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芳回忆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王芳回忆录>>

13位ISBN编号：9787213033506

10位ISBN编号：7213033506

出版时间：2006-9

出版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芳

页数：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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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芳回忆录>>

内容概要

　　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早年，他担任锄奸科长、保卫部长、敌
工部长。
解放后，杭州是毛泽东最喜欢去的地方，当时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肩负保卫工作重担，成了
毛主席的“大警卫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因经手侦破“18号案件”——揭发江青匿名信案件，熟知江青的不可告人
的丑史，被江青点名押解北京、武装看管审查达七年之久；后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王芳这才获得自由
。
“四人帮”倒台之后，王芳担任预审组长，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参加对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
“两案”结束后，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1987年重履公安，担任公安部部长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
　　往日，出于职业习惯，王芳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
如今，王芳离休多年，为了保存珍贵史料，公安部指定王芳为撰写回忆录的重要对象。
王芳这才回首往事，口述鲜为人知的经历，在秘书位的协助下，完成了这部《王芳回忆录》。
　　王芳阅历丰富，经历传奇，这部《王芳回忆录》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又有可贵的史料价值，必
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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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芳，1920年出生于山东新泰，1937年10月参加革命。
他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
早年，他担任锄奸科长、保卫部长、敌工部长。
解放后，杭州是毛泽东最喜欢去的地方，当时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肩负保卫工作重担，成了
毛主席的“大警卫员”。
在“文革”中，他又因经手侦破“18号案件”——揭发江青匿名信案件，熟知江青的不可告人的丑史
，被江青点名押解北京、武装看管审查达七年之久；后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王芳这才获得自由。
“四人帮”倒台之后，王芳担任预审组长，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参加对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
“两案”结束后，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1987年后重履公安，担任公安部部长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同年11月党的“十三大”当
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8年3月，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敨工。
1990年开始，由于公安工作过于繁忙，积劳成疾，难以胜任繁重的工作，遂向中央提出辞去公安部部
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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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场白：“王芳”这名字的来历第一章　烽火岁月家世与童年走上革命之路任锄奸科长侯志林带兵叛
逃事件“扫荡”与反“扫荡”大王庄突围出任保卫部长初审李仙洲参与歼灭“王牌”七十四师随军挺
进中原军中婚礼第二章　敌工战线我永远怀念他们他们都是无名英雄深入虎穴取得日军信任一路通，
路路通日军悬赏“生擒小白龙”王老倔误打特工借“刀”锄奸和营救战友五哥不幸牺牲我与吴化文阵
前喊话，促使一营伪军投降孤身斗酒策反敌营长第三章　政权初建渡江南下接管浙江省会警察局“保
密局”杭州支台起义及潜伏组台的覆灭主持杭州公安工作出席首次全国公安高干会议建立乔司劳改农
场第四章　剿匪镇反杭州市第一次集中大搜捕剿灭全省武装匪特近十万粉碎沿海武装骚扰镇反的三个
阶段第二次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第五章　隐蔽斗争侦察工作“过关”反间侦察战果辉煌取缔“圣母军
”，破获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组织“浙南战役”截获暗害周总理的重要情报在秘密战线上“上海特派
员”张毅自首“二尤”案件的教训筑起“无形的长城”第六章　警卫领袖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毛主席
“失踪”事件三上北高峰毛主席在浙江调查研究酷爱读书的毛主席毛主席爱听京戏毛主席视察小营巷
毛主席视察钱塘江堤毛主席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神圣的使命第七章　“左”的磨难诸暨“社教”代理
温州地委书记在“文革”逼近的时候对“文革”很不理解来了北京造反队我成为温州最大的“走资派
”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所谓“窃听器事件”专机押送北京揭发江青的匿名信事件——“号案”
江青野心极大器量很小妻儿总算获准探望妻子成了“罪犯家属”毛主席解放了我第八章　重新工作赋
闲在家出任宁波地委书记筹建宁波北仑港宁波飞速发展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第九章　两案审判受命预
审张春桥进驻秦城监狱提审张春桥严格区分罪与错用事实和罪证说话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担任检察员出
庭公诉正义判决第十章　省委书记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端正工作的指导思想强调勇于改革把农村改
革引向深入念好“山海经”热忱支持“温州模式”关注浙西南化工重镇筹建金温铁路我为乡镇企业鼓
与呼邓小平给予肯定彭真在绍兴我与猕猴桃、黄岩橘的故事为“青春宝”出主意勉励青年企业家向大
学生解疑释惑陪同彭真视察浙江大学探索企业思想工作新路唯实创新　振兴浙江组织“严打”斗争第
十一章　重履公安出任公安部部长进入公安部长角色着力抓好公安热点预先做好应对风波的准备考察
基层公安单位部署城市和农村公安工作对公安体制改革的思考建立统一警察体制稳妥处理西藏的三次
骚乱第十二章　应对风波预料可能要出事公安部起着非常作用社会秩序陷于混乱“英雄所见略同”我
在医院办公平息反革命暴乱公安、武警经受了考验第十三章　禁毒斗争亚洲缉毒会议在北京召开去“
五毒俱全”的边境调查第一次全国禁毒工作会议任重道远尾声：离休之后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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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920年9月30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新泰县东都镇。
    新泰位于山东省中部，北依五岳之首泰山，南临孔子故里曲阜，是山东省粮油、蔬菜重要产区。
新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景色秀丽。
新泰的莲花山，素有“小泰山”之称。
    相传，夏代曾将全国划为九州，新泰属于徐州之域。
商周时期，今新泰之地曾分别有杞国、菟裘、淳于等小国先后存在。
杞作为一个东方小国，在大国争霸、弱肉强食的局面下艰难生存，未免凄凄惶惶，因此“杞人忧天”
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有名故事。
    198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新泰、新汶两县市合并成立新泰市。
    我的老家东都镇，东南面有一条大河，农民下地干活要渡过大河，故原名东渡庄。
传说，清咸丰年间，有一支太平军驻在这里，遂改名为东都镇。
东都镇如今是产煤基地，有铁路专用线11条。
这样，现在东都火车站就成为山东省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
    在我出生的年月，为了防御土匪，东都镇四周修筑了一道又高又厚的围墙，墙的东、南、西、北建
了四个炮楼，开了四个大门，南门上有“古平阳”三个字。
后来我查书，得知春秋时代此地是鲁国的平阳郡。
据考证，世传之尧都平阳在新泰，所以新泰旧称、“平阳”。
    父亲王志勤、母亲王马氏是两位勤劳、善良、能干的农民，靠自己的辛劳和节俭积下一份家业，有
一个四合院20多间房子、30多亩土地、两头牛、一头驴。
在当时，这样的家境算是比较好的。
因此，土地改革时我的家庭成分划为中农。
    兄弟六人中我最小，原取名春芳，后我自改为单名。
父亲看我从小长得又瘦又高，乖巧机灵，断定不是一个干庄稼活的料，也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只有
好好读书，将来还可以当个教师，才有生活出路。
    我6岁开始读私塾，念的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和《书》、《
诗》这“五经”中的两本经书；还学了《千家渤、《古文观止》。
我特别喜欢《醉翁亭记》、《爱莲说》、《陋室铭》这些好文章，反复咏诵，至今仍记忆犹新。
这是我家家境最好的一段时间。
全家三十几口人，没有分家，兄弟、妯娌之间从无争吵，和睦相处。
五个哥哥下地干活。
    父亲对我的学业颇为关心。
他小时读过几年私塾，记性很好。
我放学回家，他经常要我背书，回答提问，有时背得流利，答得正确，他就很高兴，稍有疏漏，他就
脸一沉，并立即纠正，接着还给我通讲课文内容。
大概父亲很快发现我读书非常自觉认真，记忆力和理解力特强，学业长进很快，就不再经常检查我的
功课了。
    父亲生性不喜多言，善于筹谋，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村上威信很高。
邻里乡亲发生各种矛盾，人们都乐意听他调停。
无论争吵多么激烈，父亲总是静静地听双方把话说完，然后不慌不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当时感到十分奇怪和有趣，父亲有什么魔力，只要他一出面说话，村上再大的事都能摆平，平日再
蛮横的人也软下来了，大家都认这个理。
父亲虽然在村上有特殊地位和威信，但从来不占别人一点便宜。
相反别人需要他帮助时，他总是十分慷慨。
我儿时家里每年春季总有一部分粮食接济给接不上茬的人家，秋后还得起的不收利息，很穷的人家就
全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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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为人宽厚，但治家特别严格。
每晚8时左右，他就一个一个查问家人回来没有，然后关上大门，叫大家熄灯休息。
他绝不允许家中有人做出有损门庭的事。
他在我们眼里的确是一位非常威严的家长。
家里要是有人做事出了差错，他从不打骂，也不大声训斥，只是板着脸，轻轻批评几句。
他相信以理服人。
我们儿辈非常尊敬他，从来没有和他顶过嘴。
    母亲是个十分贤惠的人，我刚12岁时她就去世了，家中的事情都听从父亲的安排。
为了办丧事，父亲变卖了一部分田地，并开始分家。
父亲自己留了一部分养老的田地，我跟父亲一起生活。
一家人仍然支持我继续读书。
    不久，北伐军打到山东。
国民政府开展新政运动，废止私塾，开办学堂，我们叫它洋学堂。
初小主要学习国文和算术，我因为有私塾的底子，国文学得很轻松，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算术上。
学校每周一都要召开晨会，师生一起背诵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
“总理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被作为一副对联挂在教室前面，上面是一条横幅
“天下为公”。
这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过了大半个世纪，今日的我仍可以一字不漏地把“总理遗嘱”背
出来。
    我12岁时读完初小，到离家9公里的新泰县城第一完全小学读书，这是当时新泰县最高学府了’。
我记得开学第一个活动就是“9·18”一周年纪念活动，声讨日寇侵略罪行，宣传民族团结，号召一致
抗日，在我们少年学生心中激起了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和愤怒。
我读完小时的教师戴伯傥，是抗战初期的地下党员，曾任新泰区委书记，后来被汉奸杀害了。
    我的读书生活是艰苦的。
当时在校吃饭，三分一斤馒头，一天要一毛钱，我吃不起，只能在每星期六下午没有课的时候回家，
家里用小米、高粱做煎饼，我带足一个星期的干粮——玉米高粱煎饼加咸菜，在星期日下午回学校。
学校平时只供开水，别的什么都不管。
遇上大雨大雪天，只好由家里人把干粮送到学校。
我在学校三餐吃的就是煎饼、咸菜加开水，当然还要每餐估算着吃，不能前吃后空。
我对这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全校七个班，有200多人。
我年纪比较小，学习很用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贴在墙报上。
老师都很喜欢我。
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叫李枚青，他教音乐。
另一位老师叫王世彤，教国文的，上课用他自己编写的讲义，有倾向革命的文章和文学作品，他很动
感情，有时讲得声泪俱下。
有一天，王世彤得到国民党要抓他的消息就跑了。
后来我同他一起参加抗日游击队，到部队后他改名为王炜之。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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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早年，他担任锄奸科长、保卫部长、敌工部
长。
解放后，杭州是毛泽东最喜欢去的地方，当时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肩负保卫工作重担，成了
毛主席的“大警卫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因经手侦破“18号案件”揭发江青匿名信案件，熟知江青的不可告人的丑
史，被江青点名押解北京、武装看管审查达七年之久；后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王芳这才获得自由。
“四人帮”倒台之后，王芳担任预审组长，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参加对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
“两案”结束后，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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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日，出于职业习惯，王芳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
如今，王芳离休多年，为了保存珍贵史料，公安部指定王芳为撰写回忆录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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