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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一生爱山。
毛泽东的生命和追求亦像一座高山，万人仰慕千古解读。
毛泽东诞生在韶山，开创在井冈山，转战于宝塔山，但毛泽东一生难以释怀的是庐山，令世人费解或
不乏各种评说则是毛泽东在庐山。
　　《庐山档案：毛泽东与名人在庐山》作者以毛泽东四上庐山为主线，寻觅了近百位共和国重大历
史事件的亲历者或在领袖和名人身边工作过的知情者，循着历史的记忆，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在庐山宏
厚的历史文化蕴藏中独具魅力的当代篇章，全面展示了曾在庐山这个政治大舞台登场的众生相，包括
领袖和百性、名人和平民、科学家和普通劳动者、外国友人和当地群众⋯⋯这些琐细而平常的事情由
于岁月的雕琢成为历史。
　　书中大量珍贵照片，大多来自于普通老百性的珍藏。
这些发黄的陈旧的老照片，随着他们埋藏在心底的记忆一起呈现给广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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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回到山上，曾志就去180看毛泽东。
曾志向毛泽东讲了她和贺子珍的南昌见面，特别提到贺子珍记性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曾志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他沉思片刻，很干脆地对曾志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
夫妻嘛!”    毛泽东知道这是个难题，接着对曾志说，“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
，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小封(封耀松)值班时来。
”曾志在她的回忆录中写过那日之事。
曾志将毛泽东所嘱之言告诉了汪东兴。
汪东兴一知道此事，找来庐山会议江西省接待委员会主任方志纯商量，因“乘江青还没有上山以前，
将贺子珍接来”，时间比较紧，当即决定了“严格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的策略，初步决定曾志
、朱旦华等人承担这个工作。
可能主要是考虑朱旦华和毛泽东家族关系比较亲近，在南昌和贺子珍关系比较友善；曾志和贺子珍关
系悠久，刚刚看过贺子珍，两人去请贺子珍上山比较合适。
    由于“都不是外人”，毛泽东下午请曾志、朱旦华在180二楼客厅里吃了一餐便饭，只有四个菜，朱
旦华记得有一盘青椒炒肉丝，毛泽东自己有一小碟炸辣椒，江西人嗜辣，毛泽东吃的还要辣。
毛泽东看着朱旦华无从下筷子，笑着说：“你这个上海人也要学吃一点儿辣。
”接着宽慰地说，“江青是怎么也不吃辣。
”毛泽东大笑，旁边人跟着笑起来。
    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很好，但好半天没有提到贺子珍，直至饭快吃完了，毛泽东才问：“很想和贺子
珍见最后一面，怎么搞好?”曾志没有说话，她的目光望着朱旦华，她是了解朱旦华和毛泽民的姻缘，
朱旦华也没有讲话。
    毛泽东的目光也转向朱旦华。
毛泽东是不是希望朱旦华和曾志一起下山接贺子珍呢?这其中有一个朱旦华和毛泽东一直共同保守的秘
密。
1949年6月，贺怡陪同贺子珍从沈阳辗转至天津，准备进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发现不妥，是要朱旦华
和方志纯陪同贺子珍两姊妹离开天津直下上海的。
(参见拙著《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1月版)那件事朱旦华夫妇处置得比较妥
善。
毛泽东蓦地单刀直入：“旦华同志，你看呢?”    朱旦华表态：“我听主席的。
”    毛泽东点点头。
但事情又起波澜，由于陶铸的阻止，曾志没有继续介入此事。
汪东兴向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作了汇报，最后商量由水静下山接贺子珍，朱旦华在山上陪同。
    P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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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一生爱山。
毛泽东的生命和追求亦像一座高山，万人仰慕千古解读。
毛泽东诞生在韶山，开创在井冈山，转战于宝塔山，但毛泽东一生难以释怀的是庐山，令世人费解或
不乏各种评说则是毛泽东在庐山。
    本书作者以毛泽东四上庐山为主线，寻觅了近百位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在领袖和名人身
边工作过的知情者，循着历史的记忆，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在庐山宏厚的历史文化蕴藏中独具魅力的当
代篇章，全面展示了曾在庐山这个政治大舞台登场的众生相，包括领袖和百姓、名人和平民、科学家
和普通劳动者、外国友人和当地群众⋯⋯这些琐细而平常的事情由于岁月的雕琢成为历史。
    书中大量珍贵照片，大多来自于普通老百姓的珍藏。
这些发黄的陈旧的老照片，随着他们埋藏在心底的记忆一起呈现给广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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