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周恩来的革命春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周恩来的革命春秋>>

13位ISBN编号：9787010105796

10位ISBN编号：7010105790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人民

作者：刘武生

页数：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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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周恩来的革命春秋>>

内容概要

　　刘武生编写的《周恩来的革命春秋》收入1910年至1949年期间有关周恩来生平、思想、贡献的研
究文章28篇，约60万字。
本书力求比较系统地反映周恩来在国内外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
命洪流；参与领导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经军旅生涯；主持国共两党谈判，促成第
二次国共合作，等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周恩来的革命春秋》比较全面地概述了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平、思想、功绩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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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武生，1933年生于湖南常德。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肄业。
1961年至1970年6月，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
1970年7月至1977年10月，先后在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工作。
1977年11月至2003年12月，先后在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从事毛泽东、周恩来的著作编辑和生平、思想研究。
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先后兼任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第二编研部主任。
2004年1月完全退休。
曾被评聘为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先后主编刊物《文献和研究》、《党的文献》以及《党的文献与研究丛
书》：《中共党史风云录》、《共和国走过的路》、《从延安到北京》、《元帅风采录》。
主编《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主编《周恩来大辞典》、《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
、《巨星灿烂丛书》：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
，各一册。
出版专著《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发表文章7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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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东北求学三年
“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
——在南开学校四年的成长
“邃密群科济世穷”(一)
——赴日本留学生涯
“邃密群科济世穷”(二)
——在日本参加“拒约运动”
“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在五四运动中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旅欧鲂工俭学时咖入中国共产党
“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一)
——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
“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二)
——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期间
“上海工人赤手空拳，敢于同反动军队作英勇斗争”
——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领导南昌起义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出席中共“六大”前后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一)
——在中共中央工作时期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二)
——在中共中央工作时期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一)
——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期间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二)
——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期间
“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宁都会议前后
“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
——组织召开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
“转变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枢纽”(一)
——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回顾
“转变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枢纽”(二)
——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回顾
“转变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枢纽”(三)
——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回顾
“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实现国共两党第=次合作而谈判
“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出席洛川会议和参与山西抗战
“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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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期间
“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
——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纪实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坚持战斗在重庆
“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实录
“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
——抗日战争胜利与重庆谈判始末
“中共始终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独立、统一而奋斗”(一)
——主持国共两党的停战谈判
“中共始终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独立、统一而奋斗”(二)
——主持国共两党的停战谈判
“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
——领导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
——转战陕北
“毛主席这次由陕北到河北”，“以便更好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奋战在西柏坡的日子
“华北局势在我军胜利影响下，傅作义又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
——和平解放北平
“进京‘赶考’去！
”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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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校求学期间，周恩来就深切感悟到，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
好。
为此，他有1912年10月写了题为《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的作文中，对教育的目的和师
生的责任，作了颇为精辟的阐述，对校长和老师提出了恳切的要求，对同学发出了共勉的呼吁。
 1910年，周恩来12岁，这一年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年初，在东北工作的三堂伯父周贻谦回家探亲，捎来了大伯父周贻赓接他去东北读书的信。
当时，大伯父在奉天(今辽宁省)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俸饷科任科员。
周恩来时常同他通信，家里有难处理的事情就写信征求他的意见。
周贻赓没有子女，十分钟爱这个侄儿的才学，也很同情他的家境艰难。
为此，他很想接周恩来到东北去求学，跟随自己一起生活。
这也正是周恩来梦寐以求的事情。
这是少年周恩来的一次重要的选择。
 当时，东北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是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地区。
这不能不给少年周恩来异常强烈的感悟。
他刚到东北时，在奉天府找不到合适的学校，只得随三堂伯去铁岭，进银岗书院(初级小学)读了半年
书。
这年秋天，他返回奉天，插班进入官立第六丙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高等丁班学习。
这所学校是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刚开办的新式学校。
课程设置，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 西方的新学，开设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
语、国画、唱歌、体育等十门课程。
这些课程使周恩来大开眼界，感到十分新鲜和兴奋。
他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名列前茅，特别是国文成绩尤为突出。
他写的作文常被老师批上“传观”二字，张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供同学们观看。
国文老师赵纯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感慨地对周围同事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
的学生!” 在校求学期间，周恩来就深切感悟到，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好。
为此，他在1912年10月写了题为《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的作文中，对教育的目的和师
生的责任，作了颇为精辟的阐述，对校长和老师提出了恳切的要求，对同学发出了共勉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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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周恩来的革命春秋》一书，收入1910年至1949年期间有关周恩来生平、思想、贡献的研究文章28篇
，约60万字。
本书力求比较系统地反映周恩来在国内外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
命洪流；参与领导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经军旅生涯；主持国共两党谈判，促成第
二次国共合作，等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本书比较全面地概述了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平、思想、功绩和贡献。
    《周恩来的革命春秋》各篇的标题，分别撷取了周恩来的文章、电报和讲话中的警句，以突出各篇
文章的中心思想内容。
例如，在国内外求学时期的四篇文章标题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
免》、《邃密群科济世穷》、《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其余各篇的标题，也是如法炮制，不一一列举。
    本书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笔者在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生平、思想的过程中，认真地参阅和吸取了国
内外学者对周恩来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金冲及同志主编的《周恩来传》，力平和方铭同志主编的《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
修订本)》上、中、下卷，逢先知、金冲及同志主编的《毛泽东传》，逢先知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以及国外学者埃德加·斯诺著《西方人看周恩来》、韩素英著《周恩来和
他的世纪》。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著《周恩来传》，这是我国引进的首部国外学者撰写的周恩来传记。
这些名著论述深邃，史料丰富，使我获益颇多。
在此，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表示衷心感谢。
在这篇后记中，我想郑重地引用威尔逊在《周恩来传》一书中的几则评论：    “周恩来认定自己只适
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象征着全民的最高代表。
⋯⋯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建设性的劳动上，并从中得到满足，而不愿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必须用全部身
心投入的政治斗争。
”    “另一个基本的默契是周恩来可以与主席进行激烈的争论，甚至可以在委员会里不同意他的意见
。
但周恩来绝不会拉帮结派去反对他。
”    “周恩来能够表明他对毛泽东的位置没有任何野心。
他不拉帮结派，也不出版‘选集’之类的东西(他去世后，中共中央批准编辑出版了他的选集等书籍—
—引者注)。
他不断地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人格和领导地位尊重。
埃德加·斯诺把他们俩的关系描绘成一种共生的关系”。
    “在那些曾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居于毛泽东之上的人当中，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能在毛泽东的班子里继
续任职。
⋯⋯周恩来并不奉承毛泽东，但他熟悉毛泽东的个性。
毛泽东一方面不信任溜须拍马之辈，另一方面对潜在的背叛十分敏感。
周恩来能够熟练地平息这些不安全因素”。
    “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甚至在‘文革’的重压下也没有破裂。
⋯⋯周恩来在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做法是那么坦荡，行事是那么开诚布公。
⋯⋯陈伯达说过：‘没有人会相信任何反对周恩来的材料。
’他还应当知道，‘甚至老头子也不相信’。
”    “然而，周恩来没有在这不可避免的挫折面前撒手不管，或是作出过激的反应。
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坚守他的阵地，为使共产党中国的改革能继续下去，提供唯一的一股主要动力。
他这么做的时候，⋯⋯就使得别人不断地集合在他的周围，并帮助他奋力去实现目标。
”    “当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完成其使命而去，而邓小平的接班人也经过几代变换之后，周恩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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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格会比毛泽东的或其他任何人更令人怀念。
”    “周恩来对他的信仰是真诚的，正如他对中国的感情和他那持久的人性，也是发自内心的一样。
这使得他在二十世纪的所有中国领导人中显得十分突出。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留下了与他具有同样想法的人来实现他的两个理想——使中国现代化和让中
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的角色。
对他选择的生活道路，我们从内心感到欣慰；对他身后的中国，我们充满了希望。
”威尔逊对周恩来的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因而是客观、公正的。
    《周恩来的革命春秋》一书很荣幸地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同志题写书名，为拙作
增辉，衷心感激。
我将精心保存文生同志赐予的墨宝，以兹存念。
    笔者从2004年离开工作岗位后，着手撰写周恩来的生平、思想研究专著《周恩来与共和国的重大历
史事件》、《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周恩来在建设年代》，都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和原
室务委员兼第二编研部主任廖心文同志审读书稿，得到了她的鼎力支持和帮助。
这部书稿也得到她悉心审定。
对此，我感激不尽。
    《周恩来的革命春秋》这本书，是我在人民出版社连续出版的第四本书。
十分感激人民出版社各级领导和责任编辑、副编审鲁静同志，感谢他们精心策划，辛劳操作。
    作者    二○○九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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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恩来的革命春秋》编辑推荐：《“邃密群科济世穷”——赴日本留学生涯》、《“思想是颤动于
狱中”——在五四运动中》、《“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旅欧鲂工俭学时咖入中国共产党》
、《“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向国民党
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领导南昌起义》、《“‘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出席中共“
六大”前后》⋯⋯刘武生编写的《周恩来的革命春秋》收入1910年至1949年期间有关周恩来生平、思
想、贡献的研究文章28篇，约6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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