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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墙之内，神秘的政治心脏。
森严的警卫，仿佛一道屏障，遮断世人多少探询的目光？
等闲之辈站在高高的红墙之外，不免雾里看花：风云一九五八？
“七一○事件”当事者说？
关于“大节，小节”？
动乱中的卫戍司令？
从战将到罪犯？
《从“九一二”之夜到“九一三”凌晨》(作者董保存)为《红墙知情者说》中的一部，《红墙知情者
说(Ⅲ从“九一二”之夜到“九一三”凌晨)》以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回忆与记述为主要内容，深度披露
了中国政坛惊心动魄的真实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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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保存，河北深州人。
现为解放军（解放军文艺、昆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大校军衔。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小说、报告文学16部，二百多万字。
近年来在传记文学、纪实文学领域著述颇丰。
作品曾数十次在军内外、国内外获奖，其中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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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统帅与战将的谈话(之一)——毛泽东指点迷津
统帅与战将的谈话(之二)——邓小平一言九鼎
“你是我身边那盏不灭的灯啊！
”——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访谈录
毛泽东的口味——中南海厨师韩阿富访谈录
风云一九五八——萧克上将访谈录
“七二○事件"当事者说
代总长与国防部长——杨成武与林彪
美军中流传的《孙子兵法》
关于“大节，小节”——陶汉章将军访谈录
动乱中的卫戍司令
关于“吴忠有忠”
从“九一二”之夜到“九一三"凌晨——对几个知情者的访谈
谁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谷景生将军谈“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
政治风浪中的伉俪情——谷景生与范承秀
从战将到罪犯——黄永胜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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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红大”毕业后，杨成武带着毛泽东“抗战到底，前途光明”的期望，奔赴抗日战
场。
在八年抗战中，虽然能看到毛泽东的命令、指示和文章，但是却没能有机会见到他本人了。
进入解放战争后期，杨成武又有幸受到毛泽东的两次召见。
一次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另一次在屏山县西柏坡。
1948年察南战役后，晋察冀野战军正在蔚县、广灵、阳高集结待命，准备向东挺进。
4月17日，杨成武奉命赶到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当天聂荣臻带领他和赵尔陆去见毛泽东。
聂荣臻问杨成武：“多长时间没有见到主席了？
”杨成武想了一下说：“已经11年了。
毛主席数百里把我们调来，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吧？
”聂荣臻说：“见了主席就知道了。
”到了毛泽东住处，只见他正在看书。
看来他的身体不大好，有些消瘦，但精神很好。
他让杨成武坐下，询问起了部队的情况。
关于大同集宁战役、保北战役、青沧战役、清风店战役、正太战役和石家庄战役，大的情况他都知道
了。
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他也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
杨成武一一作了回答，在汇报部队情况中，着重谈了刚刚结束的出击平绥线和察南战役的情况和经验
教训。
毛泽东听完汇报，谈起了形势。
他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反攻的阶段了。
南线，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跨越陇海路，陈粟大军转至鲁西黄河南岸和豫西地区，陈谢大军也渡过黄
河进入豫皖鄂地区。
北线，东北我军从去年春季攻势以后即转入反攻，经过夏季攻势和秋过了十几天，毛泽东来了个电报
：上次谈的任务已经撤销。
后来杨成武从聂荣臻那里知道，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大好，斯大林邀请他去苏联疗养，原拟由杨成武带
一个旅护送他到东北，从东北转赴莫斯科。
关于这件事，毛泽东曾征求聂荣臻的意见。
聂认为斯大林相邀固然是一番好意，但在那时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毛泽东的健康
状况也不便再长途跋涉，还是不去为好。
毛泽东经过斟酌，决定不去苏联了。
1948年10月3日，毛泽东再次召见杨成武，随同聂荣臻一起去党中央驻地屏山县西柏坡接受新的任务。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他们到达毛泽东的住处。
在座的中央首长还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人。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拿起一份电报让他们先看看。
这是中央委员会1948年7月22日发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井转告东北局的电报。
电报指示东北野战军转到南面作战，指出南面作战的种种有利条件，要求东北野战军于8月间在北宁
、平承、平张等线打响。
正是这份电报，导演出后来著名的辽沈战役。
接着毛泽东又递给他们第二份电报。
这是中央1948年7月30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
电报指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
傅作义。
这一份电报使前一份电报进一步具体化，特别是把攻打锦州明确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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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两份电报，毛泽东先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意见，然后站起来，伸出两个指头，说：晋察冀野战
军7个纵队，现在改组为华北野战军第2、第3两个兵团，由杨成武任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天
焕任副政治委员。
你们兵团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配合东北作战。
你们的任务是把傅的嫡系部队拖在平绥线，调动他们向归绥、集宁、张家口转移，使华北的敌人不出
关、少出关。
与此同时，第2兵团一部在北平、张家口一线配合你们在绥远的作战。
并要求你们20天内完成一切准备。
毛泽东说：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
第一个困难是，绥远是傅作义部的老窝，他一辈子经营了两支主力，即孙兰峰兵团和董其武部，这是
他的全部资本，你要消灭他的命根子，他非要拼命地和你干。
傅作义在那里经营20多年，搞了许多欺骗宣传，那里的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还不太了解，他搞了些
小恩小惠，群众对他有幻想。
他还实行连保法，一个“通敌”，株连全村。
特别是那里的粮食相当紧张，征粮不是一般的困难。
他又在群众中搞坚壁清野，如果你搞不到粮食，就站不住脚。
过去，晋察冀野战军第1、第6纵队两次出击绥东，都没有站住脚，主要原因就是吃不上饭。
第二个困难是供给支前困难，供给到前线很不容易。
第三个困难呢，可能战斗很不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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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墙知情者说3:从"九一二"之夜到"九一三"凌晨》：风云一九五八“七○事件”当事者说关于“大节
，小节”动乱中的卫戍司令从战将到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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