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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陈往事增惆怅心底无私天地宽&mdash;&mdash;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文集代序　  1966年6月1
日，陶铸同志在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工作。
1965年，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仍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
这时，奉调到党中央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中南局由王任重同志担任第一书记。
他走的时候只带了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去火车站送行的也只有我和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朱汉雄同志
。
当时我们以为他很快会回来，至少春节时会回来。
但没有料到，他一去就不能回来了。
　  陶铸同志到北京工作后，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但是不到五个月，即1967年1月4日就失去人身自由，直至1969年11月30日逝世，再没有呼吸过一口自
由的空气！
他含冤去世时才61岁！
　  1960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几个中央局，分担中央的一部分工作。
中共中央中南局分管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机关设在广州。
10月我也从广东省委调到中南局工作，担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还担任农办主任。
这时，正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
中南局一成立，陶铸同志立即到河南去，解决信阳地区饿死人的问题。
他又要我立即到湖北沔阳通海口公社了解纠正&ldquo;共产风&rdquo;的情况。
回来后，又决定立即在番禺大石公社建立中南局的农村工作点，开展反&ldquo;共产风&rdquo;和恢复
自由市场等工作。
我和政策研究室的同志都到这里。
陶铸同志也几次来这里，他是停不住的人，除了和我们一块研究工作外，就到处跑，找基层干部和农
民谈话。
　  这时，生活很艰苦，每餐只有不见油花的萝卜、青菜，有点腐乳就很好了。
这时，我的双腿也水肿了。
陶铸同志身体本来就不好，还经常咳血。
但他仍坚持和大家一起用餐，要给他加点什么，他坚决拒绝，只加点他自己带来的辣椒。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和毛主席的活动密切相关。
　  1960年10月23至26日，毛主席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
责人开会。
听取有关农业情况的汇报和如何纠正&ldquo;共产风&rdquo;的问题。
26日毛主席收到&ldquo;信阳事件&rdquo;的材料，与会同志听到&ldquo;信阳事件&rdquo;的情况，十分
震惊！
　  1960年刮起的&ldquo;共产风&rdquo;，其范围之大、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远远超过1958年
，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
这时，毛主席看到&ldquo;信阳事件&rdquo;的报告，看到反映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
，震动很大！
　  从这时起，毛主席不吃肉了！
　  11月15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说：&ldquo;发去湖北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
总结一件，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hellip;&hellip;&rdquo;他要求&ldquo;省委一
级要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改正错误的时候了！
&hellip;&hellip;&rdquo;　  从这时到1961年2月即这年的春节前，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八届
九中全会，都是为了改变当时的严重局面。
1961年2月12日毛主席到广州，在这里过春节（正月初一是这年的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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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听取了他派出的三个调查组的报告。
3月5日在珠岛宾馆三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同志参加。
　  会议决定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ldquo;六十条&rdquo;）。
毛主席指定：起草工作由陶铸同志挂帅，陈伯达为副帅。
　  3月14日，在珠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初稿。
这个文件因共有60个条例，故又称&ldquo;六十条&rdquo;。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写着：&ldquo;毛泽东十分关切群众对&lsquo;六十
条&rsquo;的反映，而且很急切。
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3月29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
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lsquo;六十条&rsquo;有些什么意见。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第二天就离开广州。
&rdquo;　  这就是中南局成立不到半年时间中所发生的情况。
虽然，当时中南局机关还没有建立起来，但陶铸同志从解决&ldquo;信阳事件&rdquo;到在大石公社蹲
点，到负责起草&ldquo;六十条&rdquo;都为中央改变当时严重形势，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ldquo;六十条&rdquo;下达后，农村的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ldquo;大跃进&rdquo;加上人民公社
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所以，存在的困难仍然不少
。
　  1962年夏天，陶铸同志和王任重同志到广西的龙胜县做调查研究。
他发现当地联系产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实就是&ldquo;包产到户&rdquo;）很好，当即由他主持写
了《龙胜座谈纪要》，准备在中南五省推广这一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
七月初，陶铸同志到粤东检查工作，一路上他都讲龙胜座谈纪要。
到了汕头，刚好澄海县委在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
他在会议上又讲，非常激动：&ldquo;我们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要搞富裕的社会主义&rdquo;&ldquo;
增产就是马列主义&rdquo;。
我和他的秘书都很担心，私下里说：&ldquo;糟糕，又走火了！
&rdquo;有时候他一激动起来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第二天，就接到中央的通知，要到北戴河开会。
到北戴河以后，他把《龙胜座谈纪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于7月22日亲自写了一段批语
：&ldquo;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
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rdquo;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陶铸非常高兴，打电话到汕头，要我再补充一个公社的材料，一个大队的
材料，一个小队的材料。
我赶紧组织好了三个材料派人连夜送到广州，再送到北戴河。
但是毛主席又改变主意了，又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批&ldquo;单干风&rdquo;、&ldquo;翻案风&rdquo;
，《龙胜座谈纪要》从此没有了下文。
但陶铸同志说的&ldquo;我们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要搞富裕的社会主义&rdquo;，这句话就一直激发
着我，我办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ldquo;我们不能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rdquo;。
其实这个话是他说的。
　  陶铸同志最光辉的还是到北京以后他生命最后的那一段日子，他在&ldquo;四人帮&rdquo;穷凶极恶
的时候，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尽一切努力保护挨揪受斗的老同志。
为了这，他敢于当面谴责江青。
&ldquo;四人帮&rdquo;说他是中国最大的&ldquo;保皇派&rdquo;。
这件事足以使他流芳千古。
　  当然，人无完人，陶铸同志在工作中也有失误甚至错误。
广东两次尤其是第二次&ldquo;反地方主义&rdquo;运动，伤害了一大批广东地方干部，陶铸同志肯定
是要负责任的，但我认为，他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也一定会勇于承担错误，为&ldquo;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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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义&rdquo;受伤害的同志平反。
　  话要再说回来，陶铸同志犯错误也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分不开，其实解放后我们搞那么多运动又
有多少次是对的呢？
像文化大革命，真是十年浩劫啊！
1958年3月，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说：&ldquo;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对地方主义者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
&hellip;&hellip;应采取列宁的办法：&lsquo;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rsquo;&rdquo;这就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只有实行民主和法治，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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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1月16日，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陶铸同
志100周年诞辰日。
陶铸同志曾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
传部部长，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他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英勇奋斗鞠躬尽瘁，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光辉业绩，也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书就是为永远怀念他而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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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都记得，广东省在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上半年，在所谓&ldquo;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
社&rdquo;三面红旗的号召下，犯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ldquo;一平二调&rdquo;刮共产风的严
重错误，使农业生产遭到很大损失。
1958年晚稻的高度密植，大批农业劳动力去大炼钢铁，使本来的丰收受到严重损失；接着又大反瞒产
，实行&ldquo;吃三顿干饭不要钱&rdquo;。
到了1959年4、5月份，三顿干饭吃不下去了，有些农村吃稀粥也困难了，城市供应更趋紧张。
这一年更错误的提出了&ldquo;少种、高产、多收&rdquo;的口号，早稻种植面积减少了几百万亩，又
错误地推广粳稻，加上东江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肯定要大幅度减产。
这些都给全省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因而广大群众和干部对&ldquo;大跃进&rdquo;和省委领导产
生许多意见。
陶铸和省委商量确定，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发扬民主，总结工作，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继续前进
。
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于5月6日到15日在汕头召开。
一开始，陶铸就提出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工作上发生了严重偏差，给人民群众造成生产、生活极大
困难。
有些问题看清楚了，有些还看得不够清楚，因此，充分发扬民主，揭露问题，主要是总结经验，纠正
错误，继续前进，欢迎大家对省委领导特别是他本人提出批评，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会议上，大家集中批评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反瞒产、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奖汽车给浮
夸最厉害的县，报纸鼓吹什么&ldquo;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rdquo;，认为把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严重破坏了。
每个人都发了言，既对省委提出批评，又对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大家心情比较沉重。
5月8日下午，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的发言具有尖锐性和代表性，他说：去年&ldquo;大
跃进&rdquo;中，&ldquo;城市工业浮夸现象很厉害，总产值有浮夸；试制新产品没有成功，也说成功
了；未赶上英美，也说已赶上了，超过了&rdquo;。
&ldquo;城乡关系趋于紧张，工人、干部、城市居民对去年粮食大丰收却出现如此紧张的粮食局面有意
见，怀疑去年&lsquo;大跃进&rsquo;的成绩；农村也因为日用工业品紧张而怀疑去年城市工业的&lsquo;
大跃进&rdquo;&rsquo;。
总的来说，&ldquo;去年&lsquo;大跃进&rsquo;的缺点，一是脱离实际，一是脱离群众&rdquo;。
&ldquo;对去年&lsquo;大跃进&rsquo;的看法，党内也并不是一致的。
广州有人认为&lsquo;大跃进&rsquo;确有缺点，浪费很大，丢掉不少，说&lsquo;大跃进&rsquo;是一马
当先，万马奔腾，事实却是万马齐喑&rdquo;。
这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发言。
5月9日下午，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发言说：&ldquo;广东1958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外省压力有
关系，但它是次要的。
&rdquo;&ldquo;广东和外省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南宁会议后，广东促进外省的是反右倾、修水利，还有水稻密植外省受我们影响，早稻、小麦、钢铁
放卫星是外省促广东。
顶住了一半可惜没顶到底。
在许多基本理论、概念、原则上动摇了、模糊了，因而出现了问题。
一是没经验，如密植。
另一是应该清醒的，也动摇，如没收农民财产和改变按劳取酬。
原因是被思想大解放、&lsquo;大跃进&rsquo;、大胜利冲昏了头脑。
出了偏差，又没有及早回头。
&rdquo;整个会议民主气氛很好，大家讲得既尖锐，又实事求是向前看，一面揭露问题，一面提出纠正
错误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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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开到最后，陶铸、赵紫阳同志都作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
陶铸同志心情沉重地说：我们辜负了党和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对不起人民群众，应该深刻检讨。
并明确宣布下面干部在这些方面出现的缺点、错误，应主要由省委负责。
对于吃三顿干饭的错误，陶铸作了多次检讨，走到哪里都讲这是他头脑发热，给群众造成了很大困难
，要向群众检讨道歉。
会议通过了一个《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文件。
陶铸讲话中强调了：领导干部必须既勇敢又谨慎，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
&ldquo;要敢于正视逼人的形势。
广东主要是自己沉不住气，自己背了包袱，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验是带根本性的工作方法。
&rdquo;会后还发了放宽自留地的紧急指示，并且逐步纠正了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虚报的错误。
为了正确认识错误和克服困难，陶铸写了《松树的风格》，强调要有革命坚定性；《太阳的光辉》写
了太阳也有黑点，比喻对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完全相信党中央、毛泽东
的正确领导能够克服困难。
这就是&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初期姚文元无耻地诬蔑陶铸反对毛泽东的所谓罪证。
汕头会议后，省委又在省直属机关召开了厅局长谈心会，传达了汕头会议精神，并号召大家畅所欲言
，比较深入地揭露农村&ldquo;大跃进&rdquo;中高指标浮夸风、工业大炼钢铁等方面造成的严重损失
，这对于纠正当时工作中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汕头会议的指导思想和大家发言内容，都是揭露批评&ldquo;左&rdquo;的错误，最后通过的文件也
是纠正&ldquo;左&rdquo;的错误的，对于以后几年农业生产在这方面没有再出大的偏差起了积极作用
。
但是这次会议对纠&ldquo;左&rdquo;仍有局限性，如对公社化、刮&ldquo;共产风&rdquo;、办食堂等没
敢深入触及，更不可能提高到路线高度来认识。
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陶铸敢于公开揭露&ldquo;大跃进&rdquo;中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已经冒着很大
风险，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汕头会议和省直机关谈心会，在发扬民主、畅所欲言这一问题上，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很值得纪念和
怀念的。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讲：&ldquo;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
误&hellip;&hellip;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hellip;&hellip;一直到大家没意
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在1959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
&rdquo;这指的就是广东这次会议。
在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这几年工作中，陶铸是比较谨慎的，而且十分重视农业生产。
早在1953年刚结束土改，他就明确提出全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发展农业生产是第一位任务，稳定农
村新的生产关系，促进农业发展，并鼓励农民发家致富。
1960年全省最困难时期，不少地方发生水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省委全力贯彻中央指示，进一步纠
正&ldquo;共产风&rdquo;的严重错误，陶铸亲自去中山县兼任县委书记以彻底纠正&ldquo;共产
风&rdquo;。
省委决定由省政府拿出3.5亿元，对全省刮&ldquo;共产风&rdquo;的损失进行退赔。
这年下半年连续发出几个文件贯彻落实农村政策，放宽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逐步停办集体食堂，
使广东渡过了最困难时期，在全国是较早省份之一。
1961年3月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以陶铸、廖鲁言、田家英和陈伯达等参加的起草小组(广东省委赵紫
阳、安平生、张根生等人参加了讨论)，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初稿)，进一步调整过&ldquo;
左&rdquo;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村政策。
当年底，广东全省就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1962年夏季，陶铸到清远县洲心公社亲自总结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并布置在7个县进行试验。
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充分说明他是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
陶铸是农民的儿子，生长在农村，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和农民群众生活在一起，因此他和群众有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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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有很强的群众观点，敢于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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