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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合作 : 历史的必然选择

汪 浩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大革命时期, 周恩来、毛泽东关于革命领导权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一致看法, 为

他们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毛周合作 40多年, 至死不渝,原因很多, 但实现共产主义之志, 走农

村包围城市之道,这 志同道合 , 才是其中最本质的原因。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

红军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抉生死、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毛周相互选择对方,

这成了毛周合作领导体制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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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前,在探索革命道路,选择自己的

领袖,通过优化组合形成优势互补的领袖群体这

一历史性选择的过程中,周恩来和毛泽东在许多

重大问题上已经有了比较一致或比较接近的认

识。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实践中总结出大致相同

的经验,为以后他们的成功合作奠定了基础。

一、谁主沉浮 ! ! ! 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轰轰烈烈的大

革命,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失败。除了外部原

因外,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执行一条妥协退

让的错误路线是直接原因。陈独秀的错误根

源,是背离了马列主义基本原则,除了国际背景

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革命的性质,二

是统一战线,三是革命领导权。陈独秀分不清

资产阶级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兜售

二次革命论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陈独秀对国
民党右派的融共、排共、反共阴谋,一直忍让妥

协; 这二者的核心问题是革命领导权。20世纪

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走资本主义之路已经不可能,只能是无产阶级

通过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新民

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唯一的选择。因此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最重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革命领导权问题。

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本

原因。

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中共较早察觉国民党

右派的反共阴谋和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领导人,

他们既积极组织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又反

对陈独秀的妥协退让。1925 年廖仲恺被害,周

恩来告诫∀勿忘党仇#,他叮嘱聂荣臻等同志,蒋
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项

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们限制[ 1]120 121。

1926年 1月中山舰事件前夕,周恩来发觉蒋介

石排共反共阴谋,同陈延年与苏联顾问鲍罗廷

商定,准备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

的对策,组织反击,但陈独秀却没有同意。3 月

20日中山舰事件前几天,周恩来发现前兆,报

告苏联顾问,被视同儿戏。事件当天,周恩来、

毛泽东在李富春家商议,主张反击。周恩来、陈

延年、聂荣臻等讨论反击计划,报请中央决定。

陈独秀不予支持,相反却决定接受蒋介石限共、

排共的条件。连陈独秀的儿子,时任广东区委

书记的陈延年也气极大骂其父 老糊涂 、混
蛋 [ 1] 132 133。

周恩来在反击国民党右派污蔑共产党 闹

分裂 有关谎言时指出: 各被压迫的阶级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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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

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有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

常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

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

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

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 ! ! ! 民族解放和民
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

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的革命力量推进国

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

生不良影响 ,他指出是国民党右派在闹分裂,
而共产党人,自然要 时时刻刻帮助左派作理论

上和事实上的争斗 [2] 2 4。

蒋介石 4∃ 12 叛变后,周恩来等人试图组
织工人武装予以反击。由于陈独秀的妥协,可

惜为时已晚。他与赵世炎、罗亦农等人在给中

央的电报∀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中指出: 为全
局计,政治上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

已曾铸成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

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

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2] 7。 4

∃ 12 事变后的 4月 18 日,周在有关会议上,一

针见血地批评 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

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

有决心 。他还严正指出: 此次运动 (共产国

际)东方局也要负责 ,并提出建议要注意以后
党的统一指导问题 [ 1] 163。

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首先对国共合作有

深刻的理解。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
代#创刊号上发表∀外力 ∃军阀与革命#一文中
指出: 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

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
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 %以成功一个大
的民主派&。 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北
京政变与商人#一文,对中国革命提出基本看
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 打倒军阀并打倒和

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 ,只有 建立严

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3] 91 92。

国共合作时,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

作。此间他以中共中央局秘书身份起草并与陈

独秀合署一系列文件。其中如∀中共中央通告#
第十五号,第一次使用国民党 右派 这个概念,
提出不要使 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 ,授
人以柄;又要 为国民革命计 ,对右派的言论、
活动 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 3] 96 97 ,提出了针

对右派的正确的指导原则。1925年 11月西山

会议派公开排共、反共,毛泽东利用其代理国民

党宣传部长之便,在宣传上做了维护统一战线、

反对右派破坏的许多工作。特别是对民族资产

阶级,毛泽东最早提出将其分为左翼、右翼,并

加以区别对待的重要理论。他主张: 用无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

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

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 (即与帝国主

义军阀多功能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

产阶级的右翼) ,实现无产阶级、小资阶级及中

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 即革命民众的统

治。 [ 3] 100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创办∀政
治周报#,加强反击新老右派的舆论工作。中山
舰事件当天,他与陈延年向苏联顾问提出反击

建议,遭拒绝,随后又在李富春家与周恩来商量

对策。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毛问各军力量,主

张反击 ∋∋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 (苏顾

问 ! ! ! 引者注) ,他说不能破裂。 [ 3] 104 105

总之,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与毛泽东,虽然

所处的岗位不同,但他们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关于统一战线, 特别是关于革命领导权问

题,已经有了大致相同的认识和行动。十几年

后,周恩来回忆说: 我们党的历史上几个时期

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

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可以说%左&倾右
倾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这个领导

权。 [ 2] 218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毛泽东关于革命性

质、任务、统一战线,特别是关于革命领导权等

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认识与实践方面的一致,为

他们将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志同道合 ! ! ! 关于革命道路的问题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

领导权问题,那么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中

心问题就是革命道路问题。八七会议,我们党

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然而这

个总方针如何实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

严峻考验。

周恩来是中共较早认识革命武装重要性,

并是革命武装的创始人和杰出的军事领导人。

他早在 1922 年就提出 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

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

打不倒的 [ 4]。大革命中,周恩来在黄埔军校、

两次东征、创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组织上海第三

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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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经验。在中共早期,他的这些经验是极

为宝贵的,后来党派他领导南昌起义及以后长

期担任党的军委负责人与这有着直接的关系。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

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

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

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错误,对八七会议做

出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总方针的决策,起了重

大影响。尤其是他关于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

得的 这一著名论断,警示了全党。难怪瞿秋白
同志曾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

说: 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3] 144

党的六大,正确地总结了毛泽东等同志创

建农村根据地的经验,认为农村中 游击战争将

成为主要的斗争方式 [ 5] ,肯定中国农村根据地

和工农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但仍认为要以城

市为中心,对农民武装斗争和武装割据认识不

足。党内在如何贯彻八七会议土地革命和武装

斗争总方针方面,还存在严重分歧。一些人照

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迷恋城市中心论,对 一省

数省首先胜利 、攻打中心城市 这些 左 的口
号很感兴趣。他们一方面号召土地革命,广泛

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又担心游击队会把农

民 最后一个老母鸡吃了 [6] 142而遭到农民的反

对,怕共产党到农村去会变质。这固然与共产

国际一些人的认识有关,但究其根源还在于这

些领导者本身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中国农民问

题认识肤浅,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对

土地革命的依存关系。在落后闭塞、文盲充斥

的旧中国, 请问谁有本事在一个早晨把全国人

民动员组织起来参加革命总暴动? 这完全是一

句壮观的空话 [6] 128。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坚持了土地革命和武装

斗争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

要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婉拒说: 我不

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

友 [7] ,一留一拒,都是基于 城市中心 、农民
问题 这两大问题的不同认识。从瞿秋白、李立
三到王明、博古都没有认识到土地革命与武装

斗争相结合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正

如毛泽东在回答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这个问题
时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中国是帝国主义最后

阶段中互相争夺的一个半殖民地,封建军阀即

统治阶级混战 ,这就是 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

与发展 及其相伴随的 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

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与发展 [ 8]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实践中开创了土地革命与农民游击战

争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以此为依托,以打土

豪、分田地来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以武装民

众,开展农民游击战争,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并

傍着发展 根据地, 同时扩大同时深入 土地
革命,如此 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3] 214这一套很

有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宝贵经验, 毛泽东

1930年就已经作过比较系统的总结。正如毛

泽东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选择这一道

路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

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 逼上梁山 。 我们就

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 国民党搞白色恐
怖 , 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 实行了
枪杆子 与 民众运动 的结合[ 3] 270 271。

周恩来因组织南昌起义,没有参加八七会

议。但他坚决地贯彻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他与

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等同志,排除了张国焘

的干扰,果断地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中共六大上,周恩

来在他所作的军事报告中,肯定大革命时期党

在军事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批判

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为了联合

战线 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

意义 。结果, 一旦蒋介石叛变 就使 革命遭

受严重挫折 。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产生另一种
偏向, 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

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

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 [1] 212。

八七会议以后,周恩来同瞿秋白一样,虽然

赞赏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赞
同毛泽东关于枪杆子中出政权的论断,但在如

何贯彻八七会议确立的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这

一总方针方面,一时间跳不出城市中心和对农

民问题缺乏深入认识的误区,加上共产国际方

面的影响,他在近两年的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

间, 在把自己的城市革命观点推行到 农村根
据地 的过程中, 他在当时的判断是有失误
的[9] 110。比如 1929 年 2 月中央致红四军的信

( 二月来信 ) ,要调朱、毛离开红军,就是其具
体表现。朱毛红军会师,由于党和红军的领导

人在如何建军问题上存在分歧,两支部队会师

后又有磨合的复杂问题,加上中央特派员不当

的指导,导致红四军领导层朱、毛、陈之间的失

和,发生了排挤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当时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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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对前方的情况不甚了解,但

他根据变化的情况,特别是他从毛泽东的抗辩

信中认识到调朱毛离开红军显然失误。8 月,

陈毅来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后,周恩来

与李立三、陈毅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并起草了

给红四军的信( 九月来信 ) ,彻底纠正 二月来
信 的错误,着重支持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建军
原则的基本思想。 九月来信 分析当时的政治
形势,指出红军和根据地必将能够坚持和发展,

并由此得出一个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论

断: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

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

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

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 2]32这是中国特色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见

诸中央文件的最早概括。这一有着决定中国历

史命运之意义的革命道路,由毛泽东、朱德领导

的工农红军坚持农村游击战争所创造,由当时

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等人最早概括出

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周恩来、毛泽东这两

位历史巨人,此时虽然个人交往并不深厚,但他

们的共产主义之志,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之道,

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

道路的认识与实践,已经志同而道合了。毛泽

东、周恩来他们近半个世纪亲密合作,至死不

渝,这一历史奇迹,纵然因素多多,但 志同道

合 才是其中最本质的。

三、生死抉择 ! ! ! 关于革命的
战略与战术问题

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发

展, 苏维埃人民政权的建立, 必然导致国民党

反动当局的军事 围剿 , 必然要通过军事上
的较量来决定命运。随着革命领导权、中国革

命道路问题的解决, 根据地与人民武装力量的

发展, 武装斗争, 军事较量, 上升为中国革命

的中心问题。

随着军事较量成为革命的中心问题,革命

阵营内部,军事战略与战术问题的地位也随之

凸显出来。在 3年根据地创建以及反 围剿 的
过程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一套具有

中国特色,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又

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并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反

动派的第一、二、三次 围剿 ,壮大了红军,扩大
了根据地。但就在此时我们党内领导层发生了

排挤毛泽东对红军领导的严重失误。

1931年 11月赣南会议, 1932 年 5 月长汀

会议, 1932 年 10 月宁都会议,以毛一贯反对国

际路线,反对临时中央 积极进攻路线 攻打中
心城市 ,以求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为由,压制
打击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战略思想,指责毛理论

上是 狭隘经验论 , 富农路线 ;根据地问题上
傍着发展是右倾保守 ,军事问题上指责古田
会议确立起来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 党包

办一切 、红一方面军保留着 游击主义传统 ,
声称对毛泽东 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要作最
残酷的斗争 [ 3] 282。压制、排挤造成毛泽东两次

称病疗养。宁都会议后,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对

红军的领导权。这不仅是对毛个人的打击,而

且最后导致第五次反 围剿 的失败和中央根据
地的丧失。

1964年,朱德旧地重游,回忆毛当年的 正

确主张,未被采纳 ,十分惋惜: 不听仙人指,寻
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

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 朱
自注此诗说: 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

时的指示精神。 [ 3] 289 290聂荣臻亲历执行临时中

央的 积极进攻 、攻打中心城市 赣州和接受
毛泽东的建议,出击求巩固,远袭敌力量薄弱的

漳州两次典型战役,后来回忆说: 打赣州,没有

打下,吃了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

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 两相比较,究其原

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

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

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

弱点,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
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应该是我们处于

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

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

可以打∋∋%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 , %夺取
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错误。 [ 3]331

1935年叛变投敌的原红军将领龚楚 50 年

代在香港出版∀我与红军#一书,大肆攻击周恩
来,说周恩来到苏区衔 左 倾中央之命 清算与

斗争 毛泽东,他到苏区夺了毛泽东的党权与军
权。美国名记者索尔兹伯里也提出: 如果说,

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

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

对此种阴谋。 [ 10] 150一些港台研究者也就此凑热

闹。近十多年来,许多专家就此问题作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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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加上有关资料的公开,现已得出如下共

识: 索氏的第一句话基本正确,但不是%如果& ,
而是找不出任何证据来, %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
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 ;索氏第二句话则是不
正确的,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 %表明
周恩来参与反对此种阴谋&。 [11]126事实说明打

击排挤毛泽东,致使其被剥夺对红军的领导权,

是临时中央及其支持者,而不是周恩来。周恩

来对毛泽东的尊重和尽可能维护,显然是不争

的事实。

值得重视的是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指挥红军

其基本的战略和战术思想,与毛泽东常趋一致。

比如 周恩来到苏区前曾主张进攻赣州。他到

苏区后,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根据对实际情况

的估量,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

市有困难 [ 1]304 ; 1932 年春,周恩来听取了毛泽

东以 出击求巩固 , 必须直下漳(州)、泉(州) ,
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的 的建议,
红军远袭龙岩、漳州,取得大胜利;同年 8月周

恩来不顾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其攻打中心

城市的压力,再次听取毛泽东外线作战以求巩

固,向北进军一举夺得乐安、宜黄战役的大胜

利。第四次反 围剿 ,毛泽东已被剥夺军权,但
周恩来与朱德仍然坚持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战

术,与苏区中央局后方同志以及临时中央就进

攻中心城市,还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再次发生

争论。 这个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宁都

会议那场争论的直接继续。 [1] 320周恩来、朱德

抵制了错误指挥,取得了对第四次反 围剿 有
决定性意义的黄陂、草台冈两大战役的重大胜

利,创造了诱敌深入,预设战场,集中优势兵力,

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光辉战例和首创红军史上

大兵团伏击战的宝贵经验。

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两年多中,提出了

许多重要的军事指挥原则,成为毛泽东军事思

想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他提出以少数兵力牵

制多数敌人, 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兵力 以保
证有把握歼灭敌人;在敌以要塞为支点情况下,

要在敌要塞间隙中开展游击战原则;军民结合,

正规红军与红色游击队相结合原则;政治工作

保障与后勤支援原则等[ 1] 326。可惜由于他的战

略思想与临时中央格格不入, 1933年初,博古、

李德进入苏区后,李德的独断专行代替了由周

恩来树立起来的军委的集体领导, 1934 年初,

在 统一后方 的名义下,周恩来被调回瑞金,失

去了对前线红军的指挥权。即使后来是 三人

团 成员,他也仅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据
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回忆:此间周恩来

曾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他不同意李德强调

正规军 打 阵地战 ,以 多路分兵 对付敌人
的 多路进攻 。他主张以第四次反 围剿 创造
的 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它方向则部署牵制

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的机动的兵力,以粉

碎敌人进攻 [ 1]338。他的正确主张不被李德、

博古采纳, 临时中央错误的战略战术导致第五

次反 围剿 的失败, 红军只剩下大转移这一
条路了。

人们从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

中又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12] 111周恩来是

中共这一类领袖人物的代表。从第五次反 围

剿 的失败,长征开始尤其是湘江战役后,李德
因众怨已无法实施指挥,博古也势气大伤, %最
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沉着冷静,支撑困难
局面 [ 13]。在此情况下,他根据广大指战员反

对 左 的军事路线的情绪,不顾李德的责难,在
通道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红

军改向川黔、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建议。周

恩来使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在重大

军事问题上有了发言权。接着在黎平会议上,

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实现了通道改

向、黎平转兵。刘伯承后来说: 当时如果不是

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

前途只有毁灭。 [ 14] 应特别指出的是,黎平会议

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检

阅在反对第五次 围剿 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
经验与教训,这为遵义会议提供了组织上的保

证[12]34。1935年元旦政治局猴场会议,又排除

了李德对军队的领导权,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

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

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

议。 以上事实说明周恩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
为毛泽东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做出了决定性的

重大贡献。

遵义会议是依据黎平会议决议召开的总结

第五次反 围剿 以来经验教训的政治局扩大会
议。会上,博古做主报告,他竭力为错误的领导

和指挥辩护;周恩来做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
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洛甫根据与毛泽东、王

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反报告,随后毛泽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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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发言。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作了切中要害

的分析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

题,指明了今后的方向。他的发言成了会议真

正的主报告。后来发现的陈云同志在长征途中

整理的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有这样的记录: 扩

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

毛、王的提纲和意见 。会后不久,毛泽东曾对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

会议,这个会开得很好, 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

用[ 15] , 显然, 周恩来的态度,对毛泽东的正确

主张能取得胜利,有着重要作用 [1] 326 328。遵义

会议上, 周坦率地告诉同志们,毛%观点正确,
我们应当听他的&  [ 9] 115。 周恩来在发言中全

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

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 1] 349

金冲及先生说得好: 从宁都会议前夕前方

同后方的争执、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大兵团伏
击歼灭战的胜利,一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
周恩来同李德间发生的多次争论,可以看到一

条清晰的脉络: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同毛泽东基

本一致,而同%左& 倾领导者是对立的。他们都
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

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因此,

在这个危急时刻和随后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

上,周恩来能同毛泽东站在一起,坚决支持毛泽

东的主张是很自然的。 [ 1] 346 347

在党、红军、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系于一瞬的

关键时刻,周恩来历史性地选择了毛泽东。有

人曾指出,周恩来一生,有数次机会,可以利用

他在党和红军内的影响,谋求他个人在党内的

最高领导地位。但豁达大度、顾全大局、全心全

意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着想的周恩来,义无反

顾地选择了真理的代表者毛泽东。这是一个伟

大的历史性抉择! 后来周恩来回忆说, 在那种

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 [12] 69 !

周恩来这一历史性抉择,是贤者之举。周

恩来推举当时地位和影响都不如他的毛泽东,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确定的毛周合作关系 决定

了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 [ 9]300 ,这是除非

圣贤而非常人所能做到的,也是那些个人野心

家们所不能理解的。周恩来选择毛泽东更是智

者之举。迪克 ∃威尔逊曾分析说: 周恩来根据
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中国农民革命所提出

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在这场农民革命中,找
不出比毛泽东更好的领袖。 [ 9]301毛泽东 至少

在革命军事的第一阶段要比他强 [ 16]。其次,

党内一些老同志后来有一共识 看来只有毛泽

东能够对付蒋介石,其他人不行 [6] 130。就是让

我们这些后来人来看,周恩来是中共仅逊于毛

泽东的军事家, 他让给更内行的人对革命有

利 [ 17]。 作嫁怪侬拙,急流让尔贤 ,周恩来推
荐毛泽东,已被历史证明不仅是圣贤之举,更是

贵有自知之明的智者之举。

在周恩来历史性地选择毛泽东的同时,毛

泽东也积极主动地选择了周恩来。长征开始前

夕,毛泽东主动要求 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

稼祥安排在一起 [3] 330 331 ;张闻天回忆说 长征出

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

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
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

见 (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 1943 年 12 月 16

日) ; 过湘江时, 毛对周恩来说: 咱们一起过

江[1] 345 ,毛泽东开始了如索尔兹伯里所说的 担

架上的阴谋 。据贺子珍回忆,毛当时曾对她
说: 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

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 18] 在红

军和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

东一方面做 左 的路线的分化瓦解工作,主动
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另一方面又注意争

取一贯同情、支持他的周恩来的支持,原因是这

三人在当时都是有关键性影响的人,而张、王、

毛同因身体不好,需要担架,这就为毛主动争取

周、张、王,首先从张、王开始提供了机会。而争

取张、王对错误路线的反戈一击,最具说服力和

影响力。遵义会议的成功,固然是历史之必然,

但也是毛泽东这一斗争策略的成功,是毛泽东

对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作生死攸关抉择的成

功,也是周、张、王在关键时刻,在关于领导权,

特别是军事领导权这一关键问题上,选择毛泽

东这一生死抉择的成功。从此,毛泽东、周恩来

摆脱我们党迷信国际路线 左 的束缚,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开始了 走自己的路 的
40多年的成功合作。

正如有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 遵义会

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红军长征前,周毛之

间达成了一致意见 [9] 116。遵义会议, 在决生

死、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在军事领导权这个关键

问题上,毛周相互选择对方,这一生死抉择,成

了毛周合作领导体制的真正起点,从此,中国革

命就有了希望。 (下转第 6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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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文章的形式)和作文能力弱的学生。教师

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坚信自己能够写出好文章,

要让每一个心灵都能享受作文的成功,实现当

作家 的理想。
4、发展性。学生不是诗人、作家,学生的写

作也不是纯文学的创作。作为教师,应该宽容

学生的写作质量,评价应该多元化。教师评价

时要因人而异,注意横向与纵向比较。尤其在

关注学生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水平时,教师应着

重肯定学生在现有基础上的努力和成绩,从而

让学生看到成绩,增加写作的自信。

在实际操作中,老师可以进一步发挥网络

的作用(开始最好在校园网上进行) ,让更多的

人参与交流,例如其他老师、本班同学、外班同

学,甚至校外人员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说,每

一个作者都同时是读者、评判者。除此之外,在

网上,学生可以对别人的评价进行及时的反馈,

对方还可以再回帖,这就形成了一种互动的状

态。这样才有思想的撞击,才有灵感的火花。

在写作模式上,目前出现的 自主作文 、
生活作文 等很多模式着重于突出写作的内

容。但在写作活动的形式上,我们可以借鉴网

络写作:独立与合作相结合。写作是一种个体

的脑力劳动。整个写作活动中,作者(个体)始

终居于主导位置,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的素

质、修养和能力(观察、想象、思维、语言能力) ,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的写作活动,决定其所

写文章的质量。而在与别人合作的过程中,一

个人的兴趣、素质、修养会受到同伴潜移默化的

影响,其能力也会得到锻炼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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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about (The Leading System of Mao Ze dong and Zhou En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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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ading system o f Mao Ze dong and Zhou En lai put fo rw ard by Mr. Wang H ao is no t ex ist fr om the no

mo logy aspect and unreasonable fr om t he objectiv e facts. In spite o f their long term cooperation bet ween Mao Ze dong and

Zhou En lai, they disag reed each other sometimes and even produced g reat differ ence. The leading system is not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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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ao Ze dong and Zhou En lai: Historical Inevitabil ity WANG H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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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Revolut ion, the ag reement on the impo rtant pr inciple about r ev olut ionary hegem

ony makes a basis of cooperat ion betw een Mao Ze dong and Zhou En lai. The most essential r eason is to keep in the same

camp. A ll the contributions o f Zuny i Conference lie in the result. At the key moment to choose living or deat h, the tw o

leader s reached mutr al pr ivities. Therefor e the leading system of Mao Ze dong cooper ating w it h Zhou En lai comes into

be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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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 wo rk adds new connotat ion to political cultur e. Va ried po lit ical cultures permeate, struggle and influence

mutually, transforming and integ rating heter og eneous cultures. Fo r the const ruct ion of new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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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ural Economical Relations after Township Enterprises Reform of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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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complementing the township Enterprises reform, the t ownship enterpr ises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have become differ ent ow ner ship enterprises, w hich cause the change o f southern Jiang su) s rur al economical r el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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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nditr y in the no rthern Jiang su Prov ince was ver y ser ious, and tended to expand quickly in the early per iod

o 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ROC) . T his problem resulted from sever al factor s. T he political disorder brought a social cr isis

since the founding o f ROC. T he frequent disasters made the formidable living fo r t he populace. A larg e number o f va

g rants came into being because of the concentr at ion o f landholding s. T he no rthern Jiang su province w as involv ed in the

t ough civ il w ar s. T he banditr y expansion had a g reat influence on the po lit ics, so ciety and economy of the nor thern Jiang

su prov ince, and became the symbol of the so cial anom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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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 t he flourishing per iod of West ern Europe Relig ious Movement,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abbey agr iculture was

very fast. T he land was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abbey agr iculture development ; the coex istence of mix ed avocations

as the simulative for ce; and the product ive techno lo gy and land management as its internal 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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