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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将会怎样，是不堪设想的。
    亲历者的记忆是构成历史的基本元素，缺少了这个基本元素，历史将会怎样，也是不堪设想的。
    这套“亲历者的记忆”丛书选取20世纪发生的一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将散见于各类书籍、
刊物中的亲历者回忆汇集在一起．旨在以大量不脱离个性的、生动具体的记叙文字，真实地展现中国
人民经过百年奋斗最终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改造成国富民强的现代化中国的历史过程，向广大读
者提供一套内容丰富、资料性强，并富有个性化特点的20世纪中国历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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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冲破“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是怎么提出来的　　耿飚（时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　
　1976年10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在谈到报刊上开展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提出，要注意把“四人帮
”的罪行与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凡是毛主席所说的话、所作的指示，都不要批判。
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叫人把华国锋的上述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
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命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
《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
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
　　我接到这篇社论稿后，便和宣传口的领导成员一起进行讨论。
大家认为，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
但是，听了李鑫同志传达汪东兴同志的指示后，觉得还是应该按照组织原则，遵照中央的决定，把社
论稿送到“两报刊”编辑部去发表。
至于组织宣传“两个凡是”的工作，我们只是向各新闻单位的领导同志转达了汪东兴的指示，并未对
此作出具体的要求和部署，以后也未进行检查。
【《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华楠（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当时我在中央宣传口，耿飚同志是主要负责人。
《学好文件抓住纲》写出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了这么个东西？
而且，东兴同志还强调不能修改一字，这不符合民主精神，是硬加给我们的嘛！
我们对此很不理解，很不满意。
　　但是，作为“两报一刊”中的一报《解放军报》的社长，按照组织原则，遵照中央的决定，我们
只好照登了。
在议论的时候，耿飚同志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按照“两个凡是”这样办，粉碎“四人帮”等于白搞
了，我们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了。
这番话代表了我们的意见。
【《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和“纲”的转移——访华楠同志》，《百年潮》2001年第1期】　　胡耀
邦（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
赞成的。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一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他对生产的兴趣很
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
，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
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
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
但也不全是真心话。
这里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
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转引自刘宋斌：《走向大转折的年代：1976-1978年的中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于
化民（学者）——　　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威望，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仰，但也由此滋
生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甚至是迷信。
几十年来，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准则，当作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
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既有他个人的主观因素，也与这种社会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想继续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没有自己的理论，他们所坚持的，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理论。
问题是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表现出维护毛泽东的姿态，具有相当的迷惑性。
理论上的争论，还得回归到理论上去解决。
【《“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如何打破的》，《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　　黄一兵（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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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的创造。
早在1972年，中央在解决一个省级领导人问题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汪东兴就说过：“凡是经过
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也讲了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
要批评这样的话。
后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顺承了汪东兴、华国锋等人的意见，于1976年11月30日，在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也讲了类似的话，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
，努力做好。
”1977年1月下旬，一篇按照华国锋的意图为他起草的讲话稿中，也糅进了“两个凡是”的精神。
这篇讲话稿写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
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1976年以后的这种“凡是”精神，连同后来“两报一刊”社论中的“两个凡是”思想，虽然大多不
是出自华国锋的手笔，但这种思想精神却都是华国锋首肯的，应该说，他完全接受了这个思想，并大
力推动和贯彻执行了这个思想。
　　“两个凡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第一，它延续了混淆两类矛盾的错误，制造了一些新的冤假错案。
1977年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多个青年在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
平反。
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说李
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1月8日，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有个名叫邓可的青年，给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贴了两张大字报
，提出批评意见。
不久，这个青年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起来，直到8月15日才释放。
随后，中共辽宁省旅大市委、旅大市革委会门前贴出了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坚决
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委员长”和“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等等。
对此，中央主要领导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电话记录旁批示：“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
追查。
”随后，又批发了有关中共中央文件，指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
语、大字报。
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或现在的中央领导
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些文件要求对证据确凿的谣言制造者坚决逮捕或镇压。
在这些文件指导下，有些地方又制造了一些新的冤假错案。
　　第二，“两个凡是”的提出和推行，形成了迈向新时期的严重阻碍。
由于具有浓厚“两个凡是”思想的领导人获得并垄断了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权、解释权，他们可以通
过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和解释来推行“两个凡是”思想。
一位中央领导曾在宣传部门一个会上讲：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人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
指示手稿我都有。
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凭借这一点取其所需，来为“两个凡是”的需要服务。
如需要树立自己的形象时，就拿出“你办事，我放心”等；在选用干部问题上，就利用毛泽东说过这
个人右倾，那个人不可重用之类的话来影响人事政策；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时，也常常指
明，这个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推翻，那篇文章是毛主席审定的，不能批等等，以贯彻“两个凡是
”精神。
　　第三，“两个凡是”方针的实施，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得以延续，严重影响了新时期
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迟迟不能出来工作；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
，大批被错斗、错关的干部群众不能及时获释；阶级斗争的藩篱难以跳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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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转移；知识分子依然为臭老九，其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其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能克服，“四人帮”推行的一套极“左”路线无法根本改变，社会
主义走向新时期的步伐也无法迅速迈出。
【《转折：改革开放启动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　　邓小平
——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
合乎情理”的问题。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
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
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
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
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
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
，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
凡是”。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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