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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是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同我最初交往时语重心长的叮
嘱。
    我同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有着近十年的交往。
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说：从事学术研究是一门苦差事，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一定要坚持独立的
观点和立场。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追踪“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早期阶段，我就直言不讳地将我正在进行的探寻
进展情况及要达到的目的，告诉了贾植芳先生。
我还斩钉截铁地表示：综合毛泽东四十年如一日发自内心对鲁迅先生的推崇，他不大可能说出诸如此
类的话。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搞个水落石出！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以后就更不能搞清楚了。
或许正是因了我的执著，或许是黄宗英女士的行文过于随意而令人难以信服，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我们
的观点并不那么相同，但贾植芳先生仍然满腔热情地支持我把这个问题搞出个结果来。
尤其是在2006年9月，我在《作品与争鸣》杂志上发表质疑黄宗英女士文章的《“右下角一”，他不是
罗稷南》的辩诬文字以后。
当我告诉先生，那个“右下角一”，并非真的是罗稷南先生，而是与他同一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漆
琪生教授时，他微微地点了点头。
那一年金秋十月挂尾的一天，艳阳高照，已是九秩高龄的先生，一时来了精神，在家人的扶持下坐上
了轮椅，领着我来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路南，距其国顺路寓所七八百米远的步行街上。
下了轮椅，他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一步一顿地，先是引导我参观了在复旦学子心中颇具盛名的那家民
营折扣书店。
尔后，从书店出来，又轻车熟路地拐人设在书店斜对面的那个名叫“绍酒香”的假二层小酒楼，款待
我喝了一通我的家乡酒绍兴加饭酒⋯⋯    面对当前激烈动荡的世界格局，战祸遍地的中东、非洲、阿
富汗，以及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双重阴影笼罩下的某些西方国家，中国却是显得格外的稳定与和谐。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如同中流砥柱般矗立在东方！
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值得自豪值得庆幸的。
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生存、生活环境，比什么都重要。
这也是我历时七年，自费5万余元，为搞清“毛罗对话”历史真相，不辞艰辛劳顿，不懈地进行调查
考证的原动力所在。
    长江东去，大浪淘沙，事物的本来面目存在于真实的历史之中。
同样，本书面世后的备受各方关注与好评(据了解，一些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还结合本书，向学生讲授
那段时期的历史，讲授治学之道)，正是对十一年前贾植芳先生为我这个草根学者量身定制的“为历史
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的著述原则，一次极具历史意义和现实主义的成功实践。
    是为序。
    附注：几经反复与斟酌，并在认真听取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学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最终我作出决定
：由我自己为本书撰序。
这是因为，没有人比我本人更清楚自己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观及其
信仰，我的为人为文原则，追踪“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动机与目的，历时七年调查考证及成书过程
中遭遇的艰辛、坎坷与其他，更有本书之内涵及深远影响力所在。
毋庸置疑，今后撰书，我仍将奉行自己撰序这一原则。
    秋石  辛卯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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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作者秋石以翔实的材料、严谨的逻辑论证了毛泽东与鲁迅
的“心是相通的”。
在《追寻》的下篇，他认真梳理了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毛泽东与鲁迅虽身未谋面但心灵相通
的无数个真：实细节和感人画面。
井冈山岁月，毛泽东曾对鲁迅的忘年交冯雪峰说：“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爱不释手，一套《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
带进中南海。
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不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亲朋好友
“读点鲁迅”，而且还把鲁迅奉为“中国的第一圣人”，称自己是“圣人的学生”。

当《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以丰富生动的事例呈现出毛泽东对鲁迅著作阅读之全面
，理解之深刻，运用之娴熟时，读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毛泽东在家书中的那句“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的感慨确系发自肺腑。

历史既不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也不是“僵死事实的汇集”。

对于“历史真相”而言，不管是祉会名流的回忆，还是草根大众的质疑，我们既不能拒绝科学批评的
意见，也要毫不犹豫地坚持真理。
历史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永远在于不断地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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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秋石，原名贺金祥，浙江绍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专毕业后当过工人、知青、新闻工作者，业余从事左翼文学研究三十年。
坚持独立撰稿，旗帜鲜明，敢于向任何形式的“左”和伪造、否定、歪曲历史的“右”叫板；直面人
生，针贬时弊，以史料为准绳，奉行一针见血式批评。

著有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人物传记《萧红与萧军》、长篇评传《两个倔强的灵魂》；合
著合注巴金与黄源通信录《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等。

在《求是》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文摘》、《新
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年鉴》等媒体发表了大量左翼作家、左翼文学研究
和鲁迅研究，延安文艺研究及批评。
代表作连续多年被收入数十家出版社的年度版本和综合版本，还在多个国家及地区获译介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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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
上篇  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
第一章  “亲聆者”还有多人在世
第二章  1957年7月7日晚：历史现场相与析
第三章  毛泽东和蔼可亲：黄宗英等亲历者说
第四章  1957年：赵丹先生属于左派阵营
第五章  关于“毛、罗对话”等情况的通报
第六章  与黄宗英商榷：此遗言，非彼遗言
附录1  参加1957年7月7日座谈的33位人士简介
附录2  为历史瞬间留影的徐大刚先生
下篇  毛泽东与鲁迅
第一章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第二章  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架起桥梁
第三章  诗心相通
第三章  与鲁迅书长相随
第五章  对“阿Q”的独特理解
第六章  “圣人”和他的学生们
第七章  爱屋及乌扬鲁迅
附录  毛泽东与我国遗传学家谈家桢
备忘录：本书作者对“毛罗对话”的五次质疑与批评
后记：别了，东中街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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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宗英的这个说法是否“合乎情理”，暂且不论，因为“情理”不能取代事实。
    当时现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宗英此说是否又是类同周海婴先生于同一个话题中的“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或“秘密对话
”或“临终托付”那些个不着边际的“内容”呢？
这是因为，黄宗英并没有告诉读者，她和赵丹为什么“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
他们是怎么让开的？
给谁让开的？
让开后他们又坐到了哪一桌上(因为每个桌上都围坐了足够的人数)等等。
她一个字儿也没有提及。
    论述到这里，笔者深感有必要提请读者们充分关注一个问题，即黄宗英笔下那个所谓“让开了主席
身边的‘显赫位置’”的说法。
这个说法，分外的重要，也分外的关键。
它，关乎到黄宗英女士能不能“听到”，进而，能不能“听清楚”毛泽东与罗稷南之间有关“假如鲁
迅活着会怎样？
”的对话内容的问题。
对此，我们不能不对有着四十年报告文学笔法深厚底蕴的黄宗英女士笔下这句话隐藏的玄机，或者叫
做背后的潜台词也可以，来一下探索。
这个玄机——潜台词十分隐蔽，一般来说，读者是不会过于注意的。
这就是，当有心人一旦考证出黄宗英所坐的位置是听不到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内容时，她的这个潜
台词就会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历史现场效应”来。
黄宗英有关此话的原文是：    ⋯⋯而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
》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
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
“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在引述完黄宗英笔下的这段“依稀记起”的文字，笔者深感有必要替黄宗英女士纠正一个事实，那
就是文章中强调的关于“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的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
确切的历史场景这一细节是：“身后”，应为“身后”那一桌！
这样的提法，更能与历史真实存在的保持一致。
检视已知的所有的照片，包括已经公开发表的，和历史上存在尚未公布于世的，尤其是已经为万千读
者熟悉了的刊于1957年7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和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报》报眼重要
位置的照片，结论是均为“身后”那一桌。
只不过，《光明日报》头版由侯波老前辈拍摄的那幅，使用的是拉近了场景的镜头。
无论是这幅拉近了的镜头，还是黄宗英女士不辞劳顿地从中国电影资料馆翻检出来一脸欣喜拥坐在毛
泽东身边的照片，黄宗英女士和赵丹所坐的位置都是一样的：赵丹坐在黄宗英女士的右侧，纹丝不差
！
而当毛泽东、柯庆施莅临黄宗英女士这一桌时，黄宗英女士坐在毛泽东的右手，赵丹依然坐在你的右
侧，柯庆施则挨坐在赵丹的右旁！
黄宗英女士的对面，也就是正在讲着话的毛泽东的左侧，坐的是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妻子、电影演
员黄晨，一桌坐了两对从影的夫妻。
至于黄宗英女士文中指证的那个“右角背影”、“右下角一”，笔者将在稍后一些提供详细论证——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他不是罗稷南先生。
    为什么笔者会将这个所谓的“显赫位置”的说法，谓之以“会发挥无与伦比的‘历史现场效应’”
呢？
这是因为黄宗英使用了“在‘毛罗对话’后”的这一含有特定时间意义的用词。
作者关于“后”的这一时间概念用字，是在告诉所有关注此文的读者们：当毛泽东与罗稷南先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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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不过短短一两分钟，然却引发45年后开放了的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知识界剧烈震荡，有关已经死
去21年的鲁迅是否会被捕入新中国班房的惊天话题时，黄宗英和赵丹，从其原本落座的那张电影人围
坐的小圆桌，挪到了几近零距离的毛泽东身边，⋯⋯于是，他们不但“确实能够听到”，而且还能够
“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
”    众所周知，一张喝咖啡的小圆桌，至多也只能坐那么四五个人，如今由于毛泽东、柯庆施等人的
加入，则就挤得满满囤囤的了。
那么，又何来赵丹黄宗英夫妇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的“史实”或说法呢？
黄宗英唯恐读者读不懂她这么杜撰背后的故事，又特特地地给所谓的显赫位置四个字加上了独具定义
的双引号。
    座谈中，为着方便，也有将两张小圆桌并在一起的，但黄宗英赵丹他们却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们
落座的电影人小圆桌，并没有和别的小圆桌并在一起。
毛泽东莅临时也是如此。
因此，他们还是听不到那个所谓的“毛罗对话”内容的。
不过，我们倒是见到了那么一两幅近景照片上，坐在所谓罗稷南他们后一桌的后座上的赵丹先生怀着
极大的好奇心，探前身子，侧歪着脑袋，满脸堆笑，且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毛泽东和几位人士之间的对
话，但黄宗英依然在远处，其目光也只是张望而已。
    历史的真实也告诉了我们，罗稷南先生不是“电影界”人，与他同桌坐在一起的，也没有黄宗英女
士引以为傲的“电影界”人(有多张现场照片为证)。
既然黄宗英女士和丈夫赵丹并非与罗稷南先生同桌围坐，又何来在毛泽东与罗稷南先生进行惊天地泣
鬼神，导致“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这个“对话”时，你们却坐在了“主席身边的‘显
赫位置’”？
再问，你们又是如何从自己落座的“电影界”人的专桌，挪至毛泽东与罗稷南先生正谈着话的这一桌
的？
如果不是，又何以会出现你笔下强调的“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
位置’”这一说法？
    黄宗英女士也许会这么说：呵，那文章里我还有一个“依稀记起”的词哩！
⋯⋯    “依稀”，可以视作为梦幻，也可以视作为老年人脑海中似是淡忘了的渐远渐去的某种记忆。
    当然，黄宗英坐在“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的说法，在1957年7月7日的那个夜晚，也是客观存
在的，但绝非是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不管这个“对话”内容是些什么)时，而是在毛泽东莅临她和丈
夫所围坐的这一张小圆桌时！
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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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东中街，是一条不足500米长的小街巷，在北京的交通游览图上是寻觅不到的。
它，地处东城区与朝阳区的交界处，南端是东四十条豁口的工体北路，北端则是宽广平坦的东直门外
大街，坐落在十七八年前盖就的保利大厦和本世纪落成的银座后面。
回忆二十多年前，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叶盖就的几栋红砖住宅楼外，这儿是清一色的杂树环绕的土黄
色或者青黛色的，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一座紧挨一座的四合院落，院落与院落之间，是一条条狭窄的
泥土夯实的小道。
只是到了90年代，随着保利大厦的拔地而起，这里才变得热闹了起来。
如今，这儿，连一个四合院落也没有了，全是钢筋水泥丛林的威猛组合。
那昔日特有的静谧，连同一棵棵清香四溢的枣树儿，全都消失了。
    东中街，在我脑海的记忆中，是苦涩的、深刻的。
这苦涩的、深刻的记忆，源自1988年夏日开始的我的南下北上持续达五年之久欲图返回江南水乡旅次
的万般烦恼，时我在遥远的北大荒工作。
直到1993年的夏日，在众多文学界高层领导和朋友们齐心协助下，我终于回归了魂萦梦牵的江南水乡
。
尽管我没有能够回到曾经生活过一十六个年头的姑苏古城，但是这里依然是江南水乡姑苏大地的一部
分，一个正以崭新面貌声誉鹊起名叫昆山的外向型明星小城。
在这里，正是依托着紧邻30年代左翼文学发源地大上海的独特地理优势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帮助我实
现了儿时的梦想，成为了一名拥有多部著述的作家，一名歪打正着的鲁迅研究学者，一名有所建树的
文史学家。
    东中街，在我脑海中积聚多多的记忆中，更多的是一种成就感，幸福，快乐。
正是在这里，引领我这个只有一张不太合格化工中专文凭却又不务正业的人，一步一步，迈向神圣的
遥不可盼的学术殿堂。
这，也是我今天以此为题撰写本文的一个出发点。
    难忘的多事的1988年之夏！
    从这一年的7月7日起到2010年9月15日，我先后27次入住东中街42号。
东中街42号院，系由两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砖家属楼和一个书库组成。
在那座狭长的东西走向的红砖住宅楼底下，则是一个同等面积的地下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就
设在地下室。
其实，叫地下室旅馆更为贴切一些。
招待所的条件十分简陋，从初始的二人、三人、五人间，到后来的一人、二人、三人间。
而所谓的一人间，也就那么个四平方米左右，一架木床，一张小桌，桌上是一架21英寸雪花飘飘的早
期电视机，外加从不间断过的令人头皮麻麻的蟑螂爬行。
以至于在后来数年的入住中，我都得事先购买一袋樟脑丸，置放于室内四周。
    东中街42号地下室，更是我的学术生涯自起步到最终成功的最好见证。
    在这里，我写出了最早一篇关于左翼作家的学术论文《我所认识的萧军》(以11000字篇幅刊于1989年
第2期《新文学史料》)。
    在这里，我修订了近50万字的萧红萧军研究专著《两个倔强的灵魂》(漫画大师丁聪画像，书画大师
黄永玉题写书名，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印数5 000册)。
    在这里，我酝酿了质疑、批评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长篇评论文章《爱护
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原题《周海婴先生，您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评》，刊2002年9月17日《文艺报》，发表时为14 000字)。
    还是在这里，自2003年起，我一次复一次人住，为的是破解由周海婴先生以“再说几句”为名目率
先引向社会，继而由著名电影演员、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以其“亲聆者”的特定身份杜撰的那个所谓
“毛罗对话”内容的真相，直至2011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8万字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
泽东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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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lO年9月8日—15日，这是我最后一次入住东中街42号地下室。
那一次进京，系由按照此类图书的出版规定，在无数次自费调查考证的基础上，为确保本书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顺利出版，我不得不又一次自掏腰包出行，携带出版社终校书稿送交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审读。
其时，正值上海世博会期间，京沪问，无论是动车票还是其他车票，都是一票难求。
窗口及预售点根本买不上票，而昂贵的飞机票却又与我无缘。
连去北京站三天，最终退得一张与二等座等价的动车D313次无座站票。
连夜站立十个半小时：从北京南站一直站到苏州，次日清晨下车后换乘G7251次沪宁城际高铁(仍然是
无座站票，且补了票——京沪动车与城际高铁车票不予接续)再到昆山一⋯对此，我没有些许后悔和怨
恨，尽管是六旬有四的人了。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踩着新中国成立的礼炮成长，自有锲而不舍的目标去追求，去实现。
同时，还有一种神圣、高尚的信仰凝聚成的使命感，在驱使着我不断向前。
    2011年6月中旬的一天，为筹备拙著研讨会，我又一次进京，又一次来到东中街42号地下室的招待所
门口，却见这里铁栅栏紧闭⋯⋯经询问，方才知道，早在新年伊始，这个设在地下的招待所，在运行
了20多个年头后宣告寿终正寝了。
日后不久，这里将变作一个名叫“天天”的人文社附属出版社的编辑办公场所。
    似乎这也是一种缘分：随着东中街42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的关门大吉，伴之而起的却是我——
一个草根学者恐怕是历史上耗费考证、撰写时间最长，意义也更为深远的一本学术著作的面世⋯⋯    
于探访东中街42号地下招待所关门大吉的次日华灯初放时分，在北京首屈一指的图书大厦西单图书大
厦，以及历史悠久的王府井新华书店，我被告知：他们从北京图书配送中心进的《追寻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与鲁迅》一书，仅仅上架两天，即告售罄。
东中街42号招待所，对于我这个无任何经费来源的基层退休草根出身的学者来讲，无疑是失却了一个
“理想”的京城住处。
尽管这是一处简陋不堪的地下旅馆，但是由于文化出版机构的经营，那种特有的氛围与文化特质，是
任何一处地下或地上的旅馆或招待所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
何况它又处在四通八达分外便捷的二环路边，地铁站旁！
    ⋯⋯    当时的场面很有戏剧性。
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说完之后全场几十万人有几秒钟竟鸦雀无
声，好像是太激动了，然后“哗”地全场欢呼，高兴、啜泣的声音全出来了。
我也非常激动。
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
毛主席不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
当时的感觉确实如此，跟旧社会是完全不同的。
在旧社会，中国人有自卑感，总觉得低人一等，新中国一成立，就像变了个人，精神上也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沙博理选择了在中国定居，并且一直以作一个中国人为荣，满腔热情地向世界介
绍中国文化和新中国的巨大变化。
2010年，95岁的沙博理老人荣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在今年4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沙博理发表的感言中
充满着自豪。
他说：“1947年，我刚来华的时候，有人说中国是东亚病夫，现在可能那些人害怕我们太健康了⋯⋯
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对我的教导，我什么都办不成⋯⋯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要高兴
的大喊：我是一个中国人！
”    听了沙博理老人的这番肺腑之言，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否也应当来一个扪心自问：对自己的
生身祖国，对引领我们向世界一流强国迈进的中国共产党，我的认知又是什么呢？
！
我们是否还有理由相信那个不着边际毁我长城的“毛罗对话”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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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借本书修订本之际，我不得不说上几句并非多余的话，多多少少地为自己正一下为他人歪曲
了的“名”。
    自2003年1月下旬对“毛罗对话”追踪考证以来的这么多年间，许许多多的人给予了我鼓舞与支持，
但也有不少人(多系文学界好友)出以好心，提醒我中止调查，以免将来“吃亏”、“惹众怒”，对此
，我感激之余报之以一笑。
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则借助媒体、网络，与一些公开场合，制造流言蜚语，诬指我“借批名人出自
己名”，更甚的，则别有用心地将我打成“凡是习惯势力”(见2002年12月19日《南方周末》C23版头
条牧惠先生《读“毛罗对话”》一文，我被其公开点名批判)，等等，不一而足。
    谁都明白，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全部。
    第一，自1989年至今，我先后为十多位左翼文学文化人于遭受攻讦与曲解时，挺身而出，共撰写、
发表了近20万字的报刊文章(不含专著)，既为弘扬，也为辩诬。
    第二，自东北到南方，直至退休以来的几十年问，我先后十多次在社会上见义勇为，而且，这十多
次见义勇为，一次也没有我的个人利益、利害关系在内。
至今，我仍保存着公安机关(盖章)下达的我只身擒获三名盗窃犯之通报(1996年)，以及在公交车、列车
上两次见义勇为的报章报道(2007年)。
    第三，自1981年至今，我先后三次实名举报党员干部腐败。
    第四，当众怒斥狂妄叫嚣“推翻你们共产党”的台湾所谓“投资商”(1999年5月)。
    我秋石就是这么一个“不识时务”“不知好歹”的倔汉子，你说我“功利”不“功利”？
！
    鲁迅先生在1902年时说道：“我以我血荐轩辕”。
    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时提倡：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我将以两位伟人的教导实践终生，不至于临终时抱憾半分。
其他，别无他求。
    北京东中街42号地下招待所，随着它的2011年的角色转换，对于我来说，业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尽管如此，它依然是那样强烈地牵动着我的情怀。
我无法想象，没有东中街42号地下室的那些个日日夜夜，我秋石的今天将会是一个什么样？
    别了，东中街42号！
    秋石    2011年9—12月    于江苏昆山香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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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秋石有过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从而将一己的“小我”与世界风云胶结在一起，当他研究鲁迅及
现代文学时，就不是书斋里的寻章摘句，而是风雨中的漫舞高歌，这样的姿态弥足珍贵。
　　——贺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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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是关于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人物传记，由两部分组成，第
一部分是长篇纪实《毛泽东与鲁迅》，作者秋石通过长达数年的研究，从茫茫史海中寻觅了大量材料
，传神纪实地钩沉了毛泽东与鲁迅彼此神交的心路历程和基本情况，由此印证毛泽东的“我跟鲁迅的
心是相通的”这一历史结论。
第二部分是长篇史实考证《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作者曾四十余次赴各地自费调查考证，
访问了尚未谢世的许多当事人，查阅了大量有关的文献档案，基本上廓清了一些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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