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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延安举行。
这次会议，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的，大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次空前
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6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
    从此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
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共“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紧
密团结合作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的身上，肩负着中国的前途与希望。
    本书“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由冯葱、李捷撰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
由杨明伟撰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由王玉强撰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
”由吴殿尧撰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由蔡庆新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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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5年6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
处书记。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

    中共“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紧密团结合作的领
导集体，在这个集体的身上，肩负着中国的前途与希望。
冯蕙、李捷、杨明伟、王玉强、吴殿尧等著的《中共五大书记(走向新中国)》系统地反映了这五人从
青少年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探索救国真理，实现建设新中国的艰辛历程，热情讴歌了他们的丰功
伟绩，《中共五大书记(走向新中国)》是一部缅怀先辈教育后人的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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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建设作深入思考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吴殿尧  大山之子，在维新救国中立下“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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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  “东大”学成，回国弄潮，从团中央到党中央  正式调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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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向党中央提出团结统一的建议  奔赴前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及时总结抗战经验  出使共产国际，
宣传毛泽东，是抗战正确路线的代言人  延安辉煌，全力协助毛泽东，全票当选中央委员  抱病拼搏，
从延安到西柏坡，为新中国奠基  迎来曙光，在新中国的脚步声中猝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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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10年(宣统二年)秋的一天，一个16岁的少年向故乡深情地投去最后一 眼目光，转身踏上了广袤的道
路。
这就是毛泽东，他离开故土韶山去湘乡县 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临行，他给父亲留下一张字条，表达自己的远大志 向：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
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 山。
” 这是毛泽东迈出的人生关键的一步。
如果他不立志走出乡关，也许还会 是一个像父辈那样的农民，在故乡的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一生。
而中国如果没 有毛泽东，就导演不出那样有声有色、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我们还会在 黑暗中摸
索”。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历史面前同样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893年12月26日(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诞生在中国湖南湘 潭县韶山冲一个世代务农的
家庭。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读过几年私塾，精 明能干，善于经营，除务农外，还兼做生意，家境日渐富足
。
母亲文氏，善 良贤惠，乐善好施，笃信佛教．他们对毛泽东的出世寄予厚望。
因为毛泽东 的两个兄长都在襁褓中夭折，文氏怕毛泽东不能长大成人，便依当地的习俗 ，让他寄居
在唐家托外祖父家，拜龙潭的一块巨石作为“干娘”，取乳名为 “石三伢子”。
    毛泽东从6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田间劳动。
毛泽东的父亲在当地是一 个见过世面的精明人，他不满足于让毛泽东只会务农。
毛泽东8岁那年，父 亲便送他在韶山南岸读私塾。
父亲对他的最大希望，是继承日兴旺的家业， 为毛家光宗耀祖。
    毛泽东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邹春培。
在他的指导下，毛泽东很快读完了 《三字经》、《论语》、《孟子》和《诗经》。
毛泽东学习有个特点，就是 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
先生稍加点拨，他就能够理解。
一次，邹先生因 事外出，要学生在塾堂温习功课。
毛泽东却和几位同学到池塘戏水。
邹先生 回来看见，大为恼火，罚他们对对联，对不出下联的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
    邹先生出的上联是“濯足”，毛泽东不慌不忙，立刻对以“修身”。
邹先生 不禁连连点头。
    后来，毛泽东多次转学，先后就读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等 私塾，又读了《公羊春秋》
、《左传》等经史古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
但是，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些传统的经典，而以更多的经历阅读中国的古典 小说，尤其是那些‘‘犯上
作乱”的故事。
他最喜欢看《水浒》、《三国演 义》、《西游记》一类书。
他曾经回忆说：“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 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 13岁那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却仍然没有放弃自学。
白天。
他和父亲在 田间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
晚上，他帮助父亲记账。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毛泽东便悄悄点燃小油灯，读书常过子夜。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够借到的一 切书籍，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
    一天，他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 农民。
对这件事，他纳闷了两年之久，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原来这些书 颂扬的全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而
这些人是不种田的，土地归他们占有，让农 民替他们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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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加发奋读书，还对周围的人说：我们长大也要写书，写 农民的书。
    辍学在家的日子里，毛泽东还看了宣传维新思想的一些书，思想受到震 动，眼界顿觉开阔。
其中一本是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是他 向表兄文运昌借来的。
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少西洋的器械——铁 路、电话、电报、轮船，强盛的办法是把这些东
西传人中国。
因此，他主张 “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这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在早几年就已经过时，但 对毛泽东来说，仍然觉得新鲜。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激起他重新 恢复学业的愿望。
    不久，毛泽东说服父亲，在韶山乌龟井私塾继续就读。
从此，他更加珍 惜学习的机会。
    私塾的老师毛岱钟是个新派人物，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远近。
    毛泽东的父亲对此抱以很大希望，因为儿子可以学到打赢官司的本事。
中国 的农民考虑问题十分实际，毛泽东的父亲也不例外。
    乌龟井私塾不能引起毛泽东的兴趣。
他在这里只读了半年，就转往东茅 塘私塾。
巧得很，他在私塾以外，结识了一位维新派老师，经常向他问学求 教。
这位老师叫李漱清。
他反对信神拜佛，把庙宇改成了学堂。
毛泽东很钦 佩他，就拜他为师。
    就在毛泽东为求学而在私塾间转来转去的时候，中国长达上千年的封建 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
帝国主义瓜分狂潮，清廷内部矛盾尖锐，内忧外患交 织在一起，整个社会的颓势无可挽回。
革命的、改良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谋 求新的社会出路。
韶山的宁静，与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形成强烈的反差。
    当时，毛泽东身处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南方偏僻山村，对这种局面无从了解 ，不过也多少感受到了
社会大变动前夜的一些征兆。
    这时，毛泽东读到一本记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
书中谈到日本 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越南、缅甸等主权的丧失。
书的开头一句话是 ：“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这激起毛泽东强烈的爱国热情，意识到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
他终于作出自己人生中很有意义的决定，要走到韶山以外那 广阔的世界中去。
    1910年秋，毛泽东进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刚一入学，就得到校 长的赞赏。
在入学考试时，毛泽东借《言志》的作文题目，抒发了自己的救 国志向，几年来郁积在心头的感想喷
然而出。
校长看后连连称赞：“今天我 们取了一个建国才！
” 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
课程以西学为主，教学方法也很激 进。
毛泽东学到许多新鲜知识，接触到中国以外的广阔世界，茅塞顿开。
他 在这里如鱼得水，发奋读书，进步很快。
他写的作文《救国图存论》、《宋 襄公论》，在全校有名。
国文老师的批语是“视似君身有仙骨，襄图气宇， 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并要同学们传观。
    这时，毛泽东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主张产生浓厚的兴趣。
他从 表兄那里借来关于康有为变法运动的书，还借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反复诵读，直到
可以背出来。
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希望能像他们 那样，为了救亡图存大干一场。
    一次，他从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里面有华盛顿、林 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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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
他在书中用墨笔画了 许多圈圈点点，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 兵之道，才不致蹈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
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了半年。
这半年，是他打开眼界的半年，也 是他为自己确定了更远大的人生志向的半年。
    这时，毛泽东的心中又升腾起新的企望。
他把目光转向离家乡更远、离 政治中心更近的地方——省会长沙。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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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是五大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巨
大的心力。
冯蕙、李捷、杨明伟、王玉强、吴殿尧等著的《中共五大书记(走向新中国)》系统地反映了这五人从
青少年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探索救国真理，实现建设新中国的艰辛历程，热情讴歌了他们的丰功
伟绩，是一部缅怀先辈教育后人的通俗读物。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共五大书记（走向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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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