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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内容概要

“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是一场浩劫。在长达十年的“文革”
岁月中，邓小平两次被批判打倒，历经磨难。本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迭
宕起伏的政治历程和他的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了生动的记述和理性的思考，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
，诸如，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和保护，邓小平同林彪、“四人帮”的坚决斗争，邓小平对儿女的亲
情和关怀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伟人的思想、品格、气节、胸怀、胆识，以及与普通人一样的
儿女情怀。本书装帧考究，印制精美。全书39万字，插有珍贵照片130多幅，多数为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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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作者简介

毛毛，现名邓榕。1950年生于四川重庆。“文革”中在陕北插队三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任中国
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八年，
任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多年从事研究工作，1993年出版《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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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书籍目录

序篇一.退休的这一天二.巴蜀避孕药三.故乡行四.这就是我们的老家五.族宗寻迹六.大颓大败的民族悲
史七.大悲大壮的人民反抗八.孙中山的奋斗九.我的爷爷十.父亲的少年时代十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之由
来 十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十三.有心万里求学，不怕路远山高十四.从俭学到勤工之路十五.为了生存求
学而斗争十六.在哈金森工厂十七.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十八.革命历程的起点十九.党的锤炼二十.告
别——法兰西二十一.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二十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云变幻二十三.走出腥风血雨
二十四.二十四岁的中央秘书长二十五.张锡瑗妈妈二十六.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二十七.在广西的政治舞
台上二十八.到广西去二十九举行百色、龙州起义三十.国事家事伤心事三十一.红八军的兴衰三十二.红
七军的勃兴与右江红色革命根据地三十三.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由来三十四.红七军的遭遇三十五.
红七军光辉永存三十六.三十年代初期的变迁三十七.瑞金与中央苏区三十八.第一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三十九.“邓、毛、谢、古”事件四十.红星报的主编四十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四十二.长征序曲
与遵义会议四十三.红军不怕远征难四十四.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本书最后的话鸣谢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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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精彩短评

1、这个是政治读物，小时候多崇拜邓小平啊。
2、　　        才看到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有些想法不吐不快。
　　        前路是美好的未来还是无尽的阴暗？在踏上征程之前的猜测是见仁见智的。在初尝了美好之
后往往都充满了憧憬，而饱尝了苦楚之后又有多少人能坚定地前行？更有甚者怀抱着巨大的勇气和决
心在未知的世界展开了也许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斗争。
　　       17岁的邓小平当时显然还不是后者。作为众多怀着“工学”报国理念的莘莘学子，能够在异国
学到工业技术回国发展资本主义来谋求社会平等、共同富裕是主流思想。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他最终成
为一名自主自愿投身改革的革命青年现在我还不得而知。但我相信正如邓小平一直坚称的那样，他生
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1920年赴法俭学的共八十多人，众人对他的印象只是一个“胖胖的，脸圆
圆的四川孩子”，在留学初期没有参与任何一件在法国的中国青年学生运动，更不用说组织领导了。
纵使他日后成就了丰功伟绩，他也不过是从一个普通的学子开始的。
　　       三岁看八岁，八岁看到老。滑天下之大稽！按照这个说法邓小平一辈子都做不成中共领导人
，一辈子都设计不出改革开放的伟大蓝图。
　　       天赋异禀与不懈奋进同样重要。有时，后者更甚。
3、粑粑的書，我第一次看，不是很認真看完，卻喜歡這麼翻這本書。
4、前半段讲的是高中历史书呀，都是几几年几月干什么的。还是傅高义写的邓小平时代，符合我对
历史书的感受。
5、一个非凡的革命生涯。
6、记不清了⋯⋯⋯⋯⋯⋯
7、外公送给我的书。和外公讨论革命史的~愉快的~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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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精彩书评

1、才看到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有些想法不吐不快。前路是美好的未来还是无尽的阴暗？在踏上征
程之前的猜测是见仁见智的。在初尝了美好之后往往都充满了憧憬，而饱尝了苦楚之后又有多少人能
坚定地前行？更有甚者怀抱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在未知的世界展开了也许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斗争。17
岁的邓小平当时显然还不是后者。作为众多怀着“工学”报国理念的莘莘学子，能够在异国学到工业
技术回国发展资本主义来谋求社会平等、共同富裕是主流思想。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他最终成为一名自
主自愿投身改革的革命青年现在我还不得而知。但我相信正如邓小平一直坚称的那样，他生来就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人。1920年赴法俭学的共八十多人，众人对他的印象只是一个“胖胖的，脸圆圆的四川
孩子”，在留学初期没有参与任何一件在法国的中国青年学生运动，更不用说组织领导了。纵使他日
后成就了丰功伟绩，他也不过是从一个普通的学子开始的。三岁看八岁，八岁看到老。滑天下之大稽
！按照这个说法邓小平一辈子都做不成中共领导人，一辈子都设计不出改革开放的伟大蓝图。天赋异
禀与不懈奋进同样重要。有时，后者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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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章节试读

1、《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的笔记-留法勤工俭学

        十五岁的邓希贤等人远赴至异国留学，因学习费用问题而勤工，在施耐德工厂拉钢条，不足一个
月后离开了。其实很想知道离职的原因和动机。仅仅是因为苦、食不裹腹？离开后做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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