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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的中国，是神州觉醒、民族振兴的时代，是国富民强，独立自主的时代。
但新生的人民中国也面临西方反华势力的敌视与封锁。
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
平等共和国领袖一道，更多地担任了走出去、广交天下朋友的外交重任。
在这些走出国门的异国之行中，刘少奇以他特有的个人魅力，理论家的思辩，外交家的风彩，尽显中
华民族泱泱大国之风，尽展中华民族襟怀宽广之情，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架起了一座
座友谊，友好的桥梁。
    本书以珍贵的资料，将刘少奇一次次走出国门的不朽的外交风采，用纪实的笔法，——重现出来，
让读者真切地体会到作为新中国一分子的自尊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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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一  1.“在1921年的夏初，我和几十位同学即被青年团派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由青年团转入共产党。
”  2.“当时在苏联，习惯用语反什么东西很了不得，第一反对派，第二反决议，第三反提纲，这就是
敌我矛盾。
所以对少奇不'感冒'”认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
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是职工国际封他的。
  3.⋯⋯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
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
  4.国内很缺少你们这样的人才，原来送你们到这里来，也是为了回去之后搞建设，祖国期待着你们回
去能很好地工作。
  5.中国与苏联的友谊，在中国人民经济建设上来讲，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条件。
卷二  ⋯⋯卷三卷四卷五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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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应刘少奇的要求，利哈乔夫首先介绍了工厂的行政领导(厂长)、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三方面
的任务、职权、工作范围，及它们之间的分工、相互合作，以及怎样为同一目标和完成共同任务而一
致行动。
    厂长负责全厂行政管理、生产计划和任务的执行与完成，以及有关这方面的一切事宜。
这是最主要的根本的环节。
    党委书记负责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政治生活、党组织的活动及党员的思想与政策教育、政治理
论学习，监督党员模范地完成本职工作。
当然，党委工作还包括关于生产方面的合理化建议、某项生产方面的先进经验的介绍、时事报告、专
业科学知识的介绍与推广等等。
    工会组织既是团结、组织、教育、培养全体职工的群众性组织，又是帮助工人群众排除困难的权威
组织。
    各个单位——业务行政领导、党务工作(包括共青团工作)与工会工作都有明确分工，又密切联系、
相辅相成的。
有时以行政、业务的安排为重点，有时以党、团活动为中心，有时又给工会活动让路。
总之，三方面的工作都是以保证完成生产任务为中心、为最终目的，但决不是说三者之间没有矛盾。
“据利哈乔夫说，三者之间经常闹磨擦，发生矛盾，因为三方为了方便自己的工作与活动，都想多占
时间、多使用较精悍的人员、抢夺有利条件。
这虽是矛盾，却绝非是对抗性的矛盾。
”    在汽车工厂参观和座谈时，刘少奇作了简要的笔记。
联想到1950年前后中共党内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一番争论，不难想像，刘少奇对于当年的这番座谈，
还是有记忆和想法的。
    在紧张的工作之际，刘少奇还把自己已有十年没有见面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接到身边，一起
生活了一段时间。
    刘允斌、刘爱琴是1939年随到苏联治疗臂伤的周恩来一起来到莫斯科的。
转眼十年过去，当年的调皮少年已长大成人。
当时，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二年级，刘爱琴在专科技术学校，学了3年毕业了。
在毕业前夕，刘爱琴写了一个申请，要求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负责中国同学联络工作的陈祖涛到宿舍来找刘爱琴，叫刘爱琴赶紧跟他走
。
    刘爱琴说，为什么要跟你走，我这还有事呢。
    陈祖涛悄悄地跟她说：你父亲来了!    不会吧?!都10年了，刘爱琴没有见过父亲，突然说父亲来了，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陈祖涛看她发愣的样子，又不好多说什么，只好说：你不要多问了，我们去接允斌去。
    刘爱琴半信半疑地上了车，到莫斯科大学去接刘允斌。
刘允斌也是觉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这是怎么回事?不过，刘允斌已经在苏联入党了，显得比妹妹
成熟多了。
    难怪兄妹俩不敢相信，因为他们是从解放区去的，一去就是十年，既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进了城，
更不清楚全国战局的情况，脑子里的概念还是解放区，还是地下斗争的危险与隐蔽，所以觉得非常的
神秘。
    车行一会儿，便到了刘少奇住的地方。
去苏联的时候都是小孩子，现在都长成了大人，刘少奇看着这一双子女，不禁满面笑容。
十多年没见了，父女感情挺亲切的，刘爱琴马上扑到父亲的怀里。
，允斌是一个男孩子，不那么黏糊。
    两个孩子和刘少奇住了一段时间，毕竟十年不见，父子们应该有说不完的话。
但刘少奇太忙了，即使住在一起，也没有多少时间和孩子们在一块儿，只是出去参观时，带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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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刘少奇到农村参观，直接上田里去摸土看苗，7月份苗长得有那么高，他蹲下去看苗、看土。
他跟女儿讲，苏联的农业专家种田的方法产量高，我们要学习，看看人家是怎么种的田。
后来他看了看地垄，又跟女儿说，麦子长得虽然好，但是没有我们国内的农民种得细?爱琴问：怎么没
那么细?刘少奇说，你看苏联地里的土都是一块一块的，我们国内的农民种地土都是很碎，一垄一垄的
：苏联都是用机器弄的，比较粗，又不直，我们国内农民种地要比苏联人种地细得多。
我们国家的农民起早贪黑，种地很辛苦：    还有一次，刘爱琴跟爸爸去参观克里姆林宫，到叶卡婕林
娜二世的宫殿里去参观。
那里有很多历史文物，比如说叶卡婕林娜的一些奢侈的服装、首饰，还有一些比较贵重的宝石制品等
等。
刘少奇看了之后，就说确实是很豪华，我们国家有一些民族的工艺品质量也是很好，做得很细。
刘爱琴当时觉得父亲不但会欣赏，而且很了解制作工艺。
能够听到他对这些东西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这些很内行。
    刘少奇虽然很忙，但还是抽出时间同中国留学生见面、交谈。
这是一批在苏联留学十几年的学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甚至抗战之前来到这里的。
他们中有瞿秋白的女儿，蔡和森的子女，任弼时的小孩⋯⋯，在苏联生活了十几年，中国话都不会说
。
由于长期脱离祖国，他们对祖国的印象已经淡薄。
有些晚去的学生，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还比较多一点，但像国内轰轰烈烈的抗战、波澜壮阔的解放战
争这些事情也都没有经历过，所以非常迫切地要了解祖国的情况：    因此，刘少奇在给他们讲国内情
况的时候，学生们都很注意听。
刘少奇主要介绍了国内的抗战、解放战争，还说我们要马上成立新中国，革命胜利了，现在我们要搞
国家的建设，你们在这里学习，学成后回国去搞建设。
回去之后，你们的工作一定会有很好的条件，国内很缺少你们这样的人才，原来送你们到这里来，也
是为了回去之后搞建设，祖国期待着你们回去能很好的工作。
他还具体问了那个人学什么，这个人学什么，回去在什么部门。
比如陈祖涛是在莫斯科机械工业学院学汽车的，后来回来搞了一汽二汽。
还有蔡博，是钢铁学院的，还有赵世炎的儿子，学的也是钢铁工业。
这些同学，偏重于重工业比较多。
当然也有黄建中是学体育的。
他说这些工作在国内都是需要的。
    刘少奇问了每一个同学的政治面貌，谁人党谁入团了，准在学校里搞了学生工作，搞了社会工作，
他都挺关心的。
刘少奇说，你们的集体生活很好，锻炼了自己，但是你们脱离祖国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参加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祖国情况、风俗情况已经不太熟悉了，你们回去之后，在生活、语言上都有困难，特别
是在语言上。
所以你们回去之后，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困难，回去之后一定要继续学习。
    对刘爱琴个人来说，思想上是准备回国的，但也有一些实际问题。
她向父亲提出，自己是不是可以继续留下来学习。
因为她已经结婚了，而且怀孕了。
刘少奇的意思是不要留下来了，回去把生活好好安排一下，还可以继续上学。
刘爱琴虽然心里还有些别的想法，但是还是觉得绝对应该回来，不管是从个人来说，还是祖国的需要
来说，都应如此。
最终，刘爱琴还是跟父亲一起回国了。
对于这一段的情况，刘爱琴自己是这样写的：    “在苏联访问期间，父亲每天工作都是非常繁忙的。
我因为要随父亲回国，就留在父亲那里。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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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20世纪的中国，是神州觉醒、民族振兴的时代，是国富民强、独立自主的时代。
但新生的人民中国，成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峙对垒的国际大环境下，西方反华势力的
敌视与封锁，决定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基点，也决定了共和国的领袖必须走出去、广交天
下朋友的外交重任。
同时，国际形势不断发生的深刻变化，各种国际力量的不断分化与重新整合，也注定了20世纪的中国
，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共和国领袖的领导下，必定要发生许
多令世界为之一震的外交盛举。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共和国所面临的上述国际环境下，更多地承担了
作为国家元首的出访之旅。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较多地承担了走出国门出席
会议、协调分歧、征询意见等重任。
在这些走出国门的异国之行中，刘少奇以他特有的个人魅力，理论家的思辩，外交家的风采，尽显中
华民族泱泱大国之风，尽展中华民族襟怀宽广之情，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架起了一座
座友谊、友好之桥。
    譬如，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出访苏联，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形势及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的构
想。
他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援华专家，更带回了斯大林的忠告，带回了苏联人民的真挚情谊。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苏联成为第一个予以承认的国家；    譬如，1956年波匈
事件发生后，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赶赴苏联，与苏共中央就紧张局势进行了紧急商谈。
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对苏共中央的决策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同时，刘少奇也带回了诸多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开始重点研究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改进
和完善党的领导，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镜鉴与促力。
    譬如，1963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在东南亚再一次掀起了“中国旋风”。
刘少奇那不论大国小国，在外交事务中一律平等的外交风范，王光美那仪态端庄的古国情韵，至今还
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心中留有深刻的、美好的记忆。
    伟人已去，精神永存。
为了缅怀和纪念刘少奇，学习共和国领袖的外交理论与艺术，本书以翔实资料，将刘少奇的一次次的
走出国门的情景，以纪实的笔法，再一次重现共和国领袖不朽的外交风采，让读者真切地体会到作为
新中国一分子的自尊与自豪。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国门的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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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