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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中，面对被定为接班人的前前后后，“文革”前期中期毛泽东与他的关
系等等，他经历了从一位国家主席到含冤离世的曲折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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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为新中国奠基，规划新民主主义蓝图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与毛泽东等人一起精心描绘了一幅新
民主主义的蓝图　“四面八方”，刘少奇给资本家“交底”“劳资两利”，资本家吃了个“定心丸”
　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摸底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　共和国诞生后，新民主主义蓝图即将成
为现实，刘少奇提醒说：“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 
　毛泽东访苏，刘少奇主政；刘少奇说：“耍让富农发展” 　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逐步地动摇弱直
至否定”私有制的观点，认为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并在中南海春藕
斋向马列学院学员讲话，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  　⋯⋯建国后的
第一次党内竞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再创辉煌：主竺国民经济调整“四清”、“文化大革命”中的国家
主席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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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面八方”，刘少奇给资本家“交底”“劳资两利”，资本家吃了个“定心丸”北平，旧刑部街32
号，一座老四合院，不断传出欢快的笑声。
原来，刘少奇在王光美陪同下来看望从未谋面的岳父母。
刘少奇坐下后，顺手点了一支“前门”烟，转身问王光英天津的情况。
王光英只知道现在还在打仗，立即很自信地向刘少奇建议，天津有哪些工厂可以做军装，哪些工厂可
以生产手榴弹，哪些工厂可以制造装甲车，工厂设备稍加改造就可以生产武器装备，支援解放军南下
作战。
刘少奇听着听着就笑了。
他告诉王光英：“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
现在考虑的着重点是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如何搞，生产怎样恢复和发展⋯⋯”王
光英恍然大悟。
刘少奇接着就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放开谈，尽管提出来。
王光英心直口快，把对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都告诉了刘少奇：天津工商界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
有的听信了反动宣传，害怕收买和没收，还要挨斗，人人自危，没有心思搞生产，更谈不上发展生产
了；还有些人甚至把资金抽走了。
整个天津市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形势不容乐观。
刘少奇听到这些，眉头紧皱：“你回去要多联系天津工商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宣传宣传共产党的
政策，希望你能努力。
”解放后的天津亟待恢复工商业的正常生产秩序，然而天津的解放是通过战争的形式而不是北平的和
平解放形式，工人中有极大的“左”的情绪，党员干部也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没有明确的认识，出现
了许多次工人自发的清算行动。
当时天津资本家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
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支柱、在国营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营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
成分只有34.7％，私营工商业仍然占有很大比重。
因此，要谈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肯定离不开私营企业。
但是，资本家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了解，有顾虑，有疑惑。
而在接收城市的过程中，党的部分工作人员流露出来的“左”的情绪和做法，也助长了资本家的彷徨
和惊慌。
因此，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做好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而且，这一问题的
解决愈来愈迫切。
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不断向中央报告平津的情况。
几十年后，薄一波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
在参加接收平、津工作后不久，我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列举了两市财经方面的
困难。
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
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
我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
万事皆通。
否则，一切均谈不到。
’4月份，我又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
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
出问题。
‘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
天津解放一个月，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
’‘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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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
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
”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
1949年4月上旬，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去天津指导城市工作。
斗转星移，还是清朝末代“太上皇”慈禧太后的专车，依然行使在北平到天津的铁路线上。
不过，乘坐它的人已经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
刘少奇一行于4月10日抵达天津，前来迎接的是党内闻名的“三皇治世”：黄克诚、黄敬、黄火青。
他们面对天津经济迟迟得不到恢复，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真是一脑门子“官司”。
第二天下午，刘少奇听取黄克诚、黄敬的工作汇报，当听到不少来自农村的干部不适应城市工作时，
马上指出：要尽快教育我们的干部适应环境，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误事了。
接收只是城市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并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发展起来，把消费城
市变为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不但要恢复城乡贸易关系而且要有所改进；私营工厂劳资双方
不能激烈斗争，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
黄敬说：“眼下，一些工厂劳资关系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而闻名的干部多是站在工人一边
；再加上工人纷纷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分红利等，使工厂在资金和管理上出现问题，维持生产都有
困难，复工复业也成问题，更谈不上发展生产了。
”刘少奇果决地说：“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政策，根据今天中国情况，劳资双方不能
斗争太激烈，劳资双方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
今天工作组乱解决问题，等于农村乱打乱杀，同样地违反政策，而且乱得很快，我们要抓紧纠正。
”当场，刘少奇和黄克诚、黄敬商定：由军管会成立调解劳资纠纷的劳动局，资本家可以直接到军管
会反映意见，并安排党的基层干部到工会中做工人的工作。
刘少奇明确说，天津市的党员干部思想上还存在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的认识，在即将开始的恢
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中，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一般地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
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斗争，但重点是在团结上，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斗争对象，就会犯路线的错
误。
对民族资本家要既联合又斗争，二者以联合为重点，“今天重点是团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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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刘少奇给资本家“交底”；刘少奇说：“要让富农发展”／高岗号毛泽
东之“脉”；刘少奇批评了高岗／“大跃进”风起云涌，刘少奇也一度热了起来，但没热过头／毛泽
东很肯定地对蒙哥马利说：我的继承人“很清楚，是刘少奇”／刘少奇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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