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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主要记述了毛泽东在长征时期、西安事变、重庆谈判、三大战役、抗美援朝
、庐山会议、“文革”前夕及“九一三”事件等重大历史中的抉择，勾勒出一代伟人的辉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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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维，历史学博士，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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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最后的抉择“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身心俱受极大打击，进入垂暮之年，选择接班人的问题愈
加迫切。
他凝视着林彪的叛逃所遗下的局面，陷入深深的困扰：周恩来年纪太大，并无接班的可能；江青是个
忠实的激进派，但是，毛泽东心知肚明，江青极不得人心，四面树敌，受到几乎一致的嫌恶。
在稍稍年轻一些的政治局成员中，唯一可能的候选人是张春桥。
张年方55岁，对文化大革命的忠诚是毫无问题的。
毛泽东曾一度想培养他作为林的一个潜在的接班人。
但张春桥权利欲过于显露，过深地卷入了派系斗争，与江青过于接近，无法获得党的主流派的支持，
难以与温和派领导人协同工作。
就在这种情况下，王洪文进入毛的视线。
事情颇有点偶然。
1967年7月，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
“八四”事件。
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
”的造反组织。
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
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
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武装10万工人。
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决定将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
给毛泽东。
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兼工农兵于一身；又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上
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其革命性是毋庸置疑的。
王洪文很快开始了他的平步青云之旅。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
领队住进中南海。
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
出人意料的是，在众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王洪文。
到1972年12月底，就在毛泽东79岁诞辰的两天之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北京军区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上
将他作为“主席注意到的一位年轻人”推荐给大家，还补充说推举他到中央委员会和军委担任副主席
职务正是毛的意图。
对于派系纠结、明争暗斗的北京政坛而言，王洪文无疑是一位外来者，是一匹黑马。
由于他一直远离首都的是非之地，并无多少派系色彩，因此而进入亟欲寻找接班人的毛泽东的选择视
野。
1973年3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洪文开始出席政治局会议。
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
中外舆论均瞩目于这一动向。
一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泽东的继承人。
毛泽东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周恩来已75岁，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
因此，毛毛泽东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洪文是他的接班人。
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
毛泽东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
但是，毛泽东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
因为毛泽东毕竟已是80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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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
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毛泽东深知，王洪文资历不够，根底太浅，如果以他
作为接班人，必须有一个能力出众、且在党内、军内有相当威望的人予以辅佐。
他首先想到了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的赏识由来以久，邓小平有相当强的能力，且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威望
。
邓小平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
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
，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
访苏期间，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说到了他不当主席的问题。
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
有这样的人吗？
’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
’接着他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了中共党内已经进一步明确了“接班人”，并且在“刘少奇第一、邓小平第二
”这一“接班人”的顺序上取得了共识。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
但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从未游离于毛泽东的视线之外。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认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在批判邓小平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毛泽东
并不排斥邓小平。
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谈话。
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邓小平至少是常委。
”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时，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了，难
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表示；在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
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
；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
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下定决心，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肯定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中共建政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屈服于
苏修”。
使邓小平能够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头上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
。
1973年4月12日，年近69岁的邓小平出席了款待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一个宴会，这个“党内
第二号走资派”一个月前静悄悄地被平反了，并恢复了作为一位副总理的工作。
他复出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邓小平具备维系军队秩序的声望，有能力使得行政机构
保持运转，这些都是王洪文所望尘莫及的。
因而，王洪文领导党而邓小平领导政府，是毛泽东当时心目中理想的权力组合模式。
1974年6月，病势危重的周恩来住进医院接受长期的癌症治疗，毛泽东指派王洪文接管政治局的日常工
作，邓小平主持政府工作。
这样，到1974年6月时，毛泽东已经将这种权力架构关系进行安顿。
毛泽东曾对王洪文寄予厚望，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
但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
如此大任，其表现不免令毛泽东失望：他缺乏政治头脑，很快加入四人帮，与江青等人勾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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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狈为奸。
在他看来，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接近是百利而无害；江青则认为王洪文是未来的接班人，也有意拉
拢。
再加上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互相勾结，成为气候，也就不把周恩来等放在眼里，更想千方百计除掉
而后快。
1974年1月，他们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借机将锋芒指向周恩来等人，企图在四届人大上取得“组阁”的
权力。
这让毛泽东极为失望而气恼。
毛泽东因此更多地将希望寄于邓小平。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指定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下，第一副总理的职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因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经重病，难以理事。
因此，第一副总理实质上就是中央政府的主持者。
1975年1月，毛泽东对江青更为失望。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对全国人大提出一个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规划。
在李先念和叶剑英的支持下，邓用10个月时间努力不懈地去把这个目标付诸实施。
批林批孔运动淡化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发动了一场新的反对“经验主义”的运动，锋芒直指邓小平。
但是毛泽东讥讽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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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
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
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被尊称为毛主席。
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在赵维编著的这本《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中，我们将回顾毛泽东同志参与过的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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