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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续)(套装共2册)》经过10年准备，2008年3月，我开始有计划地以追寻毛泽东的足
迹为主线，进行革命遗迹的考察研究与写作。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馆；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省市作家协会、省市
党史部门的领导及诸多专家、学者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我在5年中自费外出7次（每次月数不等），
除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和港澳台（毛泽东未到过这些地区）外的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
去过，考察了1500多处革命遗址和纪念地，包括毛泽东去过的地方1200多处，住过的地方370多处。
行程15万多华里，拜访采访当事人（房子主人、房主后人、纪念馆工作人员）、专家、学者1000余人
，收集专著360多册9000多万字，画册、期刊、复印和手写资料200多份400多万字，拍摄照片13000余张
，证词题词7本，考察手记10本。
我边考察、边研究、边整理材料，在两次外出考察的中间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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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庆旺，国家一级作家。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会员。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尤其是毛泽东研究与写作。
提出“毛学”和“领袖文学”概念，并坚持不懈地在这一领域开拓、耕耘。
已出版“追寻毛泽东”系列著作二十多部，八百余万字，得到有关专家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广大读者的
欢迎。
多部著作修订再版或重印。
其主要作品有：《跟随红太阳》《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下）《毛泽
东指点江山》（上中下）《毛泽东题词与联语纪事》（上下）《毛泽东和他的平民朋友》《毛泽东和
他的警卫员》《百折不回的毛泽东》《毛泽东诗谊》《毛泽东军旅生涯》（上下）《毛泽东指点江山
》（图文版）（上下）《领袖身边十三年》（图文版）（上下）《毛泽东旧居考察记》（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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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续（上）》目录： 一、爱晚亭——毛泽东1915年在长沙市的露宿处 二、楚怡小学
校——毛泽东1917年在长沙市的住处 三、刘家台子蔡家——毛泽东1917年在长沙市的住处 四、铁炉冲
陈宅——毛泽东1917年在浏阳文家市的借宿处 五、半学斋——毛泽东1918年在长沙市的寄宿处 六、修
业学校——毛泽东1919年在长沙市的住处 七、北长街99号——毛泽东1919年在北京市的住处 八、马氏
家祠——毛泽东1920年在梁山后集的下榻处 九、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毛泽东1920年在上海市的寓
所 十、第一师范附小——毛泽东1920年在长沙市的住处 十一、船山学社——毛泽东1921年在长沙市的
住处 十二、刘和盛饭店——毛泽东1921年在安源的住所 十三、春园——毛泽东1923年在广州市的住所 
十四、三曾里——毛泽东1923年在上海市的住所 十五、刘捷三公祠——毛泽东1927年在衡山白果的住
所 十六、东富寺——毛泽东1927年在醴陵的住处 十七、伏波庙——毛泽东1927年在醴陵渌口的寄宿处 
十八、安源地委党校——毛泽东1927年在安源的住所 十九、吴家祠——毛泽东1927年在铜鼓排埠的住
处 二十、刘家祠——毛泽东1927年在浏阳白沙的住处 二十一、陈家下新屋——毛泽东1927年在浏阳自
沙的住处 二十二、永庆万寿宫——毛泽东1927年在铜鼓排埠的住处 二十三、六书厅——毛泽东1927年
在莲花甘家村的旧居 二十四、桥头江家——毛泽东1927年在酃县水口的旧居 二十五、白屋——毛泽
东1927年在井冈山大井的旧居 二十六、萧万顺客栈——毛泽东1928年在遂川草林圩的旧居 二十七、黄
元吉家——毛泽东1928年在汝城土桥的旧居 二十八、崩河墈陈家祠——毛泽东1929年在上犹营前的旧
居 二十九、圳下文昌阁——毛泽东1929年在寻乌吉潭的旧居 三十、管屋——毛泽东1929年在于都贡江
镇的旧居 三十一、赖家祠——毛泽东1929年在永定城的旧居 三十二、居易楼——毛泽东1929年在永定
湖雷的旧居 三十三、严家老屋——毛泽东1929年在上杭白砂的旧居 三十四、华兴楼——毛泽东1929年
在永定金丰大山的旧居 三十五、饶丰书房——毛泽东1929年在永定金车大山的旧居 三十六、师俭楼—
—毛泽东1929年在永定合溪的旧居 三十七、渔子街严家屋——毛泽东1930年在宁都东韶的旧居 三十八
、上屋张宅——毛泽东1930年在乐安大金竹的旧居 三十九、孔圣殿——毛泽东1930年在会昌县城的旧
居 四十、梁山书院——毛泽东1930年在武平县城的旧居 四十一、西山万寿宫——毛泽东1930年在新建
西山的旧居 四十二、桥会公房——毛泽东1930年在万载黄茅的旧居 四十三、李家大屋——毛泽东1930
年在溯阳永和的旧居 四十四、醴陵图书馆——毛泽东1930年在醴陵的下榻处 四十五、八十间——毛泽
东1930年在安源的旧居 四十六、陈家闹染布店——毛泽东1930年在新余罗坊的旧居 四十七、新屋底—
—毛泽东1931年在宁都青塘的旧居 四十八、白石村民房——毛泽东1931年在兴国城冈的旧居 四十九、
西贵堂——毛泽东1931年在石城横江的旧居 五十、东华山古庙——毛泽东1932年在瑞金城郊的住处 五
十一、新屋里——一毛泽东1932年在信丰嘉定的旧居 五十二、坝南陈家楼—一毛泽东1932年在兴国五
里亭的旧居 五十三、和尚庵——毛泽东1933年在瑞金武阳围的旧居 五十四、梁家大屋——毛泽东1934
年在会昌站塘的旧居 五十五、义安街罗家屋———毛泽东1934年在崇义铅厂的宿营地 五十六、郑家花
房子——毛泽东1935年在威信水田寨的旧居 五十七、庄子上王家宅——毛泽东1935年在威信石坎子的
旧居 五十八、安顺中药铺——毛泽东1935年在安顺场的旧居 五十九、水子地杨家——毛泽东1935年在
荥经茶合岗的宿营地 六十、青元宫大庙——毛泽东1935年在天全干河的宿营地 六十一、邱家大院——
毛泽东1935年在天全城厢镇的宿营地 六十二、达维喇嘛寺——毛泽东1935年在懋功达维的旧居 六十三
、粮台城隍庙——毛泽东1935年在懋功抚边的旧居 六十四、韩启明家——毛泽东1935年在岷州麻子川
的住宿处 六十五、郭旭唐家——毛泽东1935年在岷州麻子川的住宿处 六十六、费孝忠家——毛泽
东1935年在武山鸳鸯镇的旧居 六十七、皮匠杨茂德家——毛泽东1935年在通渭城西门的旧居 六十八、
张有仁家窑——毛泽东1935年在彭阳古城的旧居 六十九、乔生魁家窑——毛泽东1935年在彭阳长城塬
的宿营地 七十、三岔天主教堂——毛泽东1935年在镇原三岔的旧居 七十一、邓文颖家窑——毛泽
东1935年在环县洪德的旧居 七十二、张廷杰家窑——毛泽东1935年在保安铁边城的旧居 七十三、刘德
明家窑——毛泽东1935年在保安石畔的旧居 七十四、张万富家窑——毛泽东1935年在甘泉史家湾的旧
居 七十五、魏树旺家窑——毛泽东1935年在甘泉石门的旧居 七十六、景文平家窑——毛泽东1936年在
石楼张家塌的路居地 七十七、张希良家窑——毛泽东1936年在石楼西卫的路居地 七十八、郭长荣家窑
——毛泽东1936年在隰县后水头一的路居处 七十九、郭维喜家窑—一毛泽东1936年在孝义郭家掌的旧
居 八十、麟厚堂——毛泽东1936年在灵石双池的旧居 八十一、周郭山家窑——毛泽东1936年在隰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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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郊的旧居 八十二、孔高保家窑——毛泽东伯36年在隰县石口的旧居 八十三、任希福家窑——毛泽
东1936年在石楼四江的旧居 八十四、宁新有家窑——毛泽东1936年在石楼罗村的路居地 八十五、宋纪
兰家窑——毛泽东1936年在永和赵家沟的旧居 八十六、张纪瑞家窑——毛泽东1936年在隰县义泉的旧
居 八十七、蓬门老庙——毛泽东1936年在隰蓬门的宿营地 八十八、白乃林家窑——毛泽东1936年在永
和桑壁的旧居 八十九、刘登山家窑——毛泽东1936年在延川刘家山的旧居 九十、前河滩刘家院——毛
泽东1936年在瓦窑堡城的旧居 九十一、井殿军家窑——毛泽东1936年在子长凉水湾的旧居 九十二、高
明成家窑——毛泽东1936年在安塞真武洞的旧居 九十三、王伯富家窑——毛泽东1936年在安塞王窑的
旧居 九十四、李建堂家石窑——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凤凰山的旧居 九十五、军委二局驻地——毛泽
东1939年在安塞碟子沟的留宿处 九十六、柳树店干部疗养所——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桥儿沟的住处 九
十七、水草湾土窑——毛泽东1946年在延安枣园的旧居 九十八、刘月吉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延川
刘家渠的旧居 九十九、徐尚飞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清涧徐家沟的旧居 一〇〇、高玉张家窑——毛
泽东1947年在清涧高家峻的旧居 一〇一、马宗旺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子长任家山的旧居 一〇二、
高怀清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子洲离家塔的旧居 一〇三、冯正德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子长石家
湾的旧居 一〇四、青阳岔区公所——毛泽东1947年在靖边青阳岔的旧居 一〇五、王家接厦院——毛泽
东1947年在靖边天赐湾的}日居 一〇六、李文运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横山小水沟的旧居 一〇七、
李俊成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横山肖崖则的1日居 一〇八、李嘉有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绥德黄家
沟的旧居 一〇九、井生海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米脂井家坪的旧居 一一〇、曹根生家窑——毛泽
东1947年在葭县曹家庄的旧居 一一一、杨正连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葭县杨家园则的旧居 一一二、
刘永升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葭县梁家岔的旧居 一一三、任恕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葭县葭芦镇
的旧居 一一四、贺加厚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葭县谭家坪的旧居 一一五、李正兴家窑——毛泽
东1947年在葭县南河底的旧居 一一六、张裕普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葭县吕家坪的旧居 一一七、阎
斗要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葭县阎家峁的旧居 一一八、陈占祯家窑——毛泽东1947年在葭县乌龙铺
的旧居 一一九、任九如家窑——毛泽东1948年在葭县螅蜊峪的旧居 一二〇、工读学校——毛泽东1948
年在临县寨则山的路居处 一二一、薛家窑——毛泽东1948年在临县三交的旧居 一二二、银行大院——
毛泽东1948年在岢岚县城的路居地 一二三、旧县衙——毛泽东1948年在神池县城的路居地 一二四、苏
黎宿舍——毛泽东1948年在代县县城的路居地 一二五、李八西家——毛泽东1948年在繁峙伯强村的旧
居 一二六、塔院寺——毛泽东1948年在五台台怀镇的路居地 一二七、阎家大院——毛泽东1948年在阜
平西下关的路居地 一二八、张连山家——毛泽东1948年在阜平花山的旧居 一二九、李殿祥家——毛泽
东1949年在唐县淑闾的旧居 一三〇、军部大院——毛泽东1949年在涿县县城的住所 一三一、大和旅馆
——毛泽东1950年在沈阳市的下榻处 一三二、润园——毛泽东1951年在天津市的下榻处 一三三、中南
局招待所——毛泽东1953年在武汉市的下榻处 一三四、西康路33号——毛泽东1953年在南京市的下榻
处 一三五、马立斯别墅——毛泽东1953年在上海市的下榻处 一三六、华东疗养院——毛泽东1954年在
无锡市的下榻处 一三七、章家楼——毛泽东1954年在北戴河的下榻处 一三八、中山陵8号一号楼——
毛泽东1957年在南京市的下榻处 一三九、友谊宾馆——毛泽东1958年在沈阳市的下榻处 一四〇、金牛
坝招待所——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市的下榻处 一四一、小岛招待所——毛泽东50年代在广州市的下榻
处 一四二、稻香楼宾馆——毛泽东1958年在合肥市的下榻处 一四三、河南宾馆——毛泽东1958年在郑
州市的下榻处 一四四、兴国宾馆——毛泽东50年代在上海市的下榻处 一四五、六〇一基地——毛泽
东1960年在长沙市大托铺的休息地 一四六、小箕山招待所——毛泽东1961年在无锡市的下榻处 一四七
、九所六号楼——毛泽东60年代在长沙市的常住地 一四八、滴水洞宾馆一号楼——毛泽东1966年在湘
潭韶山的旧居 一四九、游泳池——毛泽东1966年在北京市的旧居 一五〇、175号别墅——毛泽东970年
在庐山的下榻处 后记 本书引用的部分重要著作目录 ⋯⋯ 《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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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离开永定县城东去途中第一个重镇是湖雷。
湖雷和永定县城相距30里远，而且道路是比较好走的，毛泽东却决定住下并召开一次前委会议。
 一天只行30里路，又是前往龙岩执行作战任务，似乎有点反常。
 确实事出有因。
 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争论，出现了矛盾，而且到了很尖锐和不得不开会解决的程度。
 红四军的干部和战士由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后剩余部分以及井冈山两支“绿林”军组成。
后来又有一些根据地的农民以及战俘转入红军。
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组建一年来，基本上处于行军打仗的状态，无暇进行系统的学习教育。
加之战争环境恶劣，生活条件不好，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朱毛这样高层领导）缺乏建设领导无产阶级
新型军队的经验。
部队产生思想认识的问题和矛盾当属自然。
 中间又遇到了一些新情况，使矛盾不仅没减轻或解决反而更加剧了。
 在诸多矛盾中，要不要设军委、军委和前委职权问题显得更加尖锐，这和刘安恭又有很大关系。
 当时四军党内的组织机构，是在1928年11月根据中央“六月指示”并通过四军党的“六大”选举建立
的：毛泽东任前委（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
书记，朱德兼任军委书记。
军委隶属于前委。
陈毅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他们三人是核心领导人。
 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几乎完全处于流动作战之中，地方工作不多（这与井冈山根据地时有很大不同，
那时前委要用很大精力做地方工作），都集中精力打仗，前委和军委两级领导层次颇为一样，显得重
叠。
1929年2月，在赣南罗福嶂开的前委会议上决定军委“暂停办公”。
当时也有人提出这样前委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3月，红四军在长汀取消了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改建为红四军政治部，毛泽东兼主任。
 此后几个月，红军在闽西发展比较顺利，根据地建设、地方党的建设的工作量加大，前委颇有些吃紧
，于是在5月又恢复了军委。
 这些变化都是从工作实际出发决定的，是正常的军委恢复工作后，书记一职本来应仍由朱德兼任。
这时中央军委派来了一个叫刘安恭的。
此人颇有些资历，刚从苏联回国，他还是朱德的老熟人。
于是前委就让刘安恭出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刘安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
 不过这个军委与原军委略有区别，它叫“临时军委”。
似乎带权宜之计或试试看的味道。
 没想到刘安恭是个很特殊的人物。
他的到来和任职在四军掀起了轩然大波。
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内部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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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续)(套装共2册)》作者的考察毛泽东旧居的计划基本完成，虽然有个别地方还要
做些工作，就工作量和需要时间而言不多了，做些补充性的工作即可。
从2010年8月起，开始陆续写《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续)(套装共2册)》，到2012年6月完成写作任务。
这部分书稿也写了150处毛泽东旧居。
历时5年“追寻毛泽东足迹”，采访知情者1000余人，考察旧居400多处，拍摄照片万余张，行程15万
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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