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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战略转变中的重大事件，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建立了第一个农村
革命根据地，使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
中国革命自此进入了以农村为中心，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实践表明，毛泽东创造的革命武装与农民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代表了大革命失
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出路。
正如彭真所言：“秋收起义以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工农红军
的开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这本《放眼看秋收起义》，追寻的不仅是教科书中的经典故事，还有不为人们所知但不应该遗落在
历史褶皱中的种种细节，以及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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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毛泽东浏阳脱险　　1927年9月6日，毛泽东在安源将军事部署筹划完毕后，离开安源到铜鼓
。
有人说：“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很不好走，到处都有团防设卡，经常随便抓人杀人。
”毛泽东则答道：“不要紧，路总是要人走的。
”并告诉大家，铜鼓一带的武装力量也是这次秋收起义的军事骨干，有许多事情等着去做⋯⋯随后，
在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的护送下，由浏阳农军的刘建中、周克明作向导，经浏阳奔赴铜鼓，领导第三
团举行起义，三天后他们在路上被反动民团抓住，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
　　一路上，毛泽东化名为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一行人日夜兼程，绕过敌人重兵把守的萍乡，进
入到浏阳、万载、铜鼓三县交界的山区。
　　由于毛泽东的脚打了很多泡，周克明雇来一顶轿子让他坐上。
快到铜鼓边界时，关卡盘问越来越严，挨户团的流动哨口也特别多，便由周克明、刘建中走前面，潘
心源走最后，毛泽东下轿后走在中间，晚上，来到了浏阳境内的张家坊住宿。
第二天天刚亮，一伙挨户团就逐家逐户敲门查询来了。
几个团丁端着梭镖走进毛泽东住处盘问，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证明，回答说：“我是安源来的采购员
，是到万载去买夏布，到铜鼓去买茶油的。
”团丁们没有发现什么破绽，递还证明就走了。
可没过多久又返回几个团丁，要他们到团防局走一趟儿。
5个团丁押着他们向团防局走去，毛泽东由于连日赶路，本来脚就走痛了，这时干脆一瘸一拐地走得
很慢。
潘心源和周克明、刘建中有意加快步伐，一行人便拉成两节，只剩下两个矮个子团丁押着毛泽东。
　　毛泽东边走边想：如果到团防局去，肯定要露出破绽，不如设法趁早逃脱，他用手碰了碰衣袋里
的十几块银元，计上心来。
毛泽东对两个团丁说：“你们放我走吧，我给你们50元大洋。
”　　50元大洋在当时算笔不小的钱，两个团丁很高兴，可他们怕负责任。
毛泽东说：“我跑远了，你们去报告。
”两个团丁商量了一下，同意了毛泽东的想法。
当下，毛泽东取了50元大洋，给了两个团丁。
又向前走了不远到了一座山岗，这里树林茂密，茅草丛生。
毛泽东见地形地势很好，就钻进了树林之内。
两个团丁估计毛泽东走远了，就大声喊起来：“人跑了！
人跑了！
”两个人喊着追上了队长，向那队长报告说：那人会法术，把他俩用定身法定住了，而后跑掉。
队长半信半疑令手下人返回搜捕。
毛泽东在树林和茅草中钻了一阵，发现山脚下有块水塘，水塘周围都是很高的茅草，他就躲进了草丛
中。
　　这时候，民团们在周围寻找着，他们还从附近赶来些农民，让这些农民也参加搜寻。
他们一边寻找一边喊：“看到你了，出来吧，不然开枪了！
”毛泽东伏在草丛中，一动不敢动。
　　这时，有两个团丁向他躲藏的这片草丛走来。
眼看就要到他身边了，毛泽东大气也不敢出，并做了拼搏的准备。
谁想，当那两个团丁与毛泽东仅在咫尺间时，却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危险情景时说：“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
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　　天色黑了下来，毛泽东判定搜捕人确实都走了，才从茅草中起来，判定了一下方向，离开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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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之地。
　　由于跑时过急，他的鞋子丢了。
赤脚在山路上走不久，脚掌被扎得血淋淋的，毛泽东忍着疼痛，咬牙前行。
　　路上，他遇到了一个打柴的人。
毛泽东见这人很忠厚，就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从长沙来浏阳讨账，遇见打仗的，亏得跑得快，才保
住了命，可鞋子丢了。
打柴人说：“兵荒马乱的年月，出门可要小心。
”两个人边走边谈，谈到了农协会时，打柴的农人说：“农协会哪里都好，就是打菩萨。
”毛泽东见这农民同情革命，便说：“我就是农协会的委员，我们是不主张打菩萨的，打菩萨是一些
人过火的行动。
那些团丁们捉我，你救救我吧。
”打柴人说：“我怎么救你呢？
”毛泽东说：“我的鞋跑丟了，脚疼得走不了路，你帮我买双鞋吧。
”说着掏出了两块光洋，递给了那打柴人说：“我肚子饿得不行，再帮我搞些饭吃。
”打柴人接过了光洋，想想说：“这地方离我家不远，到我家吃些饭，歇歇腿，我再给你找双草鞋，
明儿你再走。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那村子很小，民团们到不了，是浏阳、铜鼓、万载三县交界的地方，
吃的是铜鼓的米，喝的是浏阳的水，烧的是万载的柴。
”于是，毛泽东到了打柴人家中。
打柴人搞来了饭，找了双合脚的草鞋。
吃罢饭后，天已大黑了。
毛泽东又给了他一些钱，买了一把伞。
为了安全，他要这农民带他连夜到了一个叫下一乡的地方——他从农民口中打听到那里有农民赤卫队
。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亲自率领部队驰骋战场，但他仍然没有忘记铜鼓这位打柴人，没有
忘记排埠月形湾。
直到上井冈山后，毛泽东派地下交通员才打听到，这位打柴人叫陈九兴，是铜鼓工会的会员。
解放后，毛泽东仍然不忘旧情，多次给陈九兴写信，提到排埠月形湾，称陈九兴为“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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