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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南海这是一个令人崇敬和向往的地方。
因为那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是中国领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大业的
谋划中心、决策中心和指挥中心。
    北海、中南海，亦名“西苑”，“太液池”。
始建于金代，历经元、明、清，不断增建、扩建而成。
明、清时，为皇家御苑。
民国时期，曾作为总统府，也曾辟为公园。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同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到北平。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住在西山。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组织力量对破旧凄凉的中南海进行了清理，使中南海恢复了清
洁的容貌。
同年7月，毛泽东经多次劝说，离开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中央机关也进入中南海办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北京，中南海成为全中国的神经中枢。
    中南海风景秀丽，名胜很多。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
原名宝月楼，相传是乾隆为其所宠爱的香妃而建。
民国时期，变为中南海的南门，改称新华门。
    进了新华门，迎面是一个大影壁，影壁上有毛泽东的手书：“为人民服务”。
转过影壁，便是宽阔的南海。
抬头北望，北边有一个绿水环绕的岛屿——瀛台，殿阁亭台错落，苍松翠柏掩映。
一路北行，则古槐冲天，垂柳拂岸，海水荡漾，波光闪烁，景色旖旎。
南海西北是静谷，松柏苍郁，翠竹葱茏，奇石竞秀，芳径探幽，屏山镜水，月地云阶，如入佛宇梵宫
。
    静谷东面、南海北岸是丰泽园。
清康熙年间建。
曾占稻田四十亩，其中演耕地一亩三分，供清朝皇帝举行演耕礼之用。
这是一个古式的大建筑群，内分很多小院落。
    进了丰泽园的楠木大门，迎面便是颐年堂。
清康熙年间建。
原名“崇雅殿”，乾隆时改为“惇叙殿”。
为庆祝慈禧寿辰，改为“颐年殿”。
民国初年，改为“颐年堂”。
这是一座宫殿式的建筑，原是康熙初年儒臣给皇帝讲学之处，后为清朝皇帝宴请宗室王公、联句赋诗
之处。
解放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地方，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时也在这里会见重要
外宾。
    颐年堂东面是菊香书屋。
古朴典雅，翠柏挺拔，芳草铺地，俨然一农家院落。
有康熙所撰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霏清净香。
”这里原是清朝皇帝藏书、读书的地方，1949年7月后是毛泽东的住处。
菊香书屋的正房“紫云轩”，是毛泽东的起居室。
勤政殿在中海与南海之间的堤岸上，位于瀛台之北，与灜台隔水相望。
勤政殿坐北向南，正殿五楹。
勤政殿匾额“勤政”二字是康熙皇帝的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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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听政的地方。
解放后是国家领导人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会见重要外宾的地方，也是国家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的
地方。
    中南海西门内有怀仁堂。
原名“仪鸾殿”，是一组传统宫殿式的建筑群，宏敞庄严，富丽堂皇。
原为慈禧寝宫，是她晚年处理政务和生活的地方。
八国联军时遭焚毁，后经重建，成为中式两层楼房。
解放后，这里成为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举行重要典礼、进行外事活动的地方。
    怀仁堂东南，春耦斋以北有居仁堂，这是一组西式建筑，雄伟壮观，有山石点缀，水池映衬，花木
拱围。
原名“海晏楼”，为慈禧接见外国女宾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是办公场所。
    紫光阁位于中海西北岸，是中海最高的建筑物。
为两层重簷，白石栏杆，雕龙望柱。
阁前有四百余平方米平台。
原为乾隆皇帝召集侍卫大臣演习射箭、宴请功臣、殿试武进士、筵宴少数民族头领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在此会见外宾。
在中海西岸中部，与东岸的万善殿、海中的水云榭相对，有一个游泳池。
这个游泳池可能是民国时期建的。
池子东边，搭有遮阳的布篷，散放着几把藤椅。
池子的西边，有看台、更衣室。
解放前，曾是公众的游泳场所。
解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南海的机关干部都曾在此游泳。
1966年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对菊香书屋进行了修缮。
毛泽东回来后，发现菊香书屋变了样，为此动了肝火，一气之下搬到了游泳池居住。
游泳池不再放水，给池子盖上了木板，又加了顶棚，成了大厅。
毛泽东的客厅也兼书房，厅内陈设简单，但书籍很多，简直是书海。
毛泽东的垂暮之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游泳池一共居住了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领袖们描绘了中国未来的蓝图，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事业的发展；关注国际风云变化，制定了中国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对外政策。
从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的民
族，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的“一边倒”国际战
略方针，到倡导美国、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共同对
付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国际战略方针，中国的国际战略方针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调整。
随着中国国际战略方针的重大调整，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也出现了巨大变化。
    二十七年来，毛泽东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根据不同情况适时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方针，制定
对外政策和策略，广泛接触和结交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朋友，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发展国家间正常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流
，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推动国际形势向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中南海外交风云》一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战略方针、对外政策和斗争
策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有一些是重新撰写的，有一些是从《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选出来，经编者进
一步修改加工的。
本书所选编的文章，是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外宾的真实记录。
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既有严肃认真的探讨，也有亲切和蔼的谈心；既有平心静气的磋商，也有唇
枪舌剑的交锋；既有深刻智慧的哲理，也有诙谐幽默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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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深邃、智慧、坚毅、博大、镇定、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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