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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学习思考我国改革思想史的一部专作，但要声明的一点是，本人不是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专家。
我想，任何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名有兴趣的人，都有权利用心写出这方面的著述。
当代人写当代史，有诸多有利的条件，但能否客观公正，则一直是史学界讨论不休的一个有趣话题。
本书也面临着这一问题的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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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德平，1942年11月生于延安，湖南浏阳人。
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年适逢，受父亲胡耀邦被打为「黑帮」所牵连，在北大被整
，1968年下放北京军区农场劳动，1971年到北京第二通用机器厂「接受再教育」，1972年「落实政策
」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1984年调中共中央整党办公室，1986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93年至
今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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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调整       深深怀念耀邦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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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叶知秋”的万言书——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三十年后，
为何又要对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不管人们对改革持何种态度，几乎没有不把改革和“文革”联系起来思考的。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一个明显的事实——没有“文革”就不会有改革，“物极必反”嘛！
我认为，这种认识虽有相当道理，但不够彻底和全面。
改革是多种原因推动的。
中国之所以要改革，原因不止一个，如果说到其中的历史逻辑，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前，广大群众
就已经受到当时体制的严重束缚，党内外不少同志深受其害，并对这种弊端进行了体制性的深入思考
，这才有了今日的改革。
结束“文革”，只是给了我党、我国人民一次历史的机遇，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抓住了这一历史
机遇，我国的改革事业才得以启动，才能把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变为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体系，并逐渐
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
本文想介绍20世纪60年代初，陕西户县农村党员干部杨伟名牵头写的意见书，这一史料充分反映了我
国改革的必然性。
万言书原题《当前形势怀感》，作者是陕西户县的三位农村党员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完稿
于1962年5月10日。
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看到此文，针对文中“一叶知秋，异地皆然”的话，作了两
次讲话。
他不是偶尔一提，而是深有寓意的，他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和夏”。
几天后，他又说：“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
希望。
”“一叶知秋”本是成语，毛泽东同志赋予其很多政治含义。
杨伟名等人的万言书因此成为这次会议反对单干风、翻案风、阶级斗争的典型“教材”，并左右了当
时全国的形势。
所以后人常用《一叶知秋》称呼这份万言书，非常贴切，这里也沿用此名。
令人感慨的是，杨伟名等三人在信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全省批判。
1968年5月6日，杨伟名与妻子含冤自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4月，中共户县县委为杨伟名平反，但不彻底。
杨伟名的万言书向中共各级党委发出后，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同志极为重视，西北局内部刊
物《西北建设》还聘请杨伟名为通讯员。
陕西省省长赵伯平是个大知识分子，他说包产到户可能是副良药，也可能是副毒药。
他实际上是倾向于杨伟名的观点的。
1964年至1965年，耀邦同志在陕西工作生活了二百天，他大概知道杨伟名的情况，但有何态度，我们
就无从得知了。
杨伟名是农村知识分子，12岁入私塾，15岁辍学，靠自修完成了中学课程，他执笔的怀感万言书，文
字流利通畅，间以文言形式表达，如“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每当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
不自禁”，“除表达个人见解外，诸如锻炼、习写亦在‘原旨’之数”。
作者的行文，大有曹雪芹写《红楼梦》的笔法，诵读起来，朗朗上口。
他提出的十个问题，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今日看来，却又是那么令人信服。
现简单介绍他的几个观点。
一、如何看待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更长时间的全国农村形势呢？
杨伟名这篇万言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
药’与‘逆耳之言’”。
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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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
杨伟名的这种评论，是经过再三考量的。
他在“后记”中说：“‘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数语，是否有分量过重之处，经考虑再三，确认
无偏误，不欲掩耳盗铃，欺人自欺，终于如实表述如上。
”三人的忧国忧民之心，鲜明地表现在他们所提的建议上：看来形势是逼人的。
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诸如一类物资(引者注：即粮、棉、油)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
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
虑的。
在困难面前，杨伟名等三人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们积十几年的亲身经验，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尊重
广大农民的意愿，放松政府对生产、流通的计划管制，允许中小资本的存在，克服目前的困难并不是
一件难事。
农村如此，整个国民经济也是如此。
殊不知，当时党内对这些问题，在指导方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
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大有人在，但明确形成书面意见，如杨伟名者，似未见第二人。
二、何为“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
中国的“走后门”，始于物资匮乏的1958年。
杨伟名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走后门、黑市、投机倒把等现象，是没有开放市场，没有体现商品的供需
价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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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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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