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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天骄”毛泽东是叱咤风云、冠

冕古今的风流人物。 他一生饱受磨难，九

死一生 ，坚忍不拔 ，砥砺前 行 ，披 荆 斩

棘 ，带领党和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 ，不但从根 本上 “改 变了 中 国的命

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其中，他的

6

个

9

月

9

日的不凡经历，生死攸关，惊心

动魄。

第一：1927

年

9

月

9

日， 毛泽东

差点丧命在几个清乡队员手里。 在这一

天，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

发，在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毛泽

东被清乡队抓住，押送团防局处死。 他从

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元

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 普通的士兵同意

释放毛泽东，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

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跑。 直到离民团总部

大约不到

200

米的地方，他才找到机会，

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他跑到一

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

的草， 在那里躲到日落。 士兵们在追踪

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 有好

多次他们走得很近， 有一两次毛泽东几

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 最后，天近黄昏

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第二：1935

年

9

月

9

日， 毛泽东

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这一天，

红军丢失苏区之后， 长征走到最艰难的

时刻。 野心家张国焘看到自己率领的红

四方面军人数多，装备精良，便准备解决

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 自己做党的

主席。 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后来也回忆到，

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

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中共

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

9

月

10

日凌晨，万籁俱寂。 毛泽东等人率

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 徐向前在《历史

的回顾》中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

床， 底下就来报告， 说叶剑英同志不见

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

昌浩大吃一惊。 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

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

戒哨。 ”

第三：1949

年

9

月

9

日， 进了北

平城的毛泽东，在这天正潜心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

案。 所谓《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

将加入世界“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宪

法”。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

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 这也是近代以来

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 从孙中山的《建国

大纲》 到毛泽东在这天修改的 《共同纲

领》， 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于是，十天前，毛泽东早早地到北平火车

站迎候一位客人。 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

一刻，出乎在场许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

登上了车厢。 这种礼遇，对中国共产党的

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 因为他迎来的

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

第四：1956

年

9

月

9

日， 毛泽东

修改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中共八

大《政治报告》。 仿佛是一种巧合，七年前

的这天，毛泽东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国

家未来的“临时宪法”；七年后的这天，毛

泽东也是在修改文件， 修改关乎中国共

产党发展方向的中共八大 《政治报告》。

七天前， 毛泽东还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

部发出的出席八大的代表必须填写的登

记表，他大概也是在这天，认认真真地在

上面按要求写道：“姓名：毛泽东。 性别：

男。 出生年：

1893

。 民族：汉。 籍贯：湖南

湘潭县。 现在职务：党中央主席、国家主

席。 ”七年的路程，似乎都是凯歌行进。中

国共产党把一个西方记者所说 “无论是

猴子还是天使都没有办法治理的” 破败

凋敝的中国，改造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

万象更新的中国。

第五：1971

年

9

月

9

日， 毛泽东

决定把自己的专列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

的绍兴附近，躲过一劫。 当时，毛泽东明

察秋毫，看透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野心，一

路南巡， 于

9

月

3

日

0

时到达杭州。 从

1953

年以来， 毛泽东

40

多次到杭州，一

共住了

800

多天，杭州被他称为“第二故

乡”。 从

8

月

15

日离京南下以来 ，他沿

途批评林彪集团的多次谈话 ，无疑也

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 。 为了防止不

测发生 ，在

9

月

9

日 这天 ，毛 泽东 当

机立断， 决定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

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 后来得知，正

是在

9

月

8

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

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

,

林立

果等人在北京策划谋害毛泽东的三种办

法，地点就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

正是

9

月

9

日的决策， 使林立果等人的

谋害方案都没有得逞， 否则后果是难以

想象的。

第六：1976

年

9

月

9

日， 毛泽东

与世长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

午

4

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 中国人民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 举国

同悲，举世同哀，苍山顿首，江河呜咽，万

民同哭， 泣不成声， 许多人自动戴上黑

纱，那种悲痛场景举世罕有。 中国人民的

伟大领袖毛泽东不在了， 党和国家的命

运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在这危急时刻，

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挺身而出， 时任

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临危受命， 辅佐当时

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 一举粉碎

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使党

和国家转危为安， 为后来小平同志的复

出创造了先决条件。

毛泽东一生

6

个生死攸关的

9

月

9

日， 虽属历史的巧合， 但都折射一个道

理，多难兴才，多难兴邦；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 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是“多难兴

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多难兴邦”。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饱尝艰难而不屈，历

经磨难而振兴。 没有谁愿意选择苦难，可

苦难是最好的老师！ （据新华网）

揭秘毛泽东一生 6个生死攸关的 9月 9日

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件神秘事件吸引世界眼球

� � � � 1976

年， 中国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吸

引了世界的眼球。

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逝

世，

7

月

6

日朱德委员长也以

90

岁高龄

与世长辞。

7

月

28

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

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

9

月

9

日下午

4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

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

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

0

时

10

分

在北京逝世。

消息公布后的

15

分钟内，包括路透

社、 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

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 紧接

着， 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

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

和文章，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

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

照片。 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

对此作出反应。

53

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

领袖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逝世后， 世界各地对他的赞

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 曾有记者这样

写道：“

9

月

9

日下午

4

时这一悲痛时刻，

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在他逝世后

的

10

天里 ， 共有

123

个国家的政府

和首脑向中国政府 发来了 唁电 或 唁

函 ，

105

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

表到中国使馆吊唁，

53

个国家降半旗致

哀， 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

了悼念活动。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

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 联

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

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

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哲学家

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

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 ”

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

“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

界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逝世后， 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的政府都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 美国

总统福特在

9

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

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

认为 “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

人， 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

国界。 ” 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

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

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

不觉。 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

意志的‘颤流’。 ”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

毛泽东也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

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 是给中国

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 ”澳

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认为，“新兴的中国就

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

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

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

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

都是不过分的。 ”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时

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

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认为 “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

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作出估价。 ”

此外，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

等各国政要都发来唁电对毛泽东大加赞

赏。

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

会，美政要纷纷在华盛顿吊唁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 中共中央对外

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 兄弟党和

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 ”即

便如此， 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

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

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

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 参议院民

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

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

唁的人也络绎不绝。 在日本，毛泽东逝世

后两天内就有

1700

多位各界人士到中

国大使馆吊唁。 日本还有一位从

1967

年

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 他每

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

毛泽东。

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 他又

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

人，以寄托哀思。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

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

吊唁的， 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

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

史， 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

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埃塞举行

10

万人纪念游

行， 刚果决定每年举行纪念活

动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

现出了更大的悲痛。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传到朝鲜后， 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

9

月

10

日到

18

日为全国哀悼期， 并规定

18

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

18

日下午

4

时， 当中国隆重举行毛

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 朝鲜举国上下也

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 哀悼期间，朝鲜各

党政机关的干部、 群众团体的代表、工

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

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中国驻朝鲜大

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 唁函

5200

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 一位没有留下

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

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 他送上了一束新

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 还有很多

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

歌，悲痛欲绝。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

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

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 在毛泽东逝

世的当晚， 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

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

游行人群打着写有 “我们要化悲痛

为力量！ ”“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 ”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

岁！ ”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

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

前行。 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

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

10

万人参加的纪

念毛泽东大游行， 是所有国家中游行规

模最大的。

9

月

11

日， 法国各界人士

1

万多人

开始游行， 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

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 刚果政府

不但组织了游行， 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

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

活动。 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

800

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 由于找不到巨幅的

毛泽东画像， 巴基斯坦着名画家马哈茂

德·巴特便连续工作

6

个小时绘制了一

幅，并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苏联官方低调报道毛主席

逝世

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 “不闻不

问”的大国是苏联。 就在联合国降半旗、

各国政要发唁电、 多国群众游行悼念毛

泽东这位伟人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平静。

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毛泽

东逝世的消息。 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

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

数行的报道。

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 《真理

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

文章称在毛泽东逝世后， 如果中国不在一

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 那么苏联有

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

其实在苏联的普通民众中有许多

人，尤其是一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对

毛泽东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怀

有深深的敬意， 但在当时中苏交恶的政

治环境下， 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对毛

泽东的哀思。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

旅居多伦多的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被问

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 他只是

淡淡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然

而历史推翻了他的预言， 在毛主席逝世

30

年后的今天， 他的思想依然对当今的

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据新华网）

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件神秘事件吸引世界眼球

� � � � 1976

年， 中国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吸

引了世界的眼球。

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逝

世，

7

月

6

日朱德委员长也以

90

岁高龄

与世长辞。

7

月

28

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

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

9

月

9

日下午

4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

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

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

0

时

10

分

在北京逝世。

消息公布后的

15

分钟内，包括路透

社、 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

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 紧接

着， 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

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

和文章，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

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

照片。 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

对此作出反应。

53

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

领袖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逝世后， 世界各地对他的赞

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 曾有记者这样

写道：“

9

月

9

日下午

4

时这一悲痛时刻，

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在他逝世后

的

10

天里 ， 共有

123

个国家的政府

和首脑向中国政府 发来了 唁电 或 唁

函 ，

105

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

表到中国使馆吊唁，

53

个国家降半旗致

哀， 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

了悼念活动。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

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 联

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

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

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哲学家

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

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 ”

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

“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

界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逝世后， 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的政府都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 美国

总统福特在

9

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

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

认为 “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

人， 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

国界。 ” 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

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

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

不觉。 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

意志的‘颤流’。 ”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

毛泽东也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

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 是给中国

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 ”澳

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认为，“新兴的中国就

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

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

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

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

都是不过分的。 ”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时

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

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认为 “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

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作出估价。 ”

此外，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

等各国政要都发来唁电对毛泽东大加赞

赏。

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

会，美政要纷纷在华盛顿吊唁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 中共中央对外

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 兄弟党和

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 ”即

便如此， 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

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

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

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 参议院民

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

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

唁的人也络绎不绝。 在日本，毛泽东逝世

后两天内就有

1700

多位各界人士到中

国大使馆吊唁。 日本还有一位从

1967

年

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 他每

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

毛泽东。

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 他又

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

人，以寄托哀思。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

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

吊唁的， 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

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

史， 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

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埃塞举行

10

万人纪念游

行， 刚果决定每年举行纪念活

动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

现出了更大的悲痛。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传到朝鲜后， 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

9

月

10

日到

18

日为全国哀悼期， 并规定

18

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

18

日下午

4

时， 当中国隆重举行毛

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 朝鲜举国上下也

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 哀悼期间，朝鲜各

党政机关的干部、 群众团体的代表、工

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

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中国驻朝鲜大

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 唁函

5200

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 一位没有留下

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

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 他送上了一束新

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 还有很多

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

歌，悲痛欲绝。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

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

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 在毛泽东逝

世的当晚， 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

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

游行人群打着写有 “我们要化悲痛

为力量！ ”“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 ”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

岁！ ”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

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

前行。 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

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

10

万人参加的纪

念毛泽东大游行， 是所有国家中游行规

模最大的。

9

月

11

日， 法国各界人士

1

万多人

开始游行， 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

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 刚果政府

不但组织了游行， 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

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

活动。 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

800

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 由于找不到巨幅的

毛泽东画像， 巴基斯坦着名画家马哈茂

德·巴特便连续工作

6

个小时绘制了一

幅，并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苏联官方低调报道毛主席

逝世

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 “不闻不

问”的大国是苏联。 就在联合国降半旗、

各国政要发唁电、 多国群众游行悼念毛

泽东这位伟人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平静。

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毛泽

东逝世的消息。 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

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

数行的报道。

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 《真理

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

文章称在毛泽东逝世后， 如果中国不在一

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 那么苏联有

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

其实在苏联的普通民众中有许多

人，尤其是一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对

毛泽东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怀

有深深的敬意， 但在当时中苏交恶的政

治环境下， 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对毛

泽东的哀思。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

旅居多伦多的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被问

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 他只是

淡淡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然

而历史推翻了他的预言， 在毛主席逝世

30

年后的今天， 他的思想依然对当今的

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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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

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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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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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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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

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

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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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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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在北京逝世。

消息公布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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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内，包括路透

社、 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

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 紧接

着， 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

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

和文章，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

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

照片。 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

对此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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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

领袖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逝世后， 世界各地对他的赞

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 曾有记者这样

写道：“

9

月

9

日下午

4

时这一悲痛时刻，

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在他逝世后

的

10

天里 ， 共有

123

个国家的政府

和首脑向中国政府 发来了 唁电 或 唁

函 ，

105

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

表到中国使馆吊唁，

53

个国家降半旗致

哀， 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

了悼念活动。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

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 联

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

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

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哲学家

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

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 ”

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

“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

界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逝世后， 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的政府都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 美国

总统福特在

9

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

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

认为 “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

人， 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

国界。 ” 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

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

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

不觉。 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

意志的‘颤流’。 ”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

毛泽东也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

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 是给中国

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 ”澳

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认为，“新兴的中国就

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

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

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

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

都是不过分的。 ”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时

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

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认为 “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

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作出估价。 ”

此外，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

等各国政要都发来唁电对毛泽东大加赞

赏。

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

会，美政要纷纷在华盛顿吊唁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 中共中央对外

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 兄弟党和

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 ”即

便如此， 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

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

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

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 参议院民

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

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

唁的人也络绎不绝。 在日本，毛泽东逝世

后两天内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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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各界人士到中

国大使馆吊唁。 日本还有一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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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 他每

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

毛泽东。

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 他又

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

人，以寄托哀思。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

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

吊唁的， 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

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

史， 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

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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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刚果决定每年举行纪念活

动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

现出了更大的悲痛。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传到朝鲜后， 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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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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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全国哀悼期， 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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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

18

日下午

4

时， 当中国隆重举行毛

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 朝鲜举国上下也

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 哀悼期间，朝鲜各

党政机关的干部、 群众团体的代表、工

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

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中国驻朝鲜大

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 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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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 一位没有留下

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

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 他送上了一束新

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 还有很多

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

歌，悲痛欲绝。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

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

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 在毛泽东逝

世的当晚， 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

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

游行人群打着写有 “我们要化悲痛

为力量！ ”“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 ”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

岁！ ”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

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

前行。 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

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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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参加的纪

念毛泽东大游行， 是所有国家中游行规

模最大的。

9

月

11

日， 法国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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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人

开始游行， 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

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 刚果政府

不但组织了游行， 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

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

活动。 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

800

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 由于找不到巨幅的

毛泽东画像， 巴基斯坦着名画家马哈茂

德·巴特便连续工作

6

个小时绘制了一

幅，并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苏联官方低调报道毛主席

逝世

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 “不闻不

问”的大国是苏联。 就在联合国降半旗、

各国政要发唁电、 多国群众游行悼念毛

泽东这位伟人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平静。

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毛泽

东逝世的消息。 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

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

数行的报道。

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 《真理

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

文章称在毛泽东逝世后， 如果中国不在一

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 那么苏联有

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

其实在苏联的普通民众中有许多

人，尤其是一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对

毛泽东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怀

有深深的敬意， 但在当时中苏交恶的政

治环境下， 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对毛

泽东的哀思。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

旅居多伦多的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被问

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 他只是

淡淡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然

而历史推翻了他的预言， 在毛主席逝世

30

年后的今天， 他的思想依然对当今的

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