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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写的是两个特殊并且敏感的人物：毛泽东和林彪。
毛泽东和林彪，性格迥异，特色鲜明。
一个心胸博大而又憎爱分明，嬉笑怒骂，率性而为；一个行为刻板而又性情阴鸷，工于心计，含而不
露。
一个曾经被奉若神明，一个则在身败名裂后，被视作魔鬼。
就是这么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人物，却维持了长达43年的私交公谊。
在“九一三”事件过去二十五年，毛泽东也去世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可以而且应该站在历史的一定高
度，对这两位传主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作出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
可真要到了落笔的时候，倒又有了“要唱山歌难起头”的彷徨与踟蹰。
毛泽东和林彪，一个是历史巨人，一个是一代名将，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
当然，就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而言，林彪与毛泽东相比，自然是远远难以望其项背的。
但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实在又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多少带点神秘色彩的话题。
若从历史事实出发，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大体上可以说是“七分合作，三分不合作”的“三七开”
关系。
就是有那个“三分不合作”，也没有妨碍毛泽东一直把林彪视为小弟弟，视为得意门生。
在麾下众多的战将里，毛泽东对林彪是倚重的，是信赖的。
说不上刎颈之交，却也是患难知己。
毛泽东愿意向林彪倾吐心声，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其说是批评和责难，不如说是耳提面
命，悉心栽培。
毛泽东对林彪气急了，也就是一句：“你这个娃娃，懂得什么！
”完全是一副兄长的模样。
换上别人，毛泽东恐怕未必这么宽容。
同样，林彪对毛泽东总的来说是尊重的，拥护的。
他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作战英勇，打了不少好仗，成为红一方面军朱毛属下的一员骁将。
年轻的林彪敬重毛泽东，却也不乏锐气。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亦敢斗胆陈词，勇于建议。
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林彪变了，变得“顺”了，一切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
昔日那种正常的兄长之谊，师生之谊，变味了。
在毛泽东头脑中“左”的思想日益抬头的时候，在那些老革命家们被迫沉默的时候，只有林彪在手舞
足蹈地高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泽东对林彪表现出来的“恭顺”感到满意，直到把他封为自己的“接班人”，显然没有意识到林彪
内心暗藏的杀机。
及至林彪刀剑出鞘，毛泽东才回过神来，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放林彪一马，在林彪仓皇出逃时，来
个“由他去吧”。
中国民间说的“你不仁，不能怪我不义”，毛泽东没有这样做。
这里面该有多少难以言说的心绪啊。
毛泽东炯炯有神的目光，曾经洞察变幻莫测的世纪风云，曾经看穿了多少人的灵魂隐秘。
这双毛泽东引以为自豪的慧眼，却没能看透林彪瘦弱躯壳下的内心世界。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被林彪狠狠算计了一把。
林彪的下场固然是得其所哉，可又有几人能理解毛泽东遭到背叛后的那份凄凉与无奈？
一个普通人，用人失察，交友不慎，吃亏的可能只是他自己。
毛泽东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个泱泱大国七亿人民衷心拥戴的领袖。
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使他个人的悲剧，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纠葛在一起。
已经写就的历史，是无法改变的。
再读昨天这段历史，但愿不要只是发几声叹息、几声感喟了事，它留给我们的将是太多的思考，太多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与林彪>>

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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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和林彪，一个是历史巨人，一个是一代名将，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
当然，就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而言，林彪与毛泽东相比，自然是远远难经望其项背的。
但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实在又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多少带点神秘色彩的话题。
本书就是揭秘他们从革命战友到分道扬镳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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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哲峰，浙江温州市人。
先后就读于杭州大学、南开大学。
1985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工作
。
主要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的研究。

　　于化民，山东济宁市人。
1988年获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工作
，副师级、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研究。
200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任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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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风云际会井冈山
　毛泽东和林彪，两个分不开的名字。
１９２７年，蒋汪的叛变浇熄了大革　　命的熊熊烈焰。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毛泽东临危受命，领导了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农运大王”上山当了“山大王”。
林彪随南昌起义余部艰苦转　　战，差点当了逃兵。
朱毛会师井冈山，相识在革命摇篮。
被篡改了的历史，林　　彪变成了与毛泽东握手的人。
暮年的毛泽东垂首低吟：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　　需待七年期。

二、“留却工作谁承受？
”
　“树林子里三只虎”，战斗在毛泽东麾下。
反“会剿”朱毛巧指挥，黄坳、　　五斗江、新老七溪岭、龙源口连战连捷，湘敌、赣敌望风披靡，
井冈山进入全　　盛期。
“八月失败”，兵败郴州。
毛泽东桂东迎大队，林彪浴血护前委。
王尔　　琢遇害崇义，红四军悲失良将。
毛泽东力排众议委以重任，“娃娃团长”红四　　军中崭露头角。

三、千回百折赣闽路
　柏路会议定下“围魏救赵”之计，朱毛红军顶风冒雪下山远征。
大余失利，　　林彪大失水准，何挺颖惨死马下。
项山被围，朱、毛险遭不测，前委严厉批评　　林彪。
朱、毛设伏，大柏地痛歼刘士毅，“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挥师闽西，屡战屡胜，开创革命新局面。
汀州改编，陈毅成了林彪的党代表。

四、从“七大”到“九大”
　中央“二月来信”，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
刘安恭其人其事。
是否恢复军　　委的争论，白砂会议撤销临时军委，毛泽东坚意请辞。
患难中的一段情谊：关　　键时刻林彪鼎力相助，毛泽东复信吐露心曲。
“七大”上陈毅“各打五十大板”　　，毛泽东意外落选，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
林彪探望病中的毛泽东。
“九月来信”指明了红四军建设的正确方向，陈毅坦然认错，毛泽东重回前委。
古田会　　议的成功召开，扫去人们心头的阴云。

五、星火燎原不可挡
　从《毛泽东选集》一篇文章的题注说起。
毛泽东对革命道路问题的艰苦探　　索。
“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疑问的由来。
林彪写来“新年贺信”，引起毛　　泽东的沉思。
一家杂货铺的小阁楼上，毛泽东笔走龙蛇，描绘中国革命的光明　　前景。
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插曲：隐去了林彪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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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副统帅”　　洗刷自己，毛泽东笑言：不要再翻历史公案。

六、长沙城下“火牛阵”
　命运之神再度垂青林彪，年轻的红四军军长。
毛泽东说：“谁说林彪难缠？
　　”罗荣桓自道甘苦：“给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
”二打长沙“火牛阵”　　失灵，毛泽东指点迷津，林彪茅塞顿开。
毛泽东巧妙抵制“立三路线”，示警　　南昌大战吉安。
罗坊会议筹划反“围剿”大计，毛泽东定下“诱敌深入”方针，　　彭德怀投下关键一票。

七、烽火连天反“围剿”
　毛泽东深谋远猷运筹帷幄，一军团冲锋陷阵八面威风。
黄竹岭上毛泽东喜　　逢大雾，万功山下张辉瓒束手就擒。
蒋介石捶胸悲鸣：“魂兮归来！
”三万红　　军潜形匿迹，白云山头天降神兵，半个月长驱七百里，横扫千军如卷席。
彭德　　怀由衷赞叹：还是摇羽毛扇的厉害！
千里回师寻觅战机，三战三捷迭挫顽敌，　　巧妙穿插游刃有余，牵住牛鼻子拖垮敌人。
敌人发出哀叫：“肥的拖瘦，瘦的　　拖死。
”
八、乌云密布的日子
　王明“左”倾路线登台，毛泽东开始遭受打击。
林彪当上军团长：“担子　　重些，承担吧。
”聂荣臻的发现，林彪口袋里有个神密的小本子。
攻赣受挫，　　毛泽东激愤难平。
漳州大胜，林聂飞机前合影。
林彪与聂荣臻的第一次争吵。
　　毛泽东拍案而起痛斥“左”倾，宁都会议上被削兵权。
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　　打个招呼我就来。
话剧史上应记的一幕，林彪妙扮蒋介石。
黄陂战斗，林聂亲　　临火线指挥，李聚奎立下军令状。
苏区来了“洋顾问”，指手划脚瞎指挥，彭　　德怀指着鼻子骂李德：“你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呀！
”难解之谜：林彪与“短促　　突击”。

九、挽狂澜于既倒
　红军将士洒泪告别中央苏区，红一军团任开路先锋。
一根电话线起了大作　　用。
血战湘江，敌兵冲进了林彪的军团部。
林、聂分食一块干粮。
担架上的倾　　心交谈，王稼祥、张闻天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１９３５年的新年，林彪给部队　　出了道思考题。
全军官兵翘首企盼，遵义会议扭转乾坤。
蒋介石叮咛部下：毛　　既已当权，今后作战务加谨慎。
云贵高原，毛泽东恣意挥洒“得意之笔”，贵　　阳城中，蒋介石如热锅蚂蚁惊魂难定。
金沙江畔，毛泽东对林、聂说：“你们　　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林彪提出要改变领导，毛泽东不以为然：“你是个娃　　娃，你懂得什么！
”忠厚的彭德怀代人受过。
飞夺泸定桥，林彪发来鼓劲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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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越夹金山，毛泽东如履平地，林彪几次昏死。

十、“不到长城非好汉”
　两河口毛泽东冒雨迎接张国焘。
张国焘拥兵自重，伸手要权。
聂荣臻提醒　　林彪注意张国焘，林彪说：“你这是宗派主义”，两人拍了桌子。
张国焘拖延　　北上，松潘战役计划付诸东流。
耿飚缴获了一批马，林彪也要了一匹。
过草地　　时，林彪也曾亲口尝百草。
祸起萧墙，张国焘欲加害党中央，关键时刻叶剑英　　立下大功，毛泽东毅然率部北上。
林、聂指挥攻占腊子口，打开北上通道。
毛　　泽东吃西瓜的方法：辣子、酱油、醋，全抹上。
张闻天摇头：“太辣！
”中央　　红军结束长征，在大西北安下家。
峨嵋山上，蒋介石痛悔“六载含辛茹苦，未　　竟全功。
”
十一、鲜为人知的争论
　初到陕北，林彪郁郁寡欢。
直罗镇战役举行了一个漂亮的奠基礼。
林育英　　的到来，兄弟相会瓦窑堡。
林彪三番五次向中央提出，要去陕南打游击。
毛泽　　东严词批评，召林彪速来中央。
林彪化装侦察黄河渡口。
毛泽东诗兴大发，写　　下千古绝唱。
大军东渡，山西土皇帝着了慌。
三路分兵，毛泽东要一军团留在　　晋西南，林彪却坚持要出晋东南，甚至要中央退回陕北。
大相寺会议上，毛泽　　东严厉批评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林彪无动于衷。

十二、“神仙洞”里育英才
　创办红军大学，毛泽东指名要林彪当校长。
毛泽东要把红大办成共产党的　　黄埔军校。
林彪一身三任：校长，教员，还是学员。
敌军偷袭瓦窑堡，林彪差　　点挨冷枪。
毛泽东戏说“神仙洞”，“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救苦救难。
”　　丰富多采的红大生活。
林彪请斯诺吃面条。
红大二期的“学潮”风波。

十三、血战雄关费运筹
　　卢沟桥畔的火星点燃了中日大战的烈火。
林彪出任八路军主力一一五师师长。
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插杨，让母鸡下蛋，吃饱了饭再说。
林彪说：内战时我们可以整师整师歼灭国民党军，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
山西危急，林彪冒雨追赶部队。
阎锡山部署平型关决战。
林彪建议集中主力打大仗。
毛泽东阐述八路军拿手好戏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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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将领一致呼吁集中作战。
毛泽东最后拍板：林师及王震旅均使用于作战。
首战平型关，一一五师以６００人的伤亡歼灭日军千余人。
林彪总结说：敌人确实是有战斗力的。
平型关胜利，激发毛泽东对集中作战的信心，提出要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十四、林彪负伤千家庄，毛泽东走马看林彪
　　毛泽东部署八路军向山西四周散开。
五台分兵，林彪率师驰援娘子关。
聂荣臻建立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根据地。
毛泽东击节赞赏：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蒋介石接见林彪：你是黄埔的嘛，应该好好合作。
日军威胁黄河防线，毛泽东令林彪驰援晋西。
千家庄晋军误伤林彪。
毛泽东急电送林彪返延养伤。
毛泽东与林彪纵论战略进攻。
毛泽东送林彪赴苏联治伤。

十五、风尘川陕路：毛泽东派林彪重庆见蒋
　　林彪在苏联种种传说。
林彪回国，蒋介石令兰州、西安一路绿灯，不得留难。
毛泽东亲自下山迎接林彪。
蒋介石巡视西北，约见毛泽东。
毛泽东有意见蒋，周恩来极力劝阻。
周恩来建议林彪先出探路。
毛泽东称病，派林彪见蒋。
林彪重庆三见蒋介石。
国民党关闭谈判大门，毛泽东令周、林速自重庆脱身。
在西安周恩来巧妙揭露胡宗南闪击延安阴谋。

十六、从“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
　　抗战胜利后的历史转折。
枣园小礼堂成了毛泽东点将的中军帐。
毛泽东点名林彪赴山东。
林彪濮阳中途转兵，由东出山东变为北上冀东。
未到冀东，毛泽东电催林彪直赴沈阳。
毛泽东提出独占东北。
林彪策划沈阳大保卫战，提出“变沈阳为马德里”。
苏联将长春路沿线城市移交国民党。
中央放弃独占东北方针。
林彪建议主力分散剿匪，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一锤定音，号召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十七、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四平保卫战，国共两军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重量级较量。
国共两军统帅关注四平要地。
苏军撤出四平，毛泽东下令控制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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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中６个旅在四平外围作战。
林彪建议不固守四平。
马歇尔来华调停，毛泽东下令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
四平保卫战关键时刻，毛泽东号召“变四平街为马德里”。
林彪建议在敌后开辟第二战场。
塔子山失守，林彪下令放弃四平。
东北民主联军处于危急关头，林彪大胆放弃保卫长春打算。
毛泽东同意林彪分析：“四平防御战是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
十八、东北旋风
　　国民党军压到松花江，东北局准备放弃哈尔滨。
林彪计划在哈尔滨、扶余一线诱歼国民党军。
蒋介石慑于兵力不足，同意东北停战。
毛泽东调整东北领导班子，林彪临危受命，出任东北主帅。
林彪全力准备战争。
林彪指望关内大打吸引敌军不能出关，依赖关内派干部帮助东北。
毛泽东要求东北自力更生。
“林总的重点主义”－－专顾作战，不管其他。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林彪一举扭转东北战局。
毛泽东总结东北围城打援经验。
毛泽东谢绝林彪邀请去东北，坚持转战陕北。
从夏季到冬季，林彪发起三大攻势，打得蒋介石三易东北主帅。

十九、“一点两面”战法是什么意思？

　　林彪能打仗，在军内有“韩信”之称。
聂荣臻说：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对战术问题肯动脑筋。
黄克诚说：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
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战将。
　陈云说：林彪作为四野指挥员，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
林彪善于打运动战，打野战，打巧战；喜欢绕过中间层次直接指挥到第一线部队。
陈赓说：在林总指挥下，兵团司令是“空军”司令，可以睡大觉。
林彪喜欢概括归纳总结，在东北战场上提出了“六条战术原则”。
毛泽东询问林彪：“一点两面”的战法是什么意思？

二十、战锦方为大问题
　　是守是撤，蒋介石举棋不定。
是关门打狗还是开门赶狗，毛泽东、林彪意见不一。
东北野战军屯兵长春城下，战撤不易。
林彪提出南下作战以杨成武的行动为准。
林彪迟迟不南下，抱定宗旨：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
毛泽东透“底”给林彪：东北十个月内要打三个大战役。
千呼万唤林彪始南下。
蒋介石拼凑东进、西进兵团。
林彪始料不及：“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建议回头打长春。
毛泽东极为震怒，严厉批评林彪。
锦州守将范汉杰说：打锦州这一着，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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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
　　林彪在毛泽东的激励下攻锦勇气培增。
５个纵队进攻锦州，刘亚楼比之为“请五大主力会餐”。
弹丸之地塔山七天七夜阻击战。
蒋介石大骂五十四军军长：你不是黄埔生，你是蝗虫。
廖耀湘“围魏救赵”，企图迫退攻锦部队。
锦州总攻战，东野第一次集中密集炮火。
曾泽生战地起义，郑洞国后院起火，长春和平解放。
锦州解放，毛泽东属意打锦西。
蒋介石坚持“规复锦州”，正中毛泽东下怀。
林彪建议先打西进兵团廖耀湘。
林彪在大虎山、黑山布下大口袋。
蒋介石哀叹：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
兵败如山倒，林彪两昼夜歼敌１０万。
林彪错走一步棋，营口为敌乘虚占据。
毛泽东再次发火，要林彪坚决关上东北海上大门。
丢失东北，蒋介石急得吐血。

二十二、将帅协谋，决胜平津
　　１９４８年冬，蒋介石在军事上陷入“雪崩”之中。
毛泽东眼睛盯上了华北。
毛泽东确定华北三大战役：归绥、太原和平津三大战役。
蒋介石有意放弃华北，傅作义坚持“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
毛泽东决定停攻归绥，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林彪适时建议停攻太原，稳住傅作义。
毛泽东指示东北主力提早入关，林彪面有难色。
毛泽东断然下令林彪率东北提早入关。
“东北虎”出动，关内震惊。
平津张长蛇阵，林彪主张先围唐山，打蛇先打头；毛泽东要求先揪蛇尾，引蛇回头。
傅作义中计，主力集中平张线。
毛泽东对傅部隔而不围，围而不打。
“惊弓之鸟”傅作义成了“笼中之鸟”。
毛泽东“笼”中捉“鸟”，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林彪再次建议：不打塘沽打天津。
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
刘亚楼２９小时拿下天津。
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作了一次明智选择。

二十三、林彪陈赓运筹各异，毛泽东千里仲裁
　　林彪南下碰上着短裤、穿草鞋、机灵精瘦的桂系兵。
宜沙、湘赣，林彪连连扑空。
陈赓兵团暂归林彪麾下。
白崇禧跳出林彪的包围圈。
毛泽东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用大迂回大包围才能抓住。
弄“拙”成“巧”，林彪大战衡宝，“钢军”丢盔弃甲。
挺进广东，林彪令陈赓不打广州，直插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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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提议先取广州，后取广西。
毛泽东千里外拍板同意陈赓意见。
两阳追歼战，陈赓对林彪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粤桂边作战，林彪要陈赓先打北面鲁道源；陈赓建议先打南面张淦，封死敌南逃之路。
毛泽东再栽：全力防止桂系南逃海南岛。

二十四、出兵援朝：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
　　朝鲜战争爆发，年轻的共和国面临严峻考验。
林彪提议以邓华代黄永胜主持东北边防军。
美军仁川登陆，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
毛泽东面临一生中最为艰难的选择。
林彪反对出兵：“免得引火烧身”。
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挂帅出征。
彭德怀临危受命，毛泽东大为感动。
毛泽东决定出兵，斯大林由衷赞佩。
林彪喜不形于色，不愿出席元帅授衔仪式。
炮击金门，毛泽东担心打着美国人，林彪提议给美国人透点消息。

二十五、从北京到庐山：毛泽东的“哨兵”和“援兵”
　　林彪闭门“韬光养晦”，十年磨一剑。
林彪大反教条主义，得到毛泽东首肯。
毛泽东说：放着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人家的“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引起毛泽东震怒：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林彪奉召上山“增援”，出手不凡：彭德怀你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
扳倒彭德怀，林彪得到巨大实惠。

二十六、英雄所见，大抵略同
　　林彪身居简出，总结“得一人而得天下”的“登龙术”。
林彪以“一号利益代表者”自居，提出“走捷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的
学毛选方法。
罗荣桓批驳林彪：两口子吵架，如何到毛选中找答案？
林彪拂袖而去：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
罗荣桓感叹：我这个总政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诚恳自我批评。
林彪大唱赞歌：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得不到尊重，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赞扬林彪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
６０年代，毛泽东对林彪屡有好评。

二十七、“文革”风云：林彪大肆造神，毛泽东喜中有忧
　　江青请出“尊神”林彪，林彪借助“探测器”江青。
林彪推行“造神”运动，毛泽东喜中有忧：我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成了共产党的钟馗。
林彪大谈“现在世界上政变成风”，毛泽东忧虑重重：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林彪打击异己，“罢一批人的官”；结党营私，“升一批人的官”。
九大上，毛泽东提议林彪当大会主席。
江青叫嚷：党章不写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我们通不过。
林彪距权力巅峰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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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文的较量：波谲云诡的九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提议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有意问鼎：不设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
毛泽东借古喻今：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把我放在炉火上烤。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突然袭击，毛泽东始料不及。
陈伯达祭起“天才论”，蛊惑人心。
形势一面倒，大有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泽东果断反击，林陈偃旗息鼓，败下阵来。
毛泽东轻蔑一笑：一滴酒精下去，细菌便不活动了。

二十九、武的周旋：毛泽东明察秋毫，林彪铤而走险
　　林彪十分自信：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林彪按插“老虎”儿子到空军。
林立果建立“小舰队”，密订政变计划。
毛泽东“甩石头”、“挖墙角”，打破林彪一统天下。
天安门上，林彪不辞而别，毛泽东纹丝不动。
毛泽东刨根究底，漫谈黄总长。
毛泽东游说“诸侯”，强调“三要三不要”。
林彪刺探南巡讲话，准备武装摊牌。
林彪下达手令，加速政变步伐。
林立果杀气腾腾：全力以赴，胜败在此一举。
毛泽东出其不意返回北京，挫败政变阴谋。

三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毛泽东回到北京，林彪不战自乱。
周宇驰私调飞机，林彪密谋出走。
内勤偷听林彪谈话，林立衡脱身报信。
周恩来追查飞机，叶群露出马脚。
林彪夤夜外逃，警卫中途跳车。
“三叉戟”强行起飞，毛泽东网开一面：由他去吧。
周恩来下达禁空令，众死党束手就擒。
林彪折戟沉沙大草原，毛泽东感慨万千论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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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事与愿违，越是想息事宁人，弥和分歧，事态发展得越严重。
 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城内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
会场是学校里的一个厅堂，前委委员们都坐在前面平台的长板凳上。
由于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场气氛热烈，民主空气很浓，但时有过火现象。
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提出很多意见。
刘安恭发言态度偏激，指着毛泽东批评。
林彪在会上仍然重复他给毛泽东的信以及在白砂会议上发言的内容。
朱德也在会上作了长篇答辩。
 平时说话尖锐的毛泽东，这次在会上很克制，只做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承认自己有时态度不好，但目
的是为了周密计划，严格管理。
他还表示：“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不正确。
”他特别向大家作出说明：红四军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不是“家长制”。
他还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红军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斗争经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执行三大任务，要讲“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
我们的红军一定要按这个来做！
 由陈毅作的前委工作报告，对毛泽东、朱德都作了批评。
“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
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批评毛泽东经常说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
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这样正确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
够；批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而片面强调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
正。
⋯⋯陈毅还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
好办。
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
站在哪一边？
就是怕你们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
’”（丹淮：《红军时期：陈毅与毛泽东的友谊》上篇，《光明日报》1992年5月30日） “七大”通
过的决议案，对红四军的历史和基本制度作了基本正确的结论，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政策。
决议认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观点，不注意地方的武装，湘南军事行动之错误⋯⋯及其他腐
败思想，这些都是对的，的确有些同志犯这个错误毛病。
”决议也力图对党内争论的几个问题作出结论。
决议肯定党管一切的口号符合中央的指示，是很对的，但这个口号在文字方面太简单，容易引起不正
确的理解，今后不要多引用。
关于前委和军委问题，决议认为，军委是前委的下级党部，它有决议须报告前委审查，不能说前委与
军委是分权式。
但一部分同志要求在前委之下再设军委，是形式主义的看问题，前委之下再设军委，确系机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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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四十几万字的书，是两位作者全力合作的成果。
眼下有关毛泽东的书，实在是太多了，写林彪的书，也有相当的数量，但专门研究这两个特殊人物的
特殊关系的书，至今却很少见到过。
作为从事毛泽东和党史、军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我们对这个题目有着浓厚的兴趣。
大概在四年前，我们就着手撰写此书，而酝酿和收集资料的工作则开始得更早些。
完成初稿后，曾送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原毛泽东组组长赵福亭同志，原毛泽东组副组长刘
宝玉同志和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原所长陈继安同志审读。
三位专家认真仔细地审读后，肯定了作者严谨的写作态度，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
根据专家的审读意见，我们又对初稿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现在此书即将付梓，体味几年来的酸甜苦辣，我们自然感到高兴和欣慰，但是我们没有忘记，请为此
书付出辛勤劳动的赵福亭、刘宝玉、陈继安三位专家，分享我们的愉快。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老革命家的回忆录，参考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专著和论文。
对于这些著作的作者，以及为此书的出版同样付出劳动的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我们一并表示诚
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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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毛泽东与林彪》是一部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的作品。
书稿基本观点符合《关于建党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精神。
书稿中对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关系把握较为准确，叙述是实事求是和严肃认真的。
    ——赵福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原组长、编审)    《毛泽东与林彪》是一部选材、立意都不
错的书稿。
毛泽东和林彪都是当代中国史上重要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中共党史研究和现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
重要课题。
本书作者在掌握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大背景下，较客观地叙述了两人关系的
建立、发展和决裂，可以使读者领悟到近半个世纪里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化，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林彪
个人政治野心的积蓄和蜕变。
书稿观点稳妥，立论公允，论据口充分，可读性强。
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推动和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会有所助益。
    ——陈继安(中固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陀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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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与林彪》是国内首次披露毛泽东与林彪从革命战友到分道扬镳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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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毛泽东与林彪》是一部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的作品。
书稿基本观点符合（（关于建党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精神。
书稿中对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关系把握较为准确，叙述是实事求是和严肃认真的。
 ——赵福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原组长、编审） 《毛泽东与林彪》是一部选材、立意都
不错的书稿。
毛泽东和林彪都是当代中国史上重要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中共党史研究和现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
重要课题。
本书作者在掌握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大背景下，较客观地叙述了两人关系的
建立、发展和决裂，可以使读者领悟到近半个世纪里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化，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林彪
个人政治野心的积蓄和蜕变。
书稿观点稳妥，立论公允，论据充分，可读性强。
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推动和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会有所助益。
 ——陈继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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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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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