节  巧渡金沙江  第五节  抢渡大渡河  
第六节  飞夺泸定桥第十七章爬雪山过草地，战胜张国焘分裂  第一节  过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第二
节  战略方针北上南下之争  第三节  过草地，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  第四节  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
北第十八章  奠基西北  第一节  巩固陕甘根据地的斗争  第二节  瓦窑堡会议制定新策略  第三节  率红军
东征取胜  第四节  决策西征，实现三军会合  第五节  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第十九章  逼蒋抗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  第一节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第二节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十章  总结经验，批评“
左”倾教条  第一节  政治上阐明新策略，批判“左”倾关门主义  第二节  军事上阐述积极防御，批判
消极防御  第三节  思想上批判主观主义，联系实际阐发唯物辩证法第四编  大起又遇严重挑战——实行
全面抗战，排除王明右倾教条干扰第二十一章  制定实施全面抗战路线  第一节  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形成  第二节  洛川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  第三节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配合友军正面战场  第四节  
八路军配合友军打忻口、太原保卫战  第五节  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第二十二章  经受王明右倾教条严重
挑战  第一节  王明佩带尚方宝剑回国  第二节  十二月会议贯彻“新政策”  第三节  三月会议继续推行
“新政策”  第四节  王明到武汉另搞一套第二十三章  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右倾错误  第一节  
让共产国际知实情，作出正确决议  第二节  传达国际新指示，连破王明“三计”  第三节  举行六届六
中全会，纠正右倾错误第二十四章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彻底清算王明教条主义  第一节  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  第二节  反击王明教条新挑战  第三节  中央彻底清算王明教
条主义  第四节  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革命道路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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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落三起》

章节摘录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就开始总结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既审视党中央在前期、中期的正确方
面，也审视后期对国民党妥协退让、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错误。同时也反省自己在一些重大原则
问题上的态度和认识。比如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当晚就主张武力反击，但被苏联顾问团季山
嘉拒绝和党中央的妥协主张所否定，自己未能坚持对不对?在讨论蒋介石抛出的《整理党务案》时，中
共中央派代表要求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员签字接受此案，而自己持反对态度，不签字、
不举手，不接受此案是否正确?等等。经过深刻反思，毛泽东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破除了“我素
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迷信，从而，在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同时，又确立了不唯上、要独
立思考的独立自主的思想。　　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央八七
紧急会议期间。说到参加八七会议，还有一段毛泽东与抓他的特务狭路相逢，以自己智慧化险为夷的
故事。　　8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他装扮成商人，从武昌搭船过江到汉口，去湖南会
馆接头。　　与中央的地下交通接上关系后，天色已近黄昏，毛泽东赶紧往回走。正当匆匆忙忙地走
在汉口的一条街上，忽然从前面不远处的巷子里闪出两个人，并朝他迎面走来。毛泽东发觉这两人行
迹有些可疑，便打算拐进旁边的一条巷子脱身，但又怕引起他们的注意。于是，心一横，干脆大摇大
摆地迎着他们走了过去。　　这两个可疑人果然是汪精卫的便衣特务，他们正是要搜捕毛泽东的。正
当毛泽东和两个特务擦肩而过时，一个特务突然拉住毛泽东的一条胳膊，气势汹汹地问道：“看见毛
泽东没有?”　　当时，毛泽东心中一震，但又立即镇静下来，因为对方的问话表明并没有认出他的迹
象。于是，他临危不惧、急中生智，从容地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走进去的。”
两个便衣特务信以为真，只是狠狠地盯了毛泽东一眼，便放开手，急忙朝那条小巷子追过去。　　毛
泽东也乘机从另一条小巷走过去，并且拐了几个弯才到船码头，渡过江，平安地回到了武昌都府堤41
号自己的家里。　　到了家里以后，毛泽东把与便衣特务狭路相逢、化险为夷的事讲给杨开慧和保姆
孙嫂听。杨开慧、孙嫂她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不停地插问。直到毛泽东讲完这件险事，杨开慧、孙
嫂她们才把吊在嗓子眼上的心放下来，呼出了长长的一口气，说：“多悬乎!”毛泽东又说：今天我这
样的商人打扮，也起了蒙混过关的作用，要不然真危险呀!　　毛泽东最后还说了一句：看起来这里也
不是我们久住之地了，要准备搬家。当然，要听中央安排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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