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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共和国诞生的礼炮隆隆，到“大跃进”的热浪滚滚；从庐山的风云激荡。
到“文革”的历史失误；从林彪结党营私、红极天下，到折戟沉沙、面目全非；从江青一伙风光无限
，到“四人帮”被人民审判；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到后来的改革开放⋯⋯毛泽东、周
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袖人物及彭德怀、陈毅、贺龙、陈赓、刘亚楼、耿飙、黄镇等众多将领，在
共和国这个大舞台上，演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
忽如一夜，风暴席卷，恶人当道，威猛一世的将帅们饱尝了酸咸苦辣，足智多谋的外交家们一时难辨
东西，黑白颠倒，神州蒙冤⋯⋯好在历史是人民写就的，最终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
　　你既可能为一代革命精英的言行拍案叫绝，也可能为历史的错轨而喟然长叹，更会为共和国的光
明前途而振奋。
打开长卷，每一件大事的来龙去脉，每一组人物的对抗或合作都给你以新的启示；每一个故事都展示
了领袖人物超凡脱俗的智慧和人格力量，也流露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难言，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共和国
领袖群体。
平心而论，谁都难以超越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是人不是神，为此我们并不苛求他们的得失，只是尽量
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而使我们这个民族中薄弱的一环坚固起来，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共和国昨日的风雨历程，是由一系列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创造的。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呕心沥血，上下求索，无疑是大浪漩涡的中心。
前进与曲折，光荣与梦想，几度大悲大喜，多少是非曲直，构成了一曲感人肺腑的千古诗章。
一代风流人物已经故去，新的领袖展示政坛。
经验也罢，教训也罢，血也罢，泪也罢，这厚重的共和国历史，不管你是否亲身经历过，或者听说过
，都是一部难以复制的人生宝鉴。
后人只有深深地记住它，才会珍惜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才会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全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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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表现为“冒进”与“保守”之争，或者说“打破平衡”与“保持平衡”之争
。
　　在历史中形成的对毛泽东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开始变成了个人崇拜。
有的人不以发挥，对个人迷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释放战犯，出现了两种意见。
　　林彪将罗瑞卿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在暗中整陈毅。
　　林彪整贺龙，岂止是“龙”“虎”之争。
　　共和国往事渐行渐行，历史的过程和人物或许正在被许多人淡忘，本书引导我们置身历史的真实
，品味精彩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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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冒进之争　毛泽东希望“高潮”一夜到来　因预算问题，周恩来与毛泽东出现分歧　周恩来
仍在努力反冒进　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文章问总理：你写得出来吗？
　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第二章　毛泽东与中印边界之战　面对赫鲁晓夫的偏袒，毛泽东
表情严肃　毛泽东几经权衡，终于定下“打”的决心　毛泽东相信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
打不好重来！
”　毛泽东的结论是：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将军们面临非同战争的风暴　毛泽东伤感：再也见
不到张国华了第三章　庐山：历史的插曲　庐山会议前，平静中的不平静　毛泽东秘会贺子珍　毛泽
东想解决“头脑发昏”的问题　形势所迫，许多人提高了调门　常委会上，彭德怀难以申辩　庐山的
悲剧风光　彭德怀给毛泽东最后的上书第四章　“大跃进"与“大饥荒”　领袖们为粮食问题焦虑　因
农村食堂的事，两个老乡非要见毛泽东　毛泽东希望下去的人多来信　周恩来“赌酒”：干三杯，增
加外调粮三亿斤　人人检讨，唯林彪独树一帜第五章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　震动世界的新闻　
船员们抱定一个词：“就是鱼雷！
”　改由陶勇当指挥　周恩来关照着每一个细节　发现了沉船礁岩　终于揭开“跃进”号沉没之谜第
六章　功德林阳光  　“特赦”的酝酿过程 　再生之狱　会见：从国事到家事　杜幸明的特殊感受第
七章  政治风暴吹倒的第一位大将 　林彪与罗瑞卿曾同台演《庐山雪》　林彪由“大比武”开始倒罗
　林彪将罗瑞卿打入十八层地狱　“彭罗陆杨”被捆绑在一起打倒　上海会议成为批罗会议　倔强的
罗瑞卿选择了“毁灭”　“彭罗陆杨”案一出，“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　罗瑞卿残腿难治　叶
群一伙接到了罗瑞卿提出要截肢的报告 第八章　林彪为何视陈毅为眼中钉？
　陈毅曾立志“文艺救国”　陈毅曾保护过早期的林彪　一次特殊的家宴，陈毅发泄着对林彪等人的
不满　五元帅碰头会上慷慨陈辞　林彪一伙在暗中整陈毅第九章　“政治元帅”的人生准则　从罗荣
桓的处事为人说起　“林罗”共事多年，罗荣桓从不贪功诿过　辽沈战役中的分歧并没影响“林罗”
的关系　“林罗”志不同道亦不同，冲突渐起　林彪发誓：“林罗要分开！
”第十章　岂止是“龙"“虎"之争 　贺龙的前半生总的来说是走运的　林彪整贺龙，被一些人称作“
龙虎斗”　林彪把“兵变”的吓人帽子扣到贺龙头上　贺龙“问题”逐渐升级　赫赫元帅竟连水也难
喝上一口　历史终于为贺龙平反第十一章　“总参谋长”的政治投靠　上将黄永胜，战功赫赫，污点
明显　曾对老领导罗荣桓感恩戴德　政治投靠与感情投资　诬陷迫害成了一种职业病第十二章　空军
司令如何成了“空”军司令　林彪以“实权”作诱饵，吴法宪本色丢尽　为林彪加害罗瑞卿开具“罪
证”　刘亚楼到底有没有“四条遗言”？
　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出笼与收场第十三章　海军政委与司令的“陆上对抗”　墨镜后面的光荣历
史　李作鹏检查海军与“林总”不一致的地方　矛头对准海军司令萧劲光　林彪亲自出面保李、张第
十四章  总后勤部长成了林家的“总管”乏　战功卓著，得中将军衔　与林彪结党，是从“罗瑞卿事
件”开始的　除掉傅连唪，为林彪再立新功　林彪为邱会作救了火　“五一三事件”中的派别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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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贺子珍说道：“我看他（毛主席）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
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　　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
毛泽东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还记得。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作结论吧。
”　　庐山会议前，平静中的不平静　　庐山，就其自然景色而言，山峰绚丽多姿，气候宜人，堪称
避暑胜地。
山上的白鹿洞、仙人洞、三叠泉、含鄱口等景点，常令人流连忘返。
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给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峰壑不断地改变着容颜，为她涂上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庐山会议旧址然而，仅就其自然风光而言，庐山算不上天下第一山；庐山闻名于世，其重要原因
还在于“政治”。
民国时期，许多重要政治谈判都在庐山进行，国民党的风云人物很少有不登庐山的。
有人考证说，蒋介石上庐山有二十多次，也有人说三十多次。
他头一回上庐山，是在1926年北伐途中，占领南昌后，于11月26日上庐山。
到了共产党打下江山，自50年代末开始，它也成了会议重地，许多政治事件发生在这里。
　　1959年6月，毛泽东离开北京，一路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考察。
25日回到韶山，28日到武汉，29日，从汉口乘船到达九江，然后乘车缓缓登上了庐山。
对于江西，毛泽东十分熟悉，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他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了多年，但登上庐山，这
还是头一次。
　　在众人的簇拥下，毛泽东走过潺潺清溪东谷河一侧，来到一片蓊郁苍松和碧翠竹林之中。
这里有一幢乱石垒成的两层欧式别墅。
通常，屋匾庐号总是高悬于大门之上，而此屋与众不同，在院子里一块巨岩上，镌刻着“美庐”两个
大字，落款为“中正题”。
因为是蒋介石的手书，有人想凿去，以免毛泽东生厌。
毛泽东闻知，当即制止，说：“这是历史，不要铲掉，应该留给后人看！
”毛泽东一句话，使“美庐”二字留存至今。
　　“美庐”原是英国人赫莉太太的私宅，建于1922年。
赫莉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医生，在庐山上开设“赫莉医院”。
这座私宅在当时庐山上是最豪华、最宽敞的一幢，宋美龄甚为喜欢。
赫莉太太就将此宅献给了宋美龄，于是此屋改名“美庐”。
“美庐”绿门、绿窗、绿顶、绿柱，楼上有宽敞的阳台，四周有1500平方米的花园，幽雅、清新、恬
静、秀美。
蒋介石在园内叫人植白竹，宋美龄则种凌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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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幅共和国历史长卷。
打开长卷，共和国历史上每件大事的来龙去脉。
每—组人物的对抗或合作的历史细节，都会深深吸引你的目光；众多故事展现了共和国领袖超凡脱俗
的智慧和人格力量。
也透露了他们内心些许难言的苦闷⋯⋯　　掩卷长思，一代革命精英的言行令人拍案叫绝，难以挽回
的历史错轨叫人口胃然长叹，共和国的光明前景催人精神振奋⋯⋯　　“大跃进”与“大饥荒”　　
毛泽东与中印边界之战　　庐山会议，历史的插、曲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迷　　国民党战犯的
特赦　　政治风暴吹倒的元帅与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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