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的道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毛泽东的道路>>

13位ISBN编号：9787507320206

10位ISBN编号：7507320200

出版时间：2006-3

出版时间：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张万禄

页数：800

字数：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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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道路>>

内容概要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近代以来最
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开始，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奋斗了一生。
毛泽东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
，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
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从而为古老的中国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形成了
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以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所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和卓越历史功勋，必将彪炳史册，
光照千秋!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这是中华民族的
骄傲。
因此，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的事业，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精神，将永远鼓舞和激励着中国人民
前进!　　这本书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毛泽东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最基本的革命实践、最基本
的革命理论和最基本的革命经验，并着重总结了毛泽东最基本的革命经验，即毛泽东最善于创造性地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就是说，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毛泽东所走过的这一段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从而为青少年学习毛泽东
的革命实践、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提供一本普及性的通俗历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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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万禄，中国共产党党员，西北政法学院教授，曾兼任陕西省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1935年7月生于山西省稷山县西渠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57年秋至1962年夏，在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
1962年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曾先后在南京军事学院、西安陆军学院、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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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 言第一编 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二、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光辉代
表  　（一）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创办最初的党校——湖南自修大学　三
、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  　（一）自觉而坚定地走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  　（二）“从前
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三）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  　（四）“我就
是工人代表”——长沙泥木业工人大罢工  　（五）成立湖南省工团联合会  　（六）同赵恒惕政府进
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七）“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四、坚持和推进革命统一战
线  　（一）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和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  　（二）出席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  　（三）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日子里  　（四）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主编《
政治周报》  　（五）在国民党“二大”前后  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一）陈
独秀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错误理论——“二次革命论”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雏
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三）阶级分析的典范  　（四）同陈独秀“分道扬镳” 　六
、“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一）韶山风云——半年农民运动  　（二）“问苍茫大地，谁
主沉浮?”——《沁园春·长沙》  　（三）《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填词  　（节录）  
　（四）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五）“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七、领导全国
的农民运动  　（一）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二）参加中共中央十二月特别会议  　（
三）实地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  　（四）农民革命运动的伟大纲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五）真理的声音锁不住  　（六）创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七）主持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
工作　八、“心潮逐浪高”——在中国共产党“五大”前后第二编 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一
、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出席八七会议  　（二）
“霹雳一声暴动”——赴湖南传达和贯彻八七会议的决议　二、向井冈山进军  　（一）文家市会师  
　（二）三湾改编  　（三）古城决策  　（四）红旗插上井冈山　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一
）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二）缔造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  　（三）改造袁
文才、王佐的农民军  　（四）“武装群众”  　（五）“‘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
很!”——重建湘赣边界的地方党组织  　（六）建立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红色政权  　（七）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四、“三月失败”　五、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一）朱、毛井冈山会
师  　（二）粉碎敌人的连续“进剿”  　（三）成立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  　（四）总
结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五）深入土地革命  　（六）塘边的爱情  　（七）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
时期　六、“八月失败”的前前后后  　（一）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二）湘南失败  　（三）湘赣边
界失败  　（四）迎回第二十八团  　（五）黄洋界上炮声隆　七、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  　（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
什么能够存在?》  　（三）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  　（四）建立巩固的军事根据地　八、柏路会议第三
编 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中）　一、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一
）进军赣南  　（二）挺进闽西  　（三）确立“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  　（四
）赣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五）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二、围绕建军路线的一场激烈争论
——古田会议的前前后后  　（一）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
二）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三）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四）“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
来!”  　（五）“八月指示信”和“九月来信”  　（六）重返红四军复职  　（七）筹备和召开古田
会议——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八）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古田会议决议　三、关于农
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四、实现“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
西”的战略计划  　（一）召开陂头会议  　（二）《前委通告  　（第三号）》及其实施　五、调查研
究，“要拼着精力”——寻乌调查　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　七、制
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　八、抵制李立三路线  　（一）“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二）
来自党中央的严厉批评  　（三）从汀州会议到南昌撤围  　（四）永和会师和第二次攻打长沙  　（五
）不打南昌打吉安  　（六）罗坊会议前后的争论——确定“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七）抵制李
立三错误路线的模范　九、领导和指挥三次反“围剿”战争  　（一）第一次反“围剿”战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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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反“围剿”战争  　（三）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十、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军事路线  　（
一）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制定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基本根据  　（二）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体制
——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相结合，正规红军和赤卫队、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的群众和非武装的群众相
结合  　（三）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　十一、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
席　十二、指导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建设第四编 开创家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
下）　一、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直接交锋  　（一）六届四中全会与王明路线  　
（二）在赣南会议上的斗争  　（三）关于攻打赣州和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的争论  　（四）直下漳州  　
（五）在宁都会议上的斗争  　（六）创立中央红色医院  　（七）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二
、以主要精力做政府工作  　（一）领导经济建设  　（二）领导政权建设  　（三）主持召开第二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四）领导查田运动　三、时刻关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一）战前的敌
我态势  　（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四）“风景这边独好”  　（五
）在长征前夕  　（六）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四、伟大的历史转折点——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全党
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  　（一）扭转战略方向  　（二）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  　（三）生死攸关的争论
 　（四）历史的总结和归宿　五、红军长征的胜利  　（一）四渡赤水之战  　（二）中央红军同红四
方面军胜利会合  　（三）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四）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五）“长
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六、奠基西北  　（一）“奠基礼”——部署和指挥
直罗镇战役  　（二）纠正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七、总结革命经验  　（一）关于《论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策略》   　（二）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三）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
卷末寄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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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九二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立共产党期间，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都有许
多直接的接触和联系。
因此，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情况和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对毛泽东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九二。
年七月，毛泽东第二次由北京、上海返回湖南之后，便积极开展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像成立文化书社、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等活动，都是为了在湖南建立共产党
的组织创造条件。
尤其是与新民学会旅法会友的通信、编辑出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以及
组织新年大会等活动，更是直接地为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作准备。
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为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准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
一九二0年八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筹建全国性
共产党的发起组，并决定由陈独秀邀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在北京，邀约的是李大钊；在长沙，邀约的是毛泽东。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
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　　一九二0年十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大约在十一月间，毛泽东也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
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
东，并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
接着，毛泽东又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
但那时，陈独秀正乘海轮前往广州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未能来到长沙
。
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正式成立了长沙的共
产党早期组织。
时间大约也在一九二0年十一月。
　　因为湖南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
关于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确切时间、参加的确切人数，至今尚不十分清楚，甚至有人怀疑当时
究竟有没有这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里说："《
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
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
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
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
我说我没有介绍人。
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
"①由此可见，长沙确实有过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关于长沙小组成立的时间，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代表证上，填写的入党时间是一九二0
年。
这就是说，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最迟不会晚于一九二0年底。
　　关于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据毛泽东回忆，正式发起时在文件上签名的有六人。
这六人究竟都是谁?目前有较多材料可以认定的只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四人。
　　在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都先后进行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一九二0年八月，上海最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是半公开的组织）；接着，北京也开始筹建
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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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毛泽东同时收到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
于是，他便开始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一月初，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正式决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改造中国与世
界"的"着手方法"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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